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OW 乙魂RB ON W ORL D 20 ]甲夕3 能源
#

地矿

贵州水城发耳煤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评估及环境防治工程分析
钱 挺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 贵阳 55 00 0 1)

=摘 要 >随着人们对矿产资源需求量的不断扩大 矿产资源的开采规模在不断扩大
"

但是在矿产资源开采的过程中 矿山的开采对于整个地

区的地质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会对矿山地质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
"

本文主要阐述了贵州水城发耳煤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及环境防治

工程措施
"

=关键词 >煤矿 犷山 环境 影响 评估 :防治

[中图分类号 ]T D 1 6 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 0 9 5
一 2 0 6 6 ( 2 0 14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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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就 目前来看
,

我 国矿山 生 态环境是 比较恶 化的
,

对环境 的

破坏是十分严重 的
,

矿山 的 开采很容易会造成地表的 滑坡
!

塌

陷以及植物破坏等地址 问题
,

给 国 家以及人们 的 生 活和 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严 重 的影 响
"

因 而 必 须加 强矿 山 的环 境整 治 工

作
,

做好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及环境防 治 工程研 究
"

1 矿山概况
发耳 井田地 处贵 州省 六盘 水市水城县 南部 的鸡 场

!

都格

和发耳 乡境 内
,

是发 耳片区规划 的一个大 型 井 田
"

贵州发耳 煤

业有限公 司发 耳矿 井 (以 下 简称
/

发 耳煤矿
0

)共 有资源 储 量

16 97 06 万 t , 设计可采储量 20 23 5 万 t ,

矿 井设计生 产能 力 3 00

万 叮a ,

服务年 限 4 7乡年
"

矿 山 2 00 4 年建井
,

2 0 09 年正式 达

产
"

发 耳井 田 (探矿权 范 围 )长 (最 大 ) 12人m
,

南 北 宽 (最 大 )

11 5 km
,

面 积约 92 km
2 ,

规划矿井规模 6 00 万 以a "

如 图 1 为矿

山地面 总布 置图
"

滑坡
,

现状地质 灾 害较发育 ; 地质灾 害处 于基本稳 定至欠稳定

状态
,

发 生 地质 灾 害的可能性较大
"

2
.

1
.

2 含 水层影响现状评估

矿 山 自 2 004 年 建矿至今
,

目前 西 南部一采 区大部
,

三采

区
,

五采 区局部地 区形 成采空 区
,

采空 面 积 1 6 2 km
2 ,

目前 最低

开采标高约 94 0m
,

该 区地 下水位埋 深 28
一

73 m
,

造成地 下 水位

下 降约 8 0
~ 2 00m

,

致使该 区域 内龙 潭组
!

飞 仙关组基岩裂 隙含

水层呈半疏干状 态
"

Gi已O多NO山已V口多Oi昧刹摧出q

2 贵州水城发耳煤矿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2

.

1 现状评估
2

.

1
.

1 矿山地 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经实地调查表 明
,

矿 山 开采 区 未发现 崩塌
!

泥 石 流
!

地 面

塌 陷
!

地裂缝及地面 沉降等地质 灾 害
"

但是矿 山 目前存在 两 处

2
.

1
.

3 矿 山开采对水质影响现状评估

目前矿 山污 水进行 治理后排放
,

未造成水质恶化
,

矿 山开

采对地 下含水层危害程度 高
"

2
.

1
.

4 矿 山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评估

地 面建设 项 目挖损
!

占压 土地
!

植被资源
,

歼 石 的 堆放造

成了局部 的地形 地貌景观破坏
"

此外
,

矿 山现状地质灾 害也造

成地形 地貌景观的破坏
"

2
.

1
.

5 矿 山土地
!

植被影响现状评估

矿 山 目前破坏土地位置主要有主工业场 地
!

辅助工业场

地
!

排歼场
!

场外公路用 地和供水工程用 地
"

发耳煤矿 目前共

破 坏土地为 55
.

1 39 h4 耐
,

其 中破 坏耕地 面积 大 于 Zh m Z ,

评估 区

土地破坏程度严重
"

2
.

2 预测评估
2 2

.

1 矿 山建设遭受
!

引发
!

加剧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评估

( )l 采矿 生产 引发
!

加剧地质 灾 害危险性的预测

¹ 安全深度 的 确 定

井下 采煤需要的 安全开采深度
,

按地 面二级保护经验公

式进行估算
"

公式为
:

H =
M X k

式 中
: H

) 安全 开采深度 ;

k

) 安全 系数
.

