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淄博向斜盆地东翼地下水运动
  规律及对金岭铁矿矿坑充水的影响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调查所
孙维明；郑作栋

    一、前言

    金岭铁矿是个老矿山，它是山东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基地之一。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
展，原露天采矿场渐渐转入地下巷道采矿。为了免除水患，保障矿工安全生产，要求必须排
除矿床顶板的灰岩地下水。为此二十多年来有关单位进行了大量地质、水文地质工作，矿山
根据生产钓需要又进行了井下放水试验，这就为全面认识其水文地质特征积累了丰富的资
料。

    为了从理论上提高对这类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一九七八年冶金部科技规划中下达
了“鲁中大水矿区地下水运动规律及矿坑涌水量评价方法”的课题，于一九八0年完成。

    金岭铁矿是一个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磁铁矿，巨厚的中奥陶系马家沟灰岩为矿床的直接顶
板。该灰岩岩溶裂隙发育，含水丰富致使该类矿床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曾严重威胁着矿床
的开采。为此，勘探部门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八年曾做过三次水文地质勘探工作。一九五
五年由冶金部华北地质局507队首次投入工作，一九五六年提交了《山东金岭铁矿矿区及外
围水文地质勘探总结报告》。此次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区域和矿区实际资料，在外围进行了水
文地质测绘。对淄博向斜盆地的主要含水层的分布、埋藏条件及富水特征和相互关系提出了
初步看法。尤其明确阐述了地下水的补给、逸流、排泄的条件；对矿区内的第四系含水层和
中奥陶系灰岩含水层进行了分层分段抽水试验，对矿内诸含水层相互关系基本查清。不足的
是对区域地下水进入矿区的具体通道没有深入研究，对灰岩含水层的非均匀性缺乏认识。故
把5(37）号孔灰岩上部层K = 240.129米／日和2(53)号孔K二0.02524米／日，进行加权平均，
造成失真过大。因而对候庄矿床一406米水平予测涌水量为23.65万米“／日偏大很多。1965年一

 1966年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水文地质队进行了补充水文地质勘探，首次钻了大口径抽水
  孔，11个水文观测孔。企图以较大的抽水量形成较大的降落漏斗，进一步查清矿床水文地质
  条件，。达到核实矿坑涌水量的目的。结果予测一425米水平涌水量为10万米，／日。但因观测孔
  均在主要富水段终孔，又未对其进行抽水试验，以了解灰岩含水层在平面和剖面上的富水特
  征，故对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仍然没有查清，满足不了开采设计要求。山东冶金水文地质队于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仍为查条件、核实涌水量进行了第三次专门水文地质勘探。打了7
  个大口径抽水孔（主）, 21个灰岩观测孔，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九七七年一月进行了大



型抽水。设计要求，群孔干扰抽水总量不小于30000米“／日，主孔降深不小于40米。实抽结
果抽水量约26000米“／日，主孔附近降深35米左右，矿床边界附近降深20米左右，距降落漏
斗中心4.7公里的西召口矿床疏干漏斗西侧边缘水位降深值达9.31米，10公里之外的王旺庄
矿床C K105孔水位削减值也达11米，距抽水孔中心西南10公里的四宝山水源地水位削减了
1.85米，抽水形成的椭园形降落漏斗长轴达20公里。该次大型千扰抽水试验，取得了丰富可
靠的资料。于一九七七年十月提交《山东金岭候庄专门水文地质勘探总结报告》，予测一340
米水平坑道涌水量为60395.30米“／日。

    通过多次工作，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对资料的分析认识不一，对于矿区的
水文地质条件结论有分歧，尤其在评价矿坑涌水量和矿区与区域池下水的相互关系上差异很
大，为此，我们这次试从淄博向斜盆地东翼地下水运动规律来加以探讨。

