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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作用

韩 军1，2，张宏伟1

( 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辽宁 阜新 123000; 2. 开滦(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在分析中国煤与瓦斯突出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以区域构造演化为主线，从动态的、历史

的角度分析了东北、华北和华南聚煤区构造演化过程以及构造发育、瓦斯赋存、煤体结构、应力状态

的演化特征，阐明了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作用，最后探讨了东北聚煤区、华北聚煤区和

华南聚煤区的煤与瓦斯突出的一般模式，指出东北聚煤区煤与瓦斯突出与活动断裂密切相关，华北

和华南聚煤区煤与瓦斯突出与煤体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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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ling of tectonic evolution to coal and gas outb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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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coal and gas outburst，the tectonic evolution and coal
structure，tectonic，gas coal structure，and tectonic stress were analyzed in northeastern China，northern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coal accumulation area from the dynamic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larified the controlling of tectonic
evolution to coal and gas outburst． At the last discussed the command pattern of coal and gas outburst of the northeast-
ern China，northern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coal accumulation． Coal and gas outbur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ctive
fault in northeastern China，but to coal structure in northern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tectonic evolution; coal and gas outburst; pattern; tectonic deformation; coal accumulation area

地质构造和煤与瓦斯突出的关系是煤与瓦斯突

出研究中被最早认识的，也是研究的最为广泛和深入

的内容之一。早期的研究着重于突出现场地质构造

的描述，认为地质构造对煤体造成了扰动，但没有具

体说明地质构造扰动的机制和结果。关于煤与瓦斯

突出的机理也着重于强调单个因素的作用，因此对于

地质构造在突出中的作用也往往从构造对某个因素

的影响进行分析。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的多因素综合

作用假说的提出，使得地质构造和煤与瓦斯突出的关

系的研究在地质构造与瓦斯赋存和运移、地应力、煤
体结构等方面得到了深化，认识到了煤与瓦斯突出的

区域性分布受到地质构造的控制，许多学者认为地质

构造是煤与瓦斯突出发生的重要甚至必要条件之一。
随着地质构造和煤与瓦斯突出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从构造演化的角度研究煤与瓦斯

突出相关影响因素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分析构造演化

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1 － 5］。
构造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造成了煤系的非均质

特性，表现为煤岩体内出现许多断层、褶曲、节理和裂

隙等地质构造以及应力状态在多尺度空间上的特殊

性。相应地，煤体结构、瓦斯生成、运移和赋存亦表现

出非均质特征。在以上非均质地质环境中进行的采

矿活动必然要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为重要

的是采矿活动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地质环境的非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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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当这种非均质特征超越了临界状态时，便以煤

与瓦斯突出等突变方式来达到新的稳定的平衡。因

此，认识这种地质环境的非平衡状态及其形成过程，

明确瓦斯突出发生发展过程的本质，才能研究有效的

预测预防技术，达到有效预防灾害的目的。本文从构

造演化的角度分析东北、华北和华南聚煤区构造演化

过程，分析构造演化对局部地质构造、煤体结构变形

和瓦斯参数的控制作用; 确定不同构造演化背景下煤

与瓦斯突出的模式。

1 中国煤与瓦斯突出概况

根据我国区域地质演化过程的特点，将我国的聚

煤区域一般分为东北聚煤区、华北聚煤区、华南聚煤

区、西北聚煤区和西南聚煤区［6］。由于我国是由众

多小陆块经多旋回演化拼合而成的，总体上表现为稳

定性差、活动性强［7］。由此造成了我国煤田地质条

件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差，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十分严

重。我国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主要分布在东北聚煤区、
华北聚煤区和华南聚煤区。各聚煤区煤与瓦斯突出

情况如下:

( 1) 东北聚煤区是我国煤层瓦斯含量较高和煤

与瓦斯突出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集中在黑龙

江的鹤岗、鸡西和七台河矿区。
( 2) 华北聚煤区煤与瓦斯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

区域:

① 聚煤区北缘，包括红阳、本溪、通化、北票、阜

新、下花园、兴隆、承德、包头等矿区;

② 聚煤区南缘，包括豫西的荣巩、义马、郑州、临
汝、平顶山等矿区，以及淮北、淮南、徐宿等矿区;

③ 聚煤区西缘，包括石嘴山、石炭井突出矿区;