按 11 类矿 山 11 级保护级别 确 定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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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5 0 ;

M

)
为开采 多层煤 的综合作用 厚度 (m )

"

经计 算
,

发耳煤矿 开采煤层 综合作 用厚度 为 M =
13 54 m

,

H = M x k
= 1 3 5 4 x 1 5 0

= 2 0 3 1 0m
,

即发 耳 煤矿 安 全 开采 深度 为

2 0 3 1 0m
"

º 移动盆地移动角参数 的确 定

经计算上山 方 向 移动角和走 向方 向移动 角为 65
" ,

下 山 方

向 移动 角 东部为 5 7
" ,

北部
!

西 南端 为 5 0
" "

(2) 矿 山 开采加剧现有地质 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¹ 大寨滑坡

矿 山 开采加剧滑坡滑塌 的 可能性 大
"

对 酒店子
!

大 寨
!

河

湾村一 带居 民和矿 井进场公路
!

辅助 区工业场 地
!

电厂取水管

线及 开采 主平洞 的危 害性大
,

危 害程度严重
"

º 尹 家寨滑坡

目前雨 后常有滑塌
"

由 于该 区煤层埋深较浅
,

在矿 山 开采

引动影 响 作用 下诱发并加剧地表 产生 滑坡
!

滑塌 的 可能性 大
,

对营包一 带居 民和新建发耳 电厂 的 危害性 大
,

危害程度 高
"

( 3) 井下 开采 活动 引发地质 灾害的预测评估

当地 下 开采形 成采 空 区后
,

在 井田及 开采 影响 范 围 内引

发滑坡
!

崩塌
!

地 面塌 陷
!

地裂缝等地质 灾 害危 害的 可能性 大
"

预测发耳 煤矿可能发 生的 地质灾 害分布见 图 3
"

钊引
!
#

沟d

图例
区亘]

匡三

评估区范 旧匝口
矿区 "匡习 0

地

压垂习
村 ,

匪 ] /
及编号

巨二 / 及编号

图 3 预测矿山可能发生地质灾害分布图

2
.

2 2 含水层影响预 测评估

( )l 矿 山 开采对地 下各含水层影响预测评估

评估 区范 围 内至上而 下分布 下三叠统永宁镇组 (T yl n) 岩

溶裂隙含 水层
!

下 三叠统 飞仙 关组 (T
l

)f 基岩裂 隙含水层
!

二叠

系上统龙 潭组 P( )sl 含水层和 上二叠统峨 眉 山玄 武岩 组 P(
3

团

基岩裂隙含 水层
"

矿 山 开采将导致主要含水层破坏
,

并产生 导水通道
,

矿 井

开采将 导致评估 区主要含 水层 水位 大 幅 下 降
,

地表 水体 漏 失

严重
"

矿山 导水裂隙带高度 内不 同含 水层将贯通
,

矿 山 开采将

导致水体 漏 失
,

影响 矿 山村 寨供 水
,

导致评估 区生 产
!

生 活供

水 困难
"

(2) 矿 山 开采导致地下 水水位下 降计 算

随着煤矿在 井下 开采过程 中
,

将形 成大 面 积采空 区
,

将会

使地下 潜水位 下 降
"

矿 山一 井开采将 导致龙 潭组地层地 下 水

位 下 降 1 1 6 2 4一 1 3 9 4 0m
,

危 害矿 山 西 南部 苏家寨
!

沙坝
!

陈 家

寨
!

罗家寨
!

冯 家寨等村寨生 产 生活 用 水
"

二 井开采则将导致

地下 水下 降 171 53 m
"

二 井开采将危 害湾河 以 北 地 区村 寨 生

活农业用 水
"

( 3) 矿 山开采对含水层水质影 响预测评估

井 田开发中可能对地 下水造成 污 染的主要是 生产
!

生 活

污废 水 的任意排放
,

矿 山 污 水含有 55
!
B O D

S !

C O D
!

氨 氮和石

油 类等 污 染物
,

矿 山 污 水的排放将 污 染地表 水体
,

地表水体在

对地 下水进行补给 时将 污 染地 下含水层
,

造成矿 山地 下含水

层 水质 恶化的 可能性大
"

2
一

2 3 矿 山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评估

矿 山开采过程 中产 生 的工业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采煤过程

中产生 的煤歼石
,

年 产生量约 71 6 4 万 t " 集中堆放在歼石 场
"

废 弃物 的继 续堆放会 占用 更 多的土地
,

对植被减 少有一定影

响
"

随着堆放量的 增大
,

堆放歼石 沟谷 可能全 部被填埋
,

在 沟

谷 内形 成不 稳定边坡
"

改 变原有地貌景观
"

此外
,

矿 山开采对

地形 地貌景观的破坏还表现在矿 山开采 引发和加剧地质 灾 害

造成 的 山体损毁
,

植被破坏和岩 石 裸露等
"

矿 山 开采造成地形

地貌景观破坏的 可能性 大
,

对原 生 的地形 地貌景观影响 和破

坏程度严重
"

2
一

2斗 矿 山土地资源 占用和破坏

对 于井工开采煤矿 区来说
,

破坏土地 包括地 下开采 引起

的塌 陷土地
!