    二、地质结构特征及其在地下水运移中的作用

    区域地层在基底古老岩系上。由南到北， 由老到新沉积着寒武系的砂页岩、灰岩；奥陶
系的各类灰岩；石炭、二迭系的砂页岩及煤层。此外，在山前平原区还有侏罗系的砂岩、砂
砾岩；白垄系的火山岩系；第三系的红色岩系，第四系冲洪积为主的粘土、亚粘土及砂、卵
石层。在山前有闪长岩类侵入体。这些地层在平面上岩相变化不大，尤其中奥陶系的各种灰
岩更为稳定。在近800米厚的中奥陶系灰岩地层内，基本上可分为三个组，每组底部都分布
着一层泥质、白云质灰岩和同生角砾岩，每层岩层内又是薄层的泥质白云岩与厚层纯灰岩互
成韵律。

    区域地质构造有如下特点：
     (1)、区内构造形态以断裂为主，褶皱不发育（见图1)。地层大都以单斜出现，倾
向为NW或NNW，倾角5。一15°。在长期构造活动中使层间裂隙发育。
                              （2）、断裂性质大都表现为正断层特征，以张性为主。每组断裂在长期活动中，其两
侧地层的运动性质和方向虽可能是多变的，但积累到目前就总的现状来看，大部分是上盘比
下盘低落了。因此，显示出正断层的性质。

     (3)、以高角度断层为另一特征，一般都在80“以上到近于直立。
     (4)、每条断裂都有相应的破碎带。这个破碎带一般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面，而是个较
复杂的带。它占有一定的空间，具举定的宽度。这个带往往有许多面组成，并伴有各种次
生构造组成，记录着它本身复杂的活动发展史。

    上述地质结构对地下水的运移起着控制作用。如南山区，由于寒武奥陶系的泥质白云质
灰岩与厚层纯质灰岩互层沉积。厚层灰岩透水性较好，当接受大气降雨后大量的降水渗入其
中，开始作垂直运动。当遇到透水性较弱的泥质白云质灰岩或角砾状泥灰岩时，就以顺层运
动为主。由于岩层倾角平缓，地下水运移速度缓慢，使地下水与围岩有一定的接触时间，有
利于溶蚀作用。所以研究区内的灰岩岩层间溶蚀型裂隙岩溶较发育，大多是沿厚层纯灰岩与
泥灰岩接触面发育。从南到北阶梯式的层状分布，至山前凹陷带。由于岩层产状发生变化，
灰岩潜伏地下上部有隔水的新的地层复盖。所以南部山区地下水，到此转为承压水，沿山前
断陷带作水平运移，故断陷带内岩溶裂隙发育。

    金岭岩体位于淄博向斜东翼北部山前地带。它对地下水的运移只起分流作用。对全区地
下水运移规律影响不大（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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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f'中北部地区区域构造地质图
    1．第四系，2．白Y-系青山组；3．石炭系；4．奥陶系；5。寒武系一
奥陶．系未分；6．太古代泰山群；7．燕山期闪长岩；8．燕山期辉长岩；
s．地质界线；10．断层及倾斜；11．隐伏断层及推测断层。

三、岩溶裂除发育规律

    我国北方岩溶一般为溶蚀裂隙类型。本区岩溶亦为这种类型。在燕山运动前后，本区的
自然地理，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各个时期的岩溶分布和发育
就有各自的特点。

    在燕山运动之前，本区各年代的灰岩地层产状基本水平。构造裂隙不发育，地形高差不
甚明显。因而灰岩水当时以层状逸流为主，形成了这时期的层状岩溶。如在中奥陶系古剥蚀
面发育着层状岩溶。在南部山区描河两岸常可见到沿中奥陶系灰岩剥蚀面附近发育这类层状
溶洞。

    在晚石炭系时期，地壳颠动频繁，海水时进时退，海进时灰岩的造岩作用与海退时灰岩
的溶蚀作用交替进行。于是在每个薄层灰岩中形成层状岩溶，并且层位越老的灰岩，岩溶发
育越强。

