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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与瓦斯突出冲击波的形成机理

苗法田 ,̀ , ,孙东玲' , ,, ,胡千庭 ,̀ ,

瓦斯灾害监控与应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重庆 《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 ,重庆 山东科技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

院 ,山东青岛

摘 要 根据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中煤一瓦斯两相流运动参数的研究成果 ,对不同流动状态下冲击波

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 。当孔洞中喷出的煤一瓦斯两相流未超过临界状态或处于低度未完全膨胀

状态时 ,流体在巷道空间完全膨胀后的速度较低 ,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值较小 当高度或超高度未完

全膨胀流体在巷道空间中膨胀时 ,如果巷道空间足够大 ,则流体将进行 “爆炸式 ”加速过程并可能

产生强冲击波 而如果巷道空间受限时 ,最终形成的冲击波的超压值较小 ,但两相流的动压和膨胀

过程中的气体静压可能会严重破坏矿井生产设备或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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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与瓦斯突出时 ,煤一瓦斯两相流在矿山环境 、 源对介质扰动强度的大小川 。

瓦斯和煤的物理力学性质综合作用下以一定速度由 突出冲击波也是一种扰动波 ,它在气体中的运动

孔洞中喷出 ,冲击和扰动巷道空间气体 。在流场中 , 速度 ,与煤一瓦斯两相流对巷道气体的压缩程度紧密

扰动是以波的形式向外传播的 。扰动有强弱之分 ,使 相关 。因此 ,煤一瓦斯两相流的运动参数是形成煤与

物理参数值改变很小的 ,称为微弱扰动 ,其传播速度 瓦斯突出冲击波的重要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 ,矿山安

就是声速 。而强扰动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比声速大 , 全领域的专家 、学者在讨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波问题

其大小不仅取决于介质的属性和状态 ,还取决于扰动 时 ,往往忽略了突出过程中两相流运动参数的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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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对冲击波的影响 ,仅从冲击波本身特性出发来研究

其对矿井设施的破坏作用 ,无法掌握突出冲击波的本

质特征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突出冲击波的理论研究对

于矿井突出灾害的治理方面并无太多实际意义 。其

实 ,事实刚好相反 ,只有深入了解煤与瓦斯突出两相

流运动状态的变化过程 ,才能正确认识冲击波的形成

机理 ,进而提出相应的灾害防治措施 。

击波能量较小 ,只是造成井下一定范围内瓦斯超限或

小范围内的瓦斯逆流 ,但不会对井下采掘设备和通风

设置造成破坏 但是当大型或者特大型煤与瓦斯突出

发生时 ,产生的强冲击波或承压气流会导致设备损

毁 、支架折断 、风门破坏 、大范围瓦斯逆流等 ,对矿井

安全和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一 。图 为突出事故发

生后 ,井下钻机被破坏的情况 。

空气冲击波基础理论

经典流体力学中对空气冲击波的形成机理已经

有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过程 〔'一, ,本文不再赘述 。简单

来说 ,冲击波就是气体受强烈压缩后产生的非线性传

播波 。凡被冲击波扰动过的气体 ,参数值都会发生一

个突跃的变化 。如图 所示 ,在一段等截面管道内 ,

冲击波 口的̀前方为未受扰动的静止气体 ,设其压

强 、密度 、温度参数分别为 , , , , ,在冲击波 口后̀

为受到强扰动的气体 ,其对应参数值突跃为 , ,

几 一̀ 。

图 井下被严重毁坏的钻机

图 管内冲击波示意

冲击波阵面 图 中 `是确定其传播特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 。波阵面以超过未受扰动空气中声速
的速度传播 ,当波阵面压力较大时其速度可达每秒几
千米 。波阵面传播速度可用式 表示 。