④ 太行山隆起沿线，东麓包括灵山、峰峰、安阳、
鹤壁、焦作、郑州等矿区，西麓分布有阳泉、晋城等矿

区;

⑤ 鄂尔多斯盆地东南缘的韩城、铜川矿区。另

外位于聚煤区东部开滦矿区的赵各庄矿和马家沟矿

为突出矿井。
( 3) 华南聚煤区是我国煤与瓦斯突出最为严重

的地区。华南聚煤区的煤与瓦斯突出分布如下:

① 聚煤区西缘，包括龙门山、乐威、攀枝花、祥云

等矿区;

② 聚煤区东北缘，包括芜铜、宣泾、宜溧、宁镇、
长广、黄石、七约、锡澄虞等矿区;

③ 川东南、黔西北、滇东突出带，包括南桐、松

藻、桐梓、华蓥山、天府、筠连、芙蓉、中梁山、遵义、水
城、六枝、盘江、恩洪等矿区;

④ 赣、湘、粤突出带，包括丰城、英岗岭、花鼓山、
萍乡、茶醴、涟邵、白沙、马田、资兴、嘉禾、梅田等矿

区。

2 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

2. 1 东北聚煤区的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

显生宙以来，东北聚煤区的构造作用表现为前中

生代古蒙古洋的俯冲消减及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

块的不断增生扩大以至碰接( 古蒙古洋阶段) 、三叠

纪至早白垩世古太平洋俯冲消减和西太平洋古陆与

古亚洲大陆东西会聚碰撞( 古太平洋阶段) 以及早白

垩世至第四纪西太平洋古陆的大规模裂解、沉没( 今

太平洋阶段) 。对于东北聚煤区煤田形成及后期改

造具有影响的主要是今太平洋构造演化阶段，仅在局

部受到古太平洋构造演化的影响。
二叠纪末( 250 Ma 前) 华力西运动使西伯利亚板

块与华北板块发生陆—陆碰撞，全区隆起遭受剥蚀。
三叠世中晚期的印支运动使得西太平洋古陆与古亚

洲大陆东西会聚碰撞形成褶皱带。晚侏罗世—白垩

纪达到俯冲高峰期。在背斜型隆起顶部的次级拉张

作用下区内开始大规模裂陷作用，走向北北东的地

堑、半地堑式断陷盆地成群出现。区内晚侏罗—早白

垩世聚煤作用大多发生在这样的盆地之中。早白垩

世早期本区表现为强烈的引张裂陷，是裂陷盆地主要

形成和发育时期，沿密山 － 敦化断裂带发育鸡西、勃
利等含煤盆地。早白垩世中期沿郯庐断裂带北段发

生强烈的裂谷作用，形成了依兰 － 伊通断裂带［8］。
以上两个时期在东北聚煤区各矿区形成张性断层为

主的构造形态。早白垩世晚期本区进入构造挤压和

收缩变形阶段，区域挤压应力方向为北西—南东向。
郯庐断裂带发生强烈的左旋走滑变形。沿依兰 － 伊

通断裂带和敦化 － 密山断裂带的拉分盆地带发生构

造反转，形成“反地堑”构造。三江 － 穆棱河盆地群

发生正反转构造，在北西—北西西向挤压应力作用

下，形成为一系列北东—北北东向逆冲推覆构造和褶

皱构造，如鸡西矿区的平 － 麻逆冲断层。松辽盆地由

断陷盆地向挤压盆地转变，原先的大型正断层变为逆

冲断层，并形成一系列浅层褶皱［9］。晚白垩世本区

为伸展作用机制，之后本区东部发生强烈的南北向挤

压逆冲作用，兴农 － 裴德断裂，勃 － 依断裂、滴道 － 黑

台断裂、平 － 麻断裂等又一次重新活动。新生代以

来，东北聚煤区的应力体制主要为右旋走滑，三江 －
穆棱河地区在依兰 － 伊通和敦化 － 密山两大断裂的

夹持下，发生拉分断陷，形成三江地区的新生代盆地

格局。古近纪太平洋板块向东亚大陆边缘正向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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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地区古近纪裂谷活动主要沿着北北东向佳 －
伊、敦化 － 密山断裂发育，形成地堑式盆地。新近纪

以来的喜马拉雅构造事件，使东部地区发生了东西向

伸展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裂谷作用。
从本聚煤区西部大兴安岭西侧的海拉尔、巴彦和