    应该指出，在燕山运动之后，中奥陶系灰岩岩溶可进一步发育，上述分布规律可能遭到
破坏。

    在描博向斜地层中发育着一束放射状断裂，将向斜分割成一系列断块构造（见图I),
岩层的构造裂隙也同时产生，地形差异也变得十分显著。因此岩溶进入一个新的发育时期，
而且有自己的特点。
    1、层状溶蚀裂隙发育分布规律

    由前面地层分析已知，区内地层为一个多层结构的地质体。由于它在山区和山前地带埋
藏条件不同，地下水流在其中的逸流状态亦不相同，因而岩溶发育也有差异。

    在隆起的南部山区，不同时代的各类灰岩广泛裸露，在季节性和常年性地下水的作用
下，它们在各自隔水底板之上都互相形成了一层接触式层状岩溶。主要特征为各层灰岩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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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矿
‘拐口

笠军
箫 邹

、
、
咧

教
鲜

心

占
以

批
pZ屺

抓，文登O／口

处

O边河  反
    俨了2种一、

突姗
别沁1矿co 吸

场
百 吸

R 公
乡 Of o f

图2金岭铁矿水文地质略图

4



臀一·
旗

均以连通式扁平状溶洞为主（见照片i)
                                                             、

。溶洞发育在各层灰岩的底部皇个休零星地分布子
各白的隔水层底板上。应当指出， 在该区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的各层灰岩现代岩溶的作
用程度总是下部层位比上部层位强

在山前断陷带中奥陶系各层灰岩埋藏于石炭、

                ， 介
          矛              ‘

’‘专镖

性承压水的作用下，有时可能形成多层层状岩洁。
二迭系含煤岩系之下，各厚层灰岩在常年
主要特征为各层灰岩岩溶均以溶蚀裂隙及

溶孔为主（见照片2），偶见溶洞，各层灰岩在横向上岩溶发育程拿较垂向上不均匀，并常
随着岩层埋藏深度增大而减弱，但在地下水集中排泄的地段岩溶发育最强烈。岩溶发育程度
总是上层位的灰岩较下层位的灰岩强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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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溶孔与溶隙

队
  应该指声：在多层裂隙岩溶含水层存在的条件下，单纯地按照标高来划分本区的岩溶
层，并机械地与地文期进行对比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在高出现代河床的灰岩地层中，可见
已停止发育的溶洞。也可见到高出现代河床数米、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常年性或者季节性
岩溶悬挂泉。地下水仍然使灰岩岩溶化。停止发育或者仍不发育的岩溶经常沿固定层位分布
在各含水层的底部，并紧垫在各自隔水底板之上。因此，咨，把较稳定的泥质灰岩或角砾状泥灰
岩普遍隔离的几百米厚灰岩，笼统地划作一个统一的岩溶含水层，并因此按水动力条件统一
地（而不是分层各自地）分为若干岩溶水循环带是不合适的。－
    2、带状或脉状岩溶发育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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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区地质构造运动是以断裂为主。 沿基底断裂时有燕山期闪长岩侵入，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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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床、岩脉及岩墙，在断裂带及接触带，石灰岩的局部裂隙最发育。张开性及切穿性最
往往造成宽数米至数十米、长数十米至百余米的裂隙发育带，成为区域地下水汇集的有

利场所，形成地下水充沛的强逸流带。断裂带和接触带破碎的灰岩长期被脉状逸流溶蚀而生
成脉状岩溶发育带，该带就成为聚集区域地下水的有利空间。地下水逸流促进了岩溶的发
育，而岩溶发育又为地下水逸流提供了空间条件，使带状逸流越来越大，该带的岩溶也就越
来越发育；，从而造成本区石灰岩岩溶发育程度和石灰岩层富水程度极不均匀的特点。
    淄河是沿NE向断裂发育的一条河流，断裂带是由数条断层组成，最宽可达2公里左
右，由于河床主要是沿石灰岩地层中断层发育，在地下水长期作用下，河床及其下部灰岩裂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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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5M岩溶发育。在黑旺地区岩溶发育深度为50-73米，100-103米和120-150米标高高三
段O这里最大单位涌水量为1048升／秒·
溶发育段潜入成暗流使河水时隐时现，