、 一
— 十鱼土生业

无 尸,

式中 , 。为未受冲击波扰动的气体绝对压力 。, 为未

受扰动的空气中的声速 、为波阵面上的绝对压力

无为比热比 却 为波阵面上的超压 。

研究表明 ,空气冲击波在管道中传播时 ,波阵面

上的压力值随传播距离的增大呈指数级衰减趋势 ,即

压力高时衰减迅速 ,而后期压力低时衰减很慢 。因

此 ,波阵面超压 却 很小时 ,冲击波仍然能够传播很

远的距离 。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大 ,被扰动的空气质量

不断增加 ,波强不断衰减 。当波阵面超压最终降低为

未扰动气体中的压力 , 时 ,冲击波转变为声波 。

在井下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中 ,瞬间涌出的大量煤

和瓦斯必然会压缩巷道气体 ,导致冲击波的产生 ,但

是不同能量的突出流体在巷道流场中产生的冲击波

能量大小不同 。突出规模较小时 ,流体扰动产生的冲

突出冲击波的主要特征及危害

煤与瓦斯突出冲击波与煤矿井下其他空气冲击

波 如瓦斯爆炸 、煤尘爆炸 、大面积顶板 冒落等引起

的冲击波 一样 ,具有若干描述其主要特征的基本参

数 〔'。〕,如波阵面超压 却 、压缩相作用时间 丁、波阵面

速度 、波阵面温度 和有效作用时间 。等 ,但这些

参数的大小 、变化规律等又有明显的不同 ,主要表现

在

突出冲击波的波阵面超压值与孔洞形态 、瓦

斯压力 、煤体性质 、突出的煤量和瓦斯量等多个参数

密切相关 ,其变化 或衰减 曲线取决于突出形式 、过

程和巷道环境 。在有记录的突出实例中 ,很多都有多

次巨响的数据纪录 ,这是突出过程中存在多次流体冲

击的结果 。此时突出冲击波超压的时间历程曲线也

会存在多个波浪形的变化区间 ,且由于整个突出过程

中系统环境的不断变化 ,其超压峰值不一定出现在首

个升压区间 。

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伴随着大量的粉煤运移

和堆积 ,使得突出冲击波形成和传播的各个阶段都处

于含有高浓度煤尘 或颗粒 的巷道环境中 。粉煤的

颗粒体积浓度显著高于其他井下冲击波 。粉煤颗粒

浓度对突出冲击波的传播特性有重要影响 川 。由于

颗粒与冲击波相互作用的过程会吸收大量的能量 ,从

而加快了冲击波的衰减速度 ,降低了冲击波超压的破

坏作用 。同时 ,粉煤的存在增加了波后高速运动气流

的质量 ,使其在同样的运动速度下动压破坏力增大 。

煤与瓦斯突出过程所经历的时间从几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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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秒不等 ,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冲击波的形成和衰
减 ,与典型的井下瓦斯或煤尘爆炸过程相比持续时间