硕、多伦含煤区逐渐向东至大兴安岭东侧、松辽盆地，

最后至东部的郯庐断裂带两侧，地质构造和煤与瓦斯

突出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绝大多数聚煤盆地构造简单，以张性正断层

为主，构造形态简单。东部地区的构造样式则更多地

表现为“收缩构造”，后期挤压强烈，变形为近东西向

复式向斜，地层褶皱强烈，倾角较陡甚至直立、倒转

( 双鸭山、双桦煤田) ，且有大规模的逆冲断层伴生。
( 2) 瓦斯含量逐渐增高，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

突出矿井也逐渐增多，突出强度也逐渐增大。本区西

部大兴安岭隆起带西侧全部为低瓦斯矿井，东部高瓦

斯矿井逐步增多，如鹤岗矿区 9 对生产矿井中有 3 对

突出矿井和 3 对高瓦斯矿井，鸡西矿区 15 对矿井中

有 1 对突出矿井和 11 对高瓦斯矿井。
( 3) 煤体结构破坏程度相差较大。本区由于是

在拉张环境下发生聚煤作用，后期虽经历数次构造反

转，未对煤体结构形成严重破坏，鹤岗矿区煤体结构

破坏一般，本区东部鸡西矿区等推覆构造、逆断层发

育地带煤体结构破坏严重。
( 4) 煤与瓦斯突出与活动构造断裂密切相关。

鹤岗、鸡西、七台河、营城、辽源、蛟河等突出矿区集中

分布在北北东向敦化 － 密山、依兰 － 伊通以及北西向

的勃利 － 北安、丰满等断裂带的影响范围内。
本区含煤盆地的地质构造、瓦斯赋存、煤体结构

等明显受到区域构造演化的控制。不同区域由于距

离板块活动带有差异，其地质构造具有明显的差异。
本区东部位于板块构造活动的边缘，历次伸展与挤压

构造运动对本区的影响都要比其他区域强烈，因而煤

与瓦斯突出从强度上和频次上也显著增多。本区总

体上是在早白垩世早、中期强烈伸展裂陷作用下形成

的含煤盆地，最早发育的是张性断层，在拉张作用过

程中，煤层以发生脆性破坏为主，断裂两盘滑动过程

中，对于煤体结构的破坏程度相对于挤压构造要弱得

多。早白垩世晚期和晚白垩世之后的构造反转使含

煤盆地构造复杂化，但对煤体结构的破坏有限。喜马

拉雅期的伸展作用下，占据矿区构造主体的仍然是张

性正断层。在影响煤与瓦斯突出的各个因素中，在本

区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活动断裂，而煤体结构总的来说

全区变化不大。鸡西矿区属本区的特例。

2. 2 华北聚煤区的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

元古华北板块是太古代—早元古代古陆核增生、
联合而成的我国境内面积最大、年龄最古老的一个大

陆岩石圈板块，其范围与华北聚煤区大体相当。中晚

元古代元古华北板块的主体部分经历了比较稳定的

构造演化，在晋宁运动( 850 Ma 前) 中与扬子板块等

拼合成统一的古中国板块。早寒武世末期北秦岭地

区裂解形成洋盆，并与北祁连洋盆贯通，此时古中国

板块分解，华北板块形成［10］。晚古生代，华北板块北

缘的古蒙古洋向南俯冲，对华北聚煤区影响不大，华

北板块内部挤压应力松弛。
从中石炭世开始华北板块整体下降成为巨型沉

积盆地，聚煤作用广泛发生，形成了统一的华北聚煤

盆地。早二叠世早期，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之间

的蒙古洋逐渐闭合，板块俯冲加剧，由北向南的强大

挤压使华北巨型盆地在北部上升成陆。二叠纪末，古

蒙古洋最终封闭，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其

影响波及到北京西山地区［11］。三叠纪印支运动开始

活动，三叠纪末华北板块与华南板块陆陆碰撞最终

“焊合”，形成秦岭 － 大别造山带。这场运动是中国

大陆一次“向心式”汇聚作用，地壳产生南北向收缩，

盖层广泛褶皱。陆内造山作用有所增强，太行、吕梁