米，最大渗透系数为2902米／日（见图3 )。河水在岩
  形成淄河十八漏之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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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前断陷地带或山前斜地沿断裂带交汇处灰岩岩溶发育。如大武水源地勘探中发现在
NEE向有一断裂带，该处岩溶发育段为。一80米和一130一一230米标高，二段比较来说上
段比下段发育。岩溶形态主要为蜂窝状、网格状及溶孔，偶尔也见溶洞。溶洞直径一般在一

米左右。但在A,：号孔的一68.69一一70.89米标高也见有直径为2.2米的溶洞。在A23号孔
的6.62-3.99米标高处见2.63米直径的溶洞（见表1和图4 ),
                                                                                                          丈呈

孔   号 标 高（米）
洞  直  径
（米）

标 高（米）

  却  探
溶洞直径（砧嵘

2 . 2
A , 2

A , 6

A2 3

A , e

A 2,t

- 1 3 . 2一一1 4 . 7

   2 . 3 - 1 . 1

   6 . 6 2 - 3 . 9 9

-68.69一一70.89
- 69 . 93一一70. 63 0 . 7

2. 63

-93. 57-94. 27

3 . 0 5 - 1 .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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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隐伏灰岩裂隙溶洞发育深度对比图
  注：从图可看出该区岩溶发育的分带性

麟）龚彝粉娜
即单井涌水量也在1000“米／日以上。



    本区顺南西、北东向基底断裂入侵的金岭闪长岩体对区域地下水起阻分作用。于是沿闪

长岩侵入体与中奥陶系灰岩接触带常形成带状溶蚀裂隙及带状地下水逸流。这已被正开采的

铁山矿、北金召北矿的资料证实。例如在铁山矿的北端见有直径大于3米的溶洞，在一7米

付井运输大巷掘进时遇到溶洞，发生突水淹井事故。初期涌水量达1274米“／时，水质为HCO,°
型水矿化度低于0.5克／升。其它在候庄、肖庄、边辛、南金召及矿床勘探孔，在候庄矿的

接触带勘探钻孔亦常见岩溶发育现象。应着重指出，在金岭岩体的东西两侧的灰岩中除接触
带裂隙发育外，尚存在金岭正断层和张店正断层及玉皇山断裂。断裂引起的灰岩破碎带同由
岩体侵入引起的灰岩破碎带常常复合，故两侧灰岩内岩溶也较发育。在露天采场的。：角砾
状灰岩中也可见到岩溶发育。（见照片3 )

    四、地下水运动规律

    研究区南部山区寒武奥陶系灰岩广泛出露，岩层表面节理裂隙发育（见照片4 )，其中
NW和NE两组较其他为甚（见照片5)。岩溶沿节理裂隙发育，当接受大气降水时，大hi
降水沿溶蚀裂9VI渗入岩层。据淄博水文站观测，降水渗入量可达95%，渗入岩层之地下水开’
始以垂直运动为主，、当遇到透水性较差的泥质灰岩或泥质白云质灰岩时地下水就沿层面裂隙
运动， 由于该区岩层倾角只有5。一15°，地下水在层间裂隙中的运动也就缓慢。在地下水缓
慢的运动过程中，溶蚀灰岩层间裂隙岩溶或溶洞发育（如图5所示）。地下水在运动途中一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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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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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铁山3号59夭采场0：角
        砾状灰岩岩溶发育情况