临 时排歼 场压 占的 土地
!

表土堆放压 占和矿 山工

业 广 场 建设 占 用 的 土 地
"

根据 分 析发现 矿 山 开 采将 造 成

17 19
.

18 h时 的 土地破坏
,

其 中重度破坏 土地面 积 59 9 97 hm
2 ,

重度破坏 耕地面 积 4 4住 4 h7 m 2 ,

矿 山开采对土地 资源 的破坏程

度严 重
"

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措施
3

.

1 崩塌
!

滑坡防治

矿山 开采过程 中
,

要对采 动引发 崩塌
!

滑坡易发 区段进行

监测
,

若崩 塌
!

滑坡 处于 荒 山荒 沟中
,

对 于人类 生 产生 活 没有

影响 的 可不 进行 治 理
,

但对 于影 响 矿 区 内居 民 地
!

道路
!

堵塞

河道 的
,

必 须尽早发现并及时 治理
"

不 稳定斜坡的 防治
:

可在 上部清除部分岩 土体
,

降低 临 空

面 高度
,

减 小斜坡坡度和上部荷 载
,

提 高斜坡稳 定性
,

从 而 降

低危岩 (土 )体 的危险程度
,

或施 工护 面墙
,

以提 高岩 (土 )体 的

完整性
"

同时加强 (岩 )土体形 变 监测
,

主要通过 地面 观察
!

形

变测 量等手段监测位移
!

裂缝 变形
"

建立汛期 巡查制度
"

滑坡 的 防 治
:

¹ 首先应消除或减 轻水对坡体 的 影响
,

在滑

坡体 可能发展边界 sm 以 外的稳 定地段设置环形 截 水 沟
,

以

拦截和 旁引滑坡体范 围外的 地表水
!

地 下 水 ; º 在滑坡 附近修

筑 树枝状排水 系统
,

排除 滑坡体 内的 地表 水
!

地 下 水 ; » 设置

支档结 构 (抗滑档墙
!

抗滑桩 )以 支档 滑体 或把滑体锚 固在稳

定地层之上 ; ¼ 清理 已经滑下 来的 滑坡 堆积 物
"

3
.

2 含水层破坏防治

矿业活 动过程 中
,

对含水层的保护主要措施在矿 山巷道

开采 阶段
,

巷 道
!

钻孔等在不 同地层 中穿过 时造成各含水层相

互贯通
"
目前矿 区 大部分村庄居 民 生 活 用水均为旱井

,

或远距

离拉 水
"

矿业 活动对 区 内大部分村 民饮水方式不 会改 变
,

但 随

着该 煤矿 全面 开采后
,

存在村庄 变 迁 的可 能性
,

对 搬迁村庄
,

煤矿 应 负责解决 其 用 水问 题
,

可通过打深 井 (取岩 溶水 )及村

Gi已O多NO山已V口多Oi昧刹摧出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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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某高陡
!

高阶
!

薄煤层地区煤层气钻探的启示
任伦祥 床 洁 (四川省能投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 6 10 0 5 1)

=摘 要 ]通过对南方某高陡
!

高阶
!

薄煤层地区煤层气地质特征的分析及钻探实践 提出了该区煤层气钻探中要注意的问题
,

为该地区今后煤

层气钻探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高陡 高阶 薄煤层 媒层气钻探

[中图分类号 ]F 4 7 1 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 0 9 5
一 2 0 6 6 ( 2 0 14 ) 0 5

一 0 1 19一 0 2

1 概 述 ¼ 嘉陵 江组二段 (Tlj
Z

)
:

深灰 色薄
一
中层状微晶灰岩洽泥

1
.

1 构造简况 质微晶灰岩
!

含 白 云质泥灰岩
!

钙质 泥岩
"

具竹 叶状
!

蚕豆状并

二 二
! 1_ 二 1_ ; , ,

!

"
! 1_ ! ! ! ! ! " 二 " ! 二

! ! ! 夯 ! 二 , 声 二 夹 生物碎屑灰岩
,

缝合线发育该 区地 处扬子 准地 台姿 山 关坳 陷褶 皱带南部东段
"

矿 区
少! 一

0 刁 门 z 曰
~ 术

.

~
口 从 ~

月 "

主体构造为一 向斜
.

两 翼不 对称
.

轴面 向 北 西 倾斜
.