隆起逐渐形成。先期存在的郯庐断裂带、鄂尔多斯西

缘断裂带重新活动，新的太行山断裂、紫荆关断裂产

生。侏罗纪—早白垩世的燕山运动使已结合为一体

的西伯利亚、华北、华南板块间产生北西—南东向的

陆内压缩，形成强烈的陆内造山作用，由西至东表现

为鄂尔多斯沉降带与太行隆起带、华北沉降带与胶辽

隆起带。大体以太行山为界，东部成为活动大陆边

缘，总体呈背斜型隆起带，构造与岩浆活动强烈; 西部

则为大型坳陷盆地，除贺兰山 － 六盘山叠瓦逆冲带

外，构造变形相对较弱。聚煤区周缘的褶皱构造和推

覆构造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推覆构造主要分布于

聚煤区南缘、北缘和西缘，由外侧向内部逐渐减弱。
随着晚白垩世雅鲁藏布江洋盆的逐渐萎缩并于晚白

垩世末消亡，始新世晚期印度板块以近南北方向向欧

亚板块碰撞，太平洋板块由北北西向转变为北西西向

运动，进入喜马拉雅演化阶段。华北聚煤区西部受到

来自印度板块的挤压，形成鄂尔多斯周缘地堑式断陷

盆地，东部伸展裂陷形成渤海 － 华北盆地，并发生较

为强烈的岩浆活动。
华北聚煤区总体上经历印支期的南北向挤压、燕

山期的北西—南东向挤压和喜马拉雅期的拉张，聚煤

区褶皱构造、推覆构造和滑动构造是中生代以来构造

演化的结果。从本区含煤盆地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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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地质构造和煤与瓦斯突出总体呈现出以下特

点:

( 1) 中生代挤压、新生代拉张体制下煤田构造变

形强烈。在中生代挤压体制下，盆地周缘以发育挤压

型褶皱、逆断层和逆冲推覆构造为特征，拉张型构造

较少。吕梁山以东、燕山以南、郑州以北地区，中生代

发生挤压隆起，新生代拉张断陷，以太行山东侧、徐淮

等地区以发育重力滑动为特征［12］，总体上煤田构造

变形剧烈。由于华北聚煤区为一稳定地台区，在中生

代以来的挤压和新生代的拉张体制作用下，含煤盆地

的挤压构造主要发育于聚煤区周缘，构造变形向聚煤

区内部逐渐变弱。
( 2) 煤层瓦斯含量和煤体结构破坏特征。挤压

构造形成过程中煤体结构遭受到较为强烈的剪切破

坏，后期滑动构造亦对煤体形成了严重的剪切破坏作

用。瓦斯含量的分布与煤体结构的分布大致相当。
华北聚煤区煤层瓦斯含量特征、煤体结构破坏宏观上

与挤压褶皱、逆冲推覆和重力滑动等构造的分布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
( 3) 华北聚煤区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在空间上

的分布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位于聚煤区北

缘、西缘和南缘是煤与瓦斯突出集中分布的地带，区

内的太行山隆起带两侧也存在若干突出矿区。华北

聚煤区的煤与瓦斯突出与板块构造演化密切相关。
印支、燕山构造运动的强烈挤压，板块边缘产生了强

烈的变形，挤压作用由边缘至板块内部传递，变形强

度逐渐减弱。板块边缘挤压构造发育，逐渐向板块内

部过渡，挤压构造的规模和强度递减。后期滑动作用

下对煤体结构形成了再次破坏，使得徐宿等部分地区

煤体结构破坏更为严重，煤与瓦斯突出也非常严重。
本区煤与瓦斯突出包括两个类型，即挤压构造发育地

区的以煤体结构为主要影响因素的突出和在张性构

造为主的以活动断裂为主要影响因素的突出，前者包

括了华北聚煤区周缘的大部分矿区和井田，后者如位

于太行山西侧的晋城矿区寺河矿。
2. 3 华南聚煤区的构造演化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