照片4,   （青石关）OZm1层灰岩的
        节理和溶洞发育情况黔

羚
髯 部分在沟谷两侧溢出成泉，另一部分则侧向补给深部地下水继续向盆地中部或山前向斜盆地

运动。流向盆地的各层地下水在盆地内缘奥陶系灰岩与石炭、二迭声含煤岩系地层的接触
带，在地质构造和地貌地形的适宜处以上升或下降泉的形式出露地表进行排泄，泉是沿接触
带呈线状分布于盆地内缘（见图2 )。从前述已知，该区主要是多层巨厚灰岩裂隙岩溶层间
水发育的场所，由于岩层倾斜平缓，地形强烈切割，各层巨厚灰岩常表现为岩溶裂隙水与无
压水含水岩系，其岩层富水性往往自上而下增强，补给来源靠降水及上复各含水层溢出的暂
时性或常年性悬挂泉水的渗入。在低山丘陵区，寒武奥陶系各灰岩层的埋藏较深，转为承压
含水层。此外，在山前斜地和平原，普遍有第四系冲洪积物孔隙水发育，，受地质构造的影
响，各层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十分复杂，而地下水与地表水的关系，在自然条件下，则总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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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皇山断裂带属平推逆断层（但在边辛以北属正断层且由煤8孔等说明是导水的）。断
V带南端两侧地下水位有明显的差异，如断层通过湖田向斜轴部两侧机井水位差大于25米。
在该断层东部沿湖田向斜轴汇聚向北东方向运动，沿途部分顶托补给淄河冲洪积扇孔隙含水
层，也有部分沿金岭断层带向北北东方向运动，当铁矿开采延深很大时，将可能袭夺一部分
地下水涌入矿坑，增加矿坑排水量。

    区内地下水在其东部主要通过淄河断裂带内的裂隙岩溶通道运动。根据黑旺铁矿资料，
淄河主断裂是一条多期活动的复式构造线（见图6 )，有5-10米的各种断层岩组成，在主
断裂东西两侧地下水位不同，东侧地下水位比西侧偏高1-10米，水温两侧相比差1.5° C

巨习！

区刃‘

巨互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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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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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张后

畔
（5月）

大津湾。

沂又篇靛
『另／       (NE) (NE)
犷口头村
邵家村

丫韶黔
张扭田
￡1(E W)twE)

                            图6.描河断裂带平面图

    1、第三系（二期）；2、东西向构造；3、北西向构造；4、南北向构造。
    左右。无论OZm2, Ozm；或0：灰岩地层均在主断裂的东侧有一条狭窄的强导水带，这
主要是主断裂阻水作用，使地下水在断裂东聚集，再加上断裂构造的破坏作用，从而这一地
带岩溶发育较强，故成为地下水活动的良好通道。与主断裂平行同期的断层在其东侧有两条，
西侧有三条，它们与北北东向的F：组断裂共同组成了一系列北东向条带，使各含水层沿此方
向形成了导水性不同的条带。在断层西也有一条地下水活动的通道，地「水通过淄河断裂带
运动，至山前地带，顶托补给和排泄到淄河冲洪积扇。 自然条件下，乌河排泄部分地下水，
现由于地下水的强烈开采，水位下降而干枯，只能在汛期才形成排洪河。



    五、金岭矿区矿坑充水的分析

    关于矿区地下水的来源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以区域多层灰岩岩溶裂隙水
补给为主，另一种认为以矿区内局部灰岩含水层就地补给和第四系砂砾石含水层补给为主。

    我们认为金岭矿区地下水来源东西两侧各有侧重，但总的补给来源来自南部山区丰富的
地下逞流以不同的渠道补给矿区，补给量的大小取决于地质构造，岩层结构和岩溶发育程
度，同时与矿山开采深度和上游水源地的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如西路地下水通过张店断裂带
和接触破碎带进入矿区，当候庄矿、肖庄矿开采时将对矿坑发生充水作用。应当指出，从候庄
一九七六年七个主孔干扰抽水试验所影响的范围来看，当抽水中心水位下降35米时60天共排
水678000米“，矿床边界水位就下降了20米，距10公里以外的王旺庄CK105号孔水位就下降
了11米，其上游10公里的四宝山水源地水位也下降了1.85米，形成20公里长轴椭园形漏斗，
说明其来源并不十分充沛。故不应因其与区域地下水有关联就得出矿坑涌水量巨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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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K189
水，