地层倾 角 ½ 嘉陵 江组一段 (Tlj
-
)
:

深灰 色薄层状 灰岩 夹 角砾状灰

北 陡 南缓
.

北 西 翼一般倾 角为 45
~ 6 50

.

南东翼为 25
~ 350 地层 岩

,

薄层状泥灰岩
,

具水平层理
,

底部灰岩 具假鲡状 结构
"

具竹

倾角大
,

在构造转折端
,

地层发 生 直立甚至倒转
"

在如 此大倾 叶状
#

蚕豆状构造
,

富含 瓣鳃类
!

腹足类化石
"

一
( 3) 三叠系下统飞 仙关组分为二段

¹ 飞 仙关组二段 (T
l

均
:

根据岩 性分为上
!

下 两部分
,

上部

为紫红
!

黄绿
!

灰绿 色粉砂质泥 岩
!

泥质粉砂 岩
!

粉砂岩 夹薄层

状泥 岩
!

数 层生 物碎屑灰岩及透 镜状
!

条带状灰 岩 ; 下 部为 紫

红
!

紫灰 色薄
一
中厚层状粉砂 岩

!

泥质粉砂 岩 夹钙 质泥 岩及条

带状
!

透镜状灰岩
"

º 飞仙 关组一段 (T田 )
: 岩 性 为深灰

!

灰
!

灰 绿 色中
一
厚层

状泥灰岩 夹 生物碎屑灰岩
!

钙质泥 岩及灰岩
"

顶部 为中
一
厚层

状鲡状灰岩
!

含 泥质鲡状灰岩 ; 底部 为灰绿
!

黑 色泥 岩及钙质

泥 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 4) 二叠 系上统 长兴组 (P
3 c
)
: 岩 性 为深灰

!

黑 灰 色厚层状

生 物碎屑灰岩
,

下 部夹 黑 色泥岩
!

炭质 泥 岩 薄层
,

底部为 生物

碎屑灰岩 与 黑 色泥 岩 不 等厚互层
"

( 5) 二叠 系上统龙 潭组 (P
3

1)
: 由灰 白

!

灰
!

黑 色薄
一
中厚层

状细 砂岩
!

粉砂 岩
!

泥 岩
!

粘 土 岩
!

炭质 泥 岩
!

煤层 和硫铁矿等

Gi已O多NO山已V口多Oi昧刹摧出q

庄连片供 水的 方 法解决
"

在 引水解决村 民饮水问题 的 同 时
,

要

对矿 坑排 水进行 处理
,

达到饮用 水标 准后也 可解决 工业 广场

及部分村 民 的 生 活用 水 问题
"

3
.

3 土地
!

植被景观恢复

该煤矿恢复 土地 的 治理技 术办 法是恢 复土地类 型
,

提 高

土地使 用 率
,

增加植被覆 盖率
"

矿 山开采结束后
,

对 塌 陷坑进

行回 填
!

覆土
!

恢复植被 ; 对歼 石 场进行清理
,

恢复植被
"

最 终

恢复 已破坏
!

占用 土地的使 用价值
"

为 了恢复植被景观
,

需要进行林地植被规划作业
"

主要为

大 面 积枯死林木 的补种
,

及绿化矿 山植树
"

在植被景观恢复措

施 中
,

各项 技术指标应 满 足有关规定
,

同 时还应 考虑 必要 的 水

土保持和土壤改良等生 态恢复配套措施
"

树种选择
,

当地要对

恢复后 的土地 实施土壤改 良
,

选择适合矿 区气候
!

土壤条件 的

作物优化结 构
,

提 高恢复土地的 利 用 价值
"

矿山 绿化 应根据 当

地的 实际情况
,

选择适 宜的 树种进行 多树种混栽
"

对破坏林地

进行恢复
,

宜选择原林地树种
"

3
.

4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未来煤矿 的 生 产将主要引发采 空塌 陷及伴 生地 裂缝地 质

灾 害
,

从而 对水环境
!

土地 资源和 地质地貌 景观等产 生 影响
,

因而
,

矿 山 环境监测 包括地质 灾 害监测
!

水环境
!

土地资 源与

地质地貌景观 的监测
"

监测 工作由 负责并组织 实施
,

并成 立专

职机构
,

加强对本 方 案实施 的 组织 管理和行政 管理
,

并接受当

地矿 产资源管理部 门 的监督管理
"

4 结 语

矿 区地 质 灾 害大 多是 由 于 采用 不 科学的 采矿 方 法造成

的
"
只有合理有效地利 用 资源

!

保 护矿 山 环境
,

积极地用 科学

的 方 法和手段来防 止和避免矿 山地质 灾 害的发 生
,

最终 实现

矿 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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