震旦纪前南方大地构造演化主要是浙闽运动

( 1 800 Ma 前) 形 成 的 原 始 华 夏 陆 块、小 官 河 运 动

( 1 700 Ma前) 形成的原始扬子陆块及两者间的原始

华南洋的演化史［13］，在上述早元古代末形成华夏及

扬子刚性陆壳块体基础上，中元古代南方进入了板块

构造演化体制。震旦纪以来的构造演化主要取决于

扬子板块、华夏板块、华北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

块及印支地块、越北地块、松潘地块等漂移、“开合”
历史［14］。志留纪末的加里东运动( 广西运动) 使华夏

板块和扬子板块形成统一的华南板块，奠定了晚古生

代陆表海演化的基础，并产生了一系列北东—北北东

向断裂构造和古隆起，控制了晚古生代构造演化的方

向［15］。华力西期—印支期，华南板块普遍出现伸展

构造体制，产生了广泛的晚二叠世聚煤作用。晚三叠

世，古太平洋开始向亚洲大陆俯冲，华南板块由伸展

体制转变为挤压体制，并在这一作用下整体北移。随

着华南板块向北俯冲，华南板块与华北板块沿秦岭 －
大别 － 苏鲁造山带发生陆 － 陆碰撞，至三叠纪末全面

碰撞拼贴成统一的欧亚板块。印支运动使华南板块

形成了以秦岭 － 大别 － 胶南造山带、泸州 － 开江隆

起、江南隆起带、武夷 － 云开隆起带为相对隆起区，其

间为相对坳陷区的“大隆大坳”构造格局，江南隆起

带以南的华南地区上古生界普遍褶皱及冲断，而江南

隆起带以北的扬子区则整体抬升，遭受少量剥蚀，分

别形成川、滇、赣、湘、粤晚三叠世聚煤盆地。印支期，

在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和西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碰

撞的过程中，区内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煤系受到强烈

挤压变形，线状褶皱发育，且伴随广泛的逆冲、推覆构

造。侏罗纪至早白垩世古太平洋板块北北西向快速

向亚洲及中国东部大陆之下俯冲，南方盆地大致以合

肥—长沙—钦州为界东西分异明显，东部形成北东向

的沿海造山带，并在隆起背景上产生一系列北北东向

的坳陷带，成为一系列小型陆相盆地，以较强的褶皱

并发育逆掩断层为特征，构造运动主要为强烈的挤压

冲断及大规模左旋走滑。西部以挤压收缩构造环境

为主，发育有四川盆地、楚雄盆地等。挤压力自东缘

逐步向西缘传递，形成自东南向西北发展的背负式逆

冲体系。早白垩世晚期至古近纪，亚洲大陆东部区域

古构造应力场由印支期—燕山期北西方向的挤压转

变为东南方向的拉张，在华南聚煤区东部，引张、裂陷

取代了原先的挤压与褶皱隆起，形成了大量的裂陷盆

地，陆内出现新的滑脱构造。川东发育的很多逆断

层、逆掩断层很可能是雪峰、武陵等山体在晚白垩世

以后不断上升而产生的大规模重力滑动的结果［16］。
九岭山、武功山南北两侧，沿煤系等软弱岩层形成了

广泛的重力滑覆构造。聚煤区西部处于持续挤压的

状态，发育褶皱、逆及逆冲断层等。
从华南聚煤区含煤盆地的形成及其演化过程来

看，华南聚煤区东部和西部具有不同的特点，地质构

造和煤与瓦斯突出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 1) 西部自中生代以来处于持续的挤压应力作

用，各时代煤系均不同程度地发育褶皱及逆冲断层等

收缩构造。东部地区受到印支期—燕山期的挤压作

用，总体上以发育北东—北北东向的褶皱和逆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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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构造为主，喜马拉雅期构造以正断层和重力滑覆构