，7丈＼毅
岔盆
亡K(14

C鱿148

”沙了
3 6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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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了石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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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叫
  黄金矛亨

369几，#384-28#388

  工人断村
19#3日4

                图7、第四系潜水等水位线图（1965年5月水位资料）
    矿区东部因矿床地下水与第四系砂砾右层孔隙水之间水力联系密切，即天然状态时矿床
灰岩水补给第四系孔隙水（见图7 )。矿坑疏干时，第四系地下水补给灰岩进入坑道，根据
铁山一九六五年五月一7米水平疏干时，第四系潜水形成的漏斗，对潜水进入矿坑的水量进行
了估算，与同期一7米水平坑道涌水量基本相同，说明第四系砂砾石层地下水是矿床充水的
来源之一，不可忽略。需指出在矿区东部中埠、于家、黄金村、边辛庄、南金召等砂砾石层是
描河冲洪积扇的组成部分，它们中的地下水与淄河冲洪积扇的地下水为统一体，其来源皆为南
部山区地下水。故矿区东部诸矿开采时对矿坑充水水源应注意研究。但也不要因此而害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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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之l’of的水力联系是通过第四01“夭窗”而实现的，因此只要将第四系孔隙水之下的
亚粘土层分布规律弄清楚，在其可疑地方采取相应措施是可以防止大量孔隙水涌入坑道的。
．、 矿区地下水的来源除上述两路外，矿区内南半环马蹄形灰岩裸露区接受大气降水补给也
是来源之一，这是人们都注意到的，故这里不再详述。

区域灰岩地下水对矿区的侧向补给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来说明：
（庄）水均衡方面                万                ／

黔一
戮、、

    矿区灰岩出露面积约20平方公里，闪长岩出X面积约30平方公里，接受降雨垂直补给
量，少计算结果两者总和为27602米s／日。而目前长期疏千矿井和供水孔群的开采据不完全统
计总排水212000。米’／日以上（见表2 )。再加之小矿点和星罗棋布的农灌井、供水井，其
量可观。如不获得丰富的区域侧向补给量，维持长期平衡是不可思意的。
＿之一礴；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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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裂构造性质      ’

根据山东地质局八O一队资料及其他前人资料可知，黔
犷
一
如

南部灰岩裸露区进行的面上实地研究所证实。而北部岩体周围灰岩裸露区的断裂及在煤田采

掘过程中遇到的湖田断层和湖田煤矿1:5000Q地质图上的F、断层及其他小断层大都显张性结

构面。对于张店断层、金岭断层和玉皇山断层北段，根据前人资料从地质图上的岩层产状，

岩株产状及地层接触关系，从传统构造地质学角度认识无疑可以看出张店断层为一断距大的

正断层，玉皇山断层于边辛北与原金岭断层复合北部呈张性南部显压性（南部有探井控制并
霖排山H6 all山曰即'ki FF f括  VA, w W.1! 21 fib rTri ii  n昭*-R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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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6、位于铁山南西九顶山北东端哑口玉皇山断层挤压破碎带。



      （3）断层的水文地质特性―导水断层
                          、根据煤炭调查资料记载，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洪山煤矿北大井在掘进中遇到中奥陶系
灰岩连通的断层造成大突水，突水量达34380米“／日，孝妇河受到明显影响而漫泅河、丰水
泉、湖田泉、柳杭泉一线全部干枯，当矿坑全部淹没后，上述河泉又恢复正常，这种同步现
象说明其间分布的若干断层如王母山、河东庄、漫泅河、四角坊、妙米店、张店和湖田等断