更长 。

突出冲击波在传播过程中的破坏效应有直接和

间接两类 ,其危害程度与冲击波超压 、单位冲量 、作用

时间和构筑物固有周期等因素有关 「̀, 〕。直接效应主

要是由超压的挤压和动压的撞击所致 ,例如空气冲击

波超压 却 为 一 时 ,人体受挤压和抛

掷 ,造成耳膜 、内脏重度损伤 ,可能发生死亡 井下密

闭 、木制风门 、木支架等被严重破坏 ,混凝土整体支护

发生片状脱落 。当空气冲击波超压 却 为

时 ,大部分人会死亡 ,金属支架部分破坏 ,

小于 的设备整体毁坏和变形 ,大于 的设备发

生位移和部分变形 。间接效应是由受冲击波破坏的

物体打击而间接造成的。突出发生时 ,工作面附近人

员可能会受到高速运动的煤岩块或其他物体的重击

而发生重伤或死亡 。

当井下发生严重的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时 ,附近工

作人员会面临冲击波挤压 、气流冲击 、煤岩块体打击

及瓦斯气体窒息等多种伤害 ,其生存几率极小 。到目

前为止 ,井下发生较严重的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后 ,还

未有工作面人员生还的纪录 。正是由于煤与瓦斯突

出冲击波的危害如此严重 ,为了预防和控制其危害 ,

完善矿井安全生产体系 ,迫切需要对井下突出冲击波

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 。

育 、发生 、发展 、终止的整个过程与矿山压力 、煤的物

理力学性质 、瓦斯压力 、瓦斯含量 、矿井采掘条件 、矿

山地质等多个因素相关 〔”一̀ 〕,且各个因素间互相影

响并不断变化 ,即使在矿井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发生的

突出 ,其特征也不尽相同 ,因此 目前还无法采用具体

的数学方程对整个过程参数的变化进行描述 。为了

对突出过程中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研究 ,本文从宏观角

度出发 ,针对突出过程中的特征阶段 ,通过气体动力

学理论对冲击的波形成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

两相流未超过临界状态 第 种情况

当煤一瓦斯两相流未超过临界状态时 ,从突出孔

洞出口处的瓦斯气流处于完全膨胀状态 ,其最大喷出

速度为当前流体介质条件下的声速 。根据空气冲

击波的基础理论 ,两相流在冲击和压缩巷道空气时 ,

会立即出现一个离开两相流体前端界面的冲击波阵

面 ,波阵面速度为 ,其大小与波后流体速度 凡 、波

前流体声速 。, 和密度 。、波阵面绝对压力 ,波后流

体密度 等参数有关 忽略巷道内通风气流的速

度 ' , ,̀ 〕。

联合式 , 可得

突出过程中两相流的运动状态

不同强度的煤与瓦斯突出过程 ,两相流的运动状

态是不同的 。在常规的口小腔大的孔洞中 ,煤一瓦斯

两相流的速度在孔洞口达到声速时的状态被称为临

界状态 。以临界状态为分界点 ,突出两相流的运动状

态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不考虑突出孔洞内部负压

情况 ① 出口处流体的静压 。等于巷道气体静压

。,且流体速度小于等于声速 声速 指煤一瓦斯
两相流中的声速 ,其数值远小于气体中的声速 。, ,下

同 ② 出口处流体静压 。大于巷道气体静压 。,且

流体速度等于声速 。此时 ,出口处流体处于未完全

膨胀状态 ,该情况下煤一瓦斯两相流在巷道空间会继

续膨胀 。

由于处于不同运动状态的两相流在巷道空间中

的运动过程是不同的 ,因此其压缩巷道空气并产生冲

击波的机理也是不同的 。

煤与瓦斯突出冲击波的形成机理

煤与瓦斯突出的力学作用机理极其复杂 ,其孕

当 而 , ,尸。 ,

岁厅 时 ,由式 可得波后流体速度 叽 与波

阵面最大超压 却 之间的关系曲线 ,如图 所示 。

一一一
凡,̀,̀

︵︻·日︾扩

如了甘

图 凡与却 的关系曲线

气 却

由图 可以看出 ,波阵面最大超压 却 随波后流

体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由于固气两相流中的声速值

只有几十米每秒 ,因此 ,煤一瓦斯两相流未超过临
界状态时 ,其冲击波的形成与图 类似 ,波阵面超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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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也较低 。例如当 叭二 耐 时 ,最大波阵面超压