造为主，由于各构造运动仍可分为数个阶段，期间既

有挤压作用机制，又有伸展作用机制，因此表现为推

覆和滑覆构造发育具有多期性。
( 2) 煤体结构特征。华南聚煤区的大部分地区

晚古生代—中生代的煤系普遍受到强烈的挤压破坏。
西部以褶皱构造为主，其隔挡式褶皱的向斜和隔槽式

的背斜由于变形强烈，煤层结构普遍遭到层域破坏，

压性断裂导致了煤体结构的面域破坏。东部以发育

推覆构造和重力滑动构造为特色，煤体结构在强烈挤

压作用下破坏严重。
( 3) 瓦斯含量特征。西部在挤压动力学系统作

用下保持了较好的瓦斯赋存环境，以高瓦斯含量为特

征，部分强烈挤压抬升地区瓦斯大量逸散，瓦斯含量

低。东部在先期挤压后期伸展的动力学环境下不同

区域具有不同的瓦斯赋存特点。
华南聚煤区成煤后期经历的构造演化与华北聚

煤区类似，但是由于华南聚煤区基底组成的复杂性，

以及位置上更靠近板块作用的边界，以致其煤与瓦斯

突出的分布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并且从突出强度

和突出频次上较华北聚煤区更甚。华南聚煤区东部

晚三叠世形成的“大隆大坳”的格局本身是经过强烈

的挤压作用形成的，同时也为后期发生重力滑动创造

了条件。总体上，在这一构造演化过程中，煤体作为

软弱层，其结构的破坏广泛而强烈。隆坳相间的格局

同时也为瓦斯的赋存创造了条件。

3 煤与瓦斯突出的模式

不同矿区、不同矿井、不同煤层、不同构造条件下

煤与瓦斯突出具有不同的模式。从地质历史的发展

和演化角度来看，构造的发展和演化具有逐级控制作

用，这种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形成规模的控

制，第二是形成时间的控制。即在同一区域，大的构

造框架下所产生的小级别构造，先期构造往往控制后

期构造。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构造环境中，其构造格式

和特点具有相似性。因此，尽管严格地确定某一区域

的影响煤与瓦斯突出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模式是不可

能的，但是可以从宏观的层次上来分析各个因素的一

般特征和形成规律，从而对于一定区域的煤与瓦斯突

出的模式给出初步的判断。
东北聚煤区煤田构造样式为典型的伸展型构造，

煤与瓦斯突出在空间分布上与活动断裂具有密切的

关系。聚煤区煤与瓦斯突出的影响因素具有如下特

点: 煤层瓦斯含量高、瓦斯压力高，煤体结构破坏较

轻，煤层渗透性高。煤与瓦斯突出主要受到活动构造

的控制，煤层结构破坏不是主要因素。
华北聚煤区煤田构造变形强度有东强西弱，南北

强、中间弱的特点。聚煤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分布

与煤田构造变形强度有密切关系，同时受到活动构造

的制约。
华南聚煤区的煤田构造与华北聚煤区大体相似，

只是其构造变形强度及煤田构造复杂程度均超过了

华北聚煤区，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特点更为突出:

( 1) 逆冲推覆、重力滑动构造更加广泛而强烈;

( 2) 西部( 川黔) 以褶皱构造为主，东部以断裂

构造为主;

( 3) 川黔及广西右江地区的煤田构造以挤压型

为主，其他地区挤压型与拉伸型两种构造样式的构造

成分均有比较清楚的显示。华南聚煤区的煤与瓦斯

突出与在空间分布上同样表现为受到构造变形程度

的控制。
不同的地区，煤体结构、瓦斯特征和构造活动性

等不同，煤与瓦斯突出具有不同的模式，瓦斯、构造

煤、地应力等因素在煤与瓦斯突出中的重要性显然也

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区域的实际情况，选取

适合本区域的煤与瓦斯突出预测方法，以及划定适合

本区域的临界指标。

4 结 论

( 1) 煤与瓦斯突出的各个影响因素受到地质构

造演化的控制。从煤与瓦斯突出矿区的各种形态的

褶皱、断裂以及推覆构造，到次级褶曲、断层等的形成

是构造演化的结果，煤与瓦斯突出的在空间上的分布

特征受控于地质构造的分布，板块构造演化过程说明

了煤与瓦斯突出在宏观区域性分布的原因。
( 2) 东北聚煤区是伸展作用下的成煤环境，成煤

以来经历了晚燕山期和新近纪的构造反转，煤与瓦斯

突出主要集中在东部依兰 － 伊通活动断裂和敦化 －
密山活动断裂带所在的区域 － 构造反转影响比较严

重的区域。华北聚煤区印支 － 燕山运动形成的褶皱

构造、推覆构造和隆起地貌等以及在喜马拉雅期伸展

作用体制下形成了部分地区的重力滑动构造对煤与

瓦斯突出具有控制作用。华南聚煤区西部经历的印

支—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的持续强烈挤压形成的褶

皱和推覆构造、东部经历的印支—燕山期的强烈挤压

和喜马拉雅期的伸展作用形成褶皱、推覆构造及后期

发生重力滑动构造控制煤与瓦斯突出的发生。
( 3) 不同区域影响煤与瓦斯突出的因素的特征

不同，不同区域煤与瓦斯突出的模式不同。东北聚煤

区煤与瓦斯突出与活动构造密切相关，华北和华南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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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区煤与瓦斯突出与煤体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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