层是过水和导水的且导水性较好，实际上是相当于一次天然的特大放水诊验（这是人工放水
试验所不能比拟的）。突水造成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九五八年的双山谋矿突水和，一九七五年一
月二日边和煤矿的突水（突水量达5460米3／时，不到三个半小时就全部淹没矿井）等。
    ( 4）灰岩富水性分布特征

    富水区呈条带状沿山前断陷带和张店断裂带及构造复合部位分布。从1 : 2000。矿区基岩
水文地质图上明显可见，如张店、炒米庄断层带等钻井出水量大于1000米3／日以上。
    （5）从等水位线图上看

    不管局部受地形的控制和人工开采影响而形成局部漏斗，但总的趋势南高北低，地下水
运动方向由南而北。

    ( 6）水文地球化学特征
    从水化学类型演变方向看：
    西侧：南山区、山前区‘肖庄、候庄、王旺庄。其相应的化学类型为（HCO。一Ca-Mg)
- > t  SO；一HCO3- C‘一M）一（S 04- Cl - Na- Ca) .
    东侧：山区、山前、向斜南翼～轴部～北翼、边辛，召口～王旺庄。其水化学类型为：
(HCO3-C-M,  )  --> (HCO3-SO；一C-Mg)-  (SO4-HCO3-C-M,) -
(HCO3-C l-C a-N）一。(SO‘一HCO3-Ca-Na）一～(HCO3-SO4-Ca-
Mg）一～(SO4-HCO。一Ca一～(SO‘一Cl-Na-Ca).
    从地下水的矿化程度演变方向：

    西侧：山区～青龙山、肖庄，候庄，王旺庄1。矿化度为小于。.6克／升～0.6-1.0克／升
°->1.0-3.0克／升、大于3.0克／升。
    东侧：南山区，山前区”向斜轴部，北金召，召口，召口北，王旺庄。矿化度为小于
0.6克／升”0.6-1.0克／升一，小于0.6克／升”0.6-1.。克／升。1.。一3.0克／升，大于
3.0克／升。
    从水文地球化学上看，属于正向演变序列。
     ( 7）地下水动态方面

｝  通过三个完整水文年的观测资料看出，矿区地下水位的峰值有两次（特点是第一峰值较
低，延续时间短，而第二次峰值高，延续时间长），出现在8-10月份，而南部山区也同样
出现双峰值（特点类似），出现在7月中旬至9月上旬，矿区峰值滞后一个月左右和双峰值
现象，说明雨季的就地补给和区域的侧向补给所致（见图8和表3）。

    多年来最低水位变化趋势是：七五年以来地下永位逐年下降，水位年度变幅逐年变大
 (77年＞76年＞75年＞74年），从区域上看年变幅由南向北变小。根据黑旺资料：77年水位
低于76年2.98米，76年低于75年16.365米，张炳旭地区资料：76年低于75年7.47米，大武、
垠埠地区资料：76年低于75年5.2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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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湖东、四新6井灰岩地下水水位动态曲线图。

    六、结语

    对现有资料初步整理分析，我们认为金岭铁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
    1、该矿为一矽卡岩型铁矿，矿体直接顶板为中奥陶系马家沟组灰岩，岩溶裂隙发育，
含水丰富，在矿区内除南.S马蹄环形有近20平方公里裸露外，大部分灰岩层向北倾伏于第四
系松散层之下。第四系地层岩性组成为亚粘土、砂砾石层，而亚粘土层局部有“天窗”存在，
使砂砾石层直接与下伏灰岩接触，砂砾石层含水较富。在自然条件下，灰岩含水层水头高于
第四系孔隙水，但在矿坑疏千情况下，灰岩水位低于孔隙水位时，则孔隙水补给灰岩水，反