却 为 。

两相流超过临界状态 第 种情况

当煤一瓦斯两相流在突出孔洞出口处超过临界

状态时 ,两相流出口静压八、大于巷道气体静压 。

根据气体动力学理论 ,该情况下煤一瓦斯两相流喷出

孔洞时 ,孔口发出负压扰动 ,由于流体通过该扰动波

区时压力降低并发生膨胀 ,因此该扰动波区被称为膨

胀波区 图 虚线 ,设巷道空间足够大 。经过膨胀

波区时 ,流体向外折转 占角。折转角 占的大小 ,由波

前流体参数和外界压强 。的大小所决定 ',' 。

图 流体膨胀原理示意

单相气体射流情况下流体结构研究已很完善 。

当出口压力八较小 印 时 ,气流处于低度未

完全膨胀状态 。随着几巾。的增大 ,气流变为高度未

完全膨胀状态 ,反射压缩波将在未达到边界之前就汇

集起来 ,出现马赫盘的流动结构 。当几命。进一步增

大到一定数值时 ,气流进人另一种膨胀状态 ,称为超

高度未完全膨胀状态 ,该状态下的气流喷出后立即会

极速膨胀开来 一, 。

由于突出两相流的固气比较大 ,且粉煤粒度非常

不均匀 ,因此即使是处于高度未完全膨胀状态 ,煤

瓦斯两相流也不会出现单相气流那样规则的马赫盘

结构 ,其未完全膨胀程度的划分及膨胀过程中的流体

结构肯定更加复杂 ,目前仍未见相关文献资料发表 ,

因此无法以膨胀流体结构为出发点来研究冲击波的

形成过程 。但从突出两相流运动规律的角度分析 ,若

将突出过程中喷出的流体看作一个整体 ,避开膨胀过

程中的流体结构问题 ,则流体结构对冲击波形成的影

响只是表现在流体速度的变化规律方面 ,因此超过临

界状态的突出冲击波的形成又有以下 种情况 两

相流膨胀过程中流体局部结构会有负压存在 ,本文不

详细分析

喷出孔洞的未完全膨胀流体立即膨胀加速 ,

直到出口流体静压 与巷道空间的气体静压 。、相

等 。此时流体核心结构在完全膨胀之前 ,始终处于单

调地加速过程 ,达到最高速度 叭 、后减速并停止 。

该情况下 ,孔洞中喷出的气固两相流体处于低度

未完全膨胀状态时 ,其在巷道空间完全膨胀后的最高

速度 叭、 、仍会较低 ,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值较小 。但

当出口流体处于高度或超高度未完全膨胀状态且巷

道空间足够大时 ,由于出口处流体静压八 与巷道气

体静压 、之间的压差很大 ,流体将在巷道空间内进

行 “爆炸式 ”加速过程 ,加速后流体的瞬间速度 叭 “

可能会超过空气中的声速 。 ,因此根据图 可知 ,此

时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将远远高于低度未完全膨胀状

态时产生的冲击波超压 。

喷出孔洞的未完全膨胀流体在巷道空间内

膨胀过程为脉冲式的加速 、短暂减速 ,然后再加速过

程 ,如此往复 ,最终流体静压与巷道空间的气体静压

尸。相等 。
该情况主要出现在高度或超高度未完全膨胀流

体在空间受限的等截面巷道中流动的过程中 。无论

两相流是否会出现马赫盘的流体结构 ,该情况都是有

可能的 。根据摩擦雍塞原理 ,气体在等截面管道中流

动时 ,其极限速度为该介质条件下的声速 〔」。因此 ,

为了便于分析 ,以静压值为 ` 的高度或超高度未完

全膨胀的煤一瓦斯两相流体微元 么 为研究对象 ,并

假定其位于突出流体与巷道气体分界面上 。流体微

元 ■ 在巷道空间膨胀加速时 ,如果在完全膨胀之前

两相流体速度达到声速 ,则此时静压为 。,速度为声

速的流体会出现瞬间的减速过程 ,即 “奎塞现象 ”。

由于 “雍塞 ”过程中流体动压向静压转化 ,其静压升

高为几 , ,且几 只, , 。而后 ,静压为 。的未完全

膨胀流体会再次加速到奎塞状态 ,如此往复 ,直至流

体完全膨胀为止 。整个膨胀过程中流体微元 ■ 的

静压值呈振荡衰减变化趋势 ,如图 所示 ,其中横坐

标 表示沿巷道距离 。

图 出口静压 变化趋势

乡 罗 。̀ 尸。

从图 可以看出 ,未完全膨胀流体在巷道空间膨

胀的过程中 ,在一定距离内仍存在较高的气体静压 。

当该静压值大于巷道内设备或设施的抗冲击强度时 ,

会造成设备或设施的极大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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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苗法田等 煤与瓦斯突出冲击波的形成机理

根据冲击波基础理论 「̀, ,流体微元 ■ 加速过

程中会始终伴随着扰动波的形成和叠加 ,且每次奎塞

状态都会使冲击波形成短暂间隔 ,因此 ,流体膨胀的

整个过程将形成一系列的脉冲式冲击波 ,而每个脉冲

式冲击波又是由无数的微弱扰动波叠加而成的 ,且其

波后最高流体速度为该流体介质条件下的声速 。在

脉冲波不发生叠加的情况下 ,巷道中气体压强分布如

图 所示 ,其中坐标原点 表示 ■ 的位置 ,横坐标

表示脉冲波距 ■ 的距离 ,纵坐标 表示脉冲波压

力 。

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经过远距离传播衰减后 ,其波前

超压会变得很小 。

总之 ,当突出过程中形成的高度或超高度未完全

膨胀流体在空间受限的巷道中膨胀时 ,最终形成的冲

击波的超压值较小 ,因此冲击波不会对远距离的矿井

设备和设施造成大的破坏 。但两相流的动压和膨胀

过程中的气体静压仍会破坏矿井生产设备或设施 ,严

重威胁矿井安全 。

结 论

尸
几 卜一一一飞脉冲波

闷闷闷闷

一一

脉冲波

飞脉冲波
一一沐脉冲波

石

图 脉冲波不叠加时巷道压强分布

即

以上分析并未考虑流体微元 ■ 的固气比变化 。

事实上 ,井下实际突出过程中 ,由于固体颗粒的不断

沉降和堆积 ,煤一瓦斯两相流体的固气比应该是不断

减小的 ,因而其在巷道中流动的临界声速会不断增

大 ,使得每个脉冲波的波后最高流体速度 叭 、也随

之增大 。

假设流体微元 ■ 在 。 , , , … , 时刻达

到雍塞状态 ,且 。,一 。形成的脉冲波的最高超压和

波速分别为 却 。和 。,则根据式 和图 可知

当孔洞中喷出的煤一瓦斯两相流未超过临

界状态或处于低度未完全膨胀状态时 ,流体在巷道空

间完全膨胀后的速度较低 ,产生的冲击波超压值较

、。

当出口处流体处于高度或超高度未完全膨

胀状态且巷道空间足够大时 ,流体将在巷道空间内进

行 “爆炸式 ”加速过程并可能产生强冲击波 。

当高度或超高度未完全膨胀流体在空间受

限的巷道中膨胀时 ,最终形成的冲击波的超压值较

小 ,但两相流的动压和膨胀过程中的气体静压可能会

严重破坏矿井生产设备或设施 。

却 。一

一

因此 ,只要巷道足够长 ,总有一个时刻使得后面

的脉冲波赶上前面的脉冲波 ,最终 。一 、的脉冲波全

部叠加在一起 ,形成一道更强的空气冲击波 。

当然 ,以上理论分析是基于理想的巷道和介质条

件之上的 ,并未考虑能量损失和冲击波的反射 。在实

际现场条件下 ,由于巷道断面 、支护形式 、通风网络等

因素的影响 ,脉冲波可能只是部分叠加或无叠加 。即

使全部脉冲波都叠加在一起 ,由于奎塞速度的限制 ,

其叠加后的最终超压也会较小 。以 而 的雍塞速

度为 例 , 由 图 可知 此 时 脉 冲 波 最 大超 压 为

。当 个这样的脉冲波叠加在一起时 ,其

最大超压 却 也仅为 。因此 ,该情况下

形成的冲击波只对突出地点附近的巷道设备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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