补量的大小取决子开采深度和天窗面积，当灰岩疏干水位低于第四系含水层底板时，其补给
量近于稳定，只受孔隙水的动态调节。

    铁山矿床，一九六三年疏至一7米水平时，附近的于家庄、中埠村第四系地层（、砂砾石
层）中的民井干枯。、

    矿区中奥陶系灰岩具多层结构，水文地质条件差异明显，矿坑附近岩层较陡，所以疏干
漏斗为狭长形，并且降落漏斗扩展范围达到一定程度。如铁山矿床现已采至一147米水平，
下几个水平的疏干漏斗和疏干量较稳定，多年来矿坑排水量保持在30000米“／日以内。



    2、通过对湖田向斜构造的研究，大量资料说明湖田向斜轴部在上湖至龙湾一带隆起，
中奥陶系灰岩在此埋9X150-200米，并且横向正断层较发育，除炒米庄断层束外，还有湖田
正断层等，加之岩溶裂隙的存在为南部山区来的地下水逸流提供了良好的空间通澎当然由
于岩床、岩脉和岩墙的存在以及向斜北翼高陡于南翼，对地下水逸流北下是不利的。但这只
能是使地下水逞流滞缓而已，并不能改变地下水逸流总的运动方向。

    因此，我们认为南部山区的地下水逸流，受金岭岩体的影响，以玉皇山平推断层为界，
分为东西两路通过矿区北泄。

    西路水通过炒米庄断层束向NW方向运动，遇张店正断层沿其破碎带和岩体接触破碎带
·北流；玉皇山断层以东地下水，沿湖田向斜轴向，向NE方向运动，至金岭正断层部分沿断
层向北逞流，沿途有利地段顶托补给上部松散层。

    3、矿区东部第西系地下水通过“天窗”的反补给，本区复盖的第四系为淄河冲洪积扇
的西部边缘，底部有一层数十米不等的粘土层，但在局部有第四系砂砾石层与灰岩直接接触

形成“天窗”，如铁山、边辛、召口等矿床均有分布， 由于矿床疏干，使“天窗”处第四系
地下水形成疏干漏斗。说明第四系地下水通过“天窗”垂直补给矿坑水（、在矿床疏干情况

下）。虽然淄河冲洪积扇具有动储量丰富的地下水，但由于上游的大量开发和冲洪积扇边缘
地层结构复杂，通过局部“天窗”的补给量是有限的，但对东部矿区水量来源是不可忽视的。

    目前第四系“天窗”的分布数量和面积尚未全部摸清，该项工作对评价第四系地下水和
对矿坑充水评价都是很重要的。

    4、对矿床疏干的有利条件
    虽然从地下水运动规律上看，矿区接受南部区域地下水补给（当然也接受降水的就地补
给和第四系“夭窗”的补给），但由于泉带的溢出、大型水源地供水（见表4 )，其他煤矿
．排水和农田供水井密布，截取了南部山区的巨量地下水，造成泉群和乌河干枯。使之补给矿
、区的地下水量有限，减少了矿床疏干庄力，尤其增开新矿床（如侯庄等）对矿床疏千是有利
的，形成矿区联合疏干而减少单矿床的疏干量。

                                                                      表4

供 水 水 源 地 取水量（米“／日） 供 水 水 源 地 取水量（米3／日）

大武水源地

胜利油田水源地

四宝山水源地

50 00 0 0 泉群溢出总量

湖田煤矿

3 5 0 0 0 0

7 0 0 0 0 1 5 0 0 0

3 0 0 0 0 - 5 0 0 0 0

、 但由于侯庄的开发，尤其向深部中段疏干时，四宝山水源地无疑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报
废，必须考虑补偿的措施。

    而大武等山前水源地的开发，无疑对淄河冲洪积扇地下水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5、从坑道调查结果看闪长岩含水微弱，又没有大的构造裂隙，故突水威胁不大。而顶
板灰岩有较发育的节理裂隙并不同程度地发育着岩溶，义是主要含水层，在坑道掘进中尤其
遇到较大的构造裂隙会造成突水，所以加强坑道调查，动态观测，注意小构造的研究对预防
突水（尤其接触破碎带）是十分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