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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gulations�on�Water�Prevention�and�Control�in�Coal�Mine”�(2009)�clearly�stipulate�that�coal�mines�need�to�evaluate�the�hydro�
geological�conditions�of�the�mine�every�three�years.�Nowadays,�China’s�coal�mine�production�is�gradually�developing�in�the�direction�
�I�GHHS�DQG�F�PSOH[��7KH�H[�VW�QJ�V�UYH��GDWD�VK���WKDW�WKH�F�PSOH[�JH�O�J�FDO�F�QG�W��QV�DQG�K�GU�O�J�FDO�F�QG�W��QV�IDFHG�E��F�DO�
mine�production�are�more�and�more�dif�cult�to�predict,�so�it�is�urgent�to�further�clarify�the�guiding�methods�and�evaluation�standards.�
Based�on�this,�the�paper��rst�expounds�the�new�problems�faced�by�the�classi�cation�of�mine�hydrogeological�types�under�complex�con�
ditions,�and�then�discusses�the�evaluation�and�classi�cation�of�mine�hydrogeological�conditions�in�detail�with�a�case,�in�order�to�provide�
YDO�DEOH�UHIHUHQFH�I�U�WKH�PDM�U�W���I�SUDFW�W��QHUV��

�H�ZRUGV
F�DO�P�QH�SU�G�FW��Q��K�GU�JH�O�J���W�SH�G�Y�V��Q��HYDO�DW��Q�FU�WHU�D�

浅谈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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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煤矿防治水规定》（����年）中明确规定，煤矿需要每间隔三年评价一次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现如今，中国煤矿生产逐步
朝着深、复杂的方向不断发展，现有的勘察资料表明，如今煤矿生产面对的复杂地质条件、水文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预测，
亟需进一步明确指导性方法、评价标准。基于此，论文首先阐述了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面对的新问题，然后结
合案例，对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与类型划分进行了详尽论述，以期为广大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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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是保证煤矿安全生产

的主要依据，是防治水安全的重要基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

起，中国就在逐步探寻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方法，直至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构建起了完善的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体系。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煤炭开发重点地域开始转移，

而此前的重点开采地区，因表层的煤炭资源已经充分开采，煤

矿开采朝着深、复杂的方向逐步发展 [�]。同时，正在逐步开发

的西部矿区，却存在较为突出的涌水风险危害。虽然在《煤矿

防治水规定》（����年）施行后，中国各地煤矿水文地质情

况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摸查”，但是从整体层面上来看，随

着煤矿生产的逐步推进，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不足、水量数

据利用程度不足、评价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也随之暴露。因此，

当下需要进一步对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方法进行

梳理，以为煤矿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参考借鉴。

2�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面对的新

问题

现如今，对矿井水文地质的划分主要参考《矿区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因煤

矿开采会对水文地质条件造成影响，所以现如今各地的煤矿

水文地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且出现了此前未出现的新问题。

2.1�第四类充水水源

水文地质条件勘察中所面对的水体主要为地下水、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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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下水主要为碎屑岩类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可溶

性岩类岩溶水，经过数十年的大规模开采，各地煤矿采空区

的面积越来越大，同时因早期煤矿行业监管不力，部分不规

范小煤矿的不规范开采，造就了一大批规模不明、位置不明

的煤矿，从而导致现如今的煤矿开采面对极其严重的“老空水”

情况 [�-�]。

煤矿开采遗留下的“采空区”，其本身联通了采空区上

部含水层，地下水、地表水本身的流动状态、赋存状态已经

不再是天然状态，一是煤矿含水空间不仅仅局限于煤层采空

区，同时还包括上覆的冒落裂隙带内所有岩组；二是含水介

质本身因煤矿开采发生变化，具备了裂隙、孔隙双重特征。

因此，煤矿开采目前必须考虑的第四类充水水源，其本质是

不同于碎屑岩类裂隙水、松散岩类孔隙水、可溶性岩类岩溶

水的新型水介质，其分布以“块状”呈现，且水体的垂直向

上厚度较为突出，导水性、富水性也相对明显 [�]。

2.2�煤矿水文地质勘查对象的多样性

一是上覆薄层基岩，上覆薄层基岩本身是在冒落裂隙带

影响下形成了薄层岩体，在煤矿水文地质情况勘查的过程中，

需要同时勘查新生界松散岩孔隙、上覆基岩含水岩组，尤其

是在基岩露出地段或者裂隙发育地段，地表水可能会直接成

为地下水的充水水源，此类水文地质勘查情况较为复杂，目

前现行的勘察规范均没有详细的参考内容。

二是正常厚度上覆基岩，在煤矿采空区增加的情况下，

正常厚度上覆基岩的勘察需要根据区段来调整具体的勘察方

法，尤其是存在开采历史的区段，需要充分考虑“老空水”

的影响。

三是煤田下组煤，因为浅层煤矿已经开采，所以对下部

开采造成影响的不仅仅是下伏岩溶裂隙含水岩组，需要在勘

察的过程中同时考虑到老空水以及上层岩组 [�]。

3�煤矿水文地质条件评价与类型划分

某煤矿建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正

式投产，该煤矿始终采用立井、水平集中运输大巷、集中上

山与阶段石门的开拓方式和走向长壁采煤方法，煤矿地层的

含水层为砂岩裂隙承压含水层、奥陶系岩溶裂隙含水层 [�]。

煤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陷落柱突水事故，对煤矿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经过修复后，煤矿于九十年代恢复生产，随着

“煤矿水文地质规范”的颁布，该煤矿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为“极复杂型”，����年响应国家要求，对矿井的水文地

质类型进行初步评价，凸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矿

区不同开采水平的水文地质条件存在明显差异，无法实现全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统一评价；二是煤矿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投产，开采时间较长，煤矿的水文地质条件在开采过程中不

断演化，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变化难以评价；三是岩溶陷落柱

等特殊的地质问题无法实现有效评价。对此，需要基于现有

的方法，探寻符合该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方法。

3.1�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目标

以“合理评价、准确划分”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长期的、短期的、中期的煤矿水文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一是

要根据不同开采水平、不同盘区、不同阶段，制定差异化的

评价原则；二是要以“安全生产”为基础，围绕“十三五”

中要求，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煤矿水文地质灾害的防治提供指

导依据；三是要突出矿区的敏感区域、重点区域。

另外，详实的资料是进行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

因该煤矿的建成时间长、水文地质条件在长年开采下变化明

显，所以需要根据煤矿建成、投产的水文地质勘察报告作为

直接参考治疗，同时补充 ����年以后的煤矿水文地质勘察规

范，补充 ����年后的新建成工程 [�]。

3.2�水平盘区差异化评价

该煤矿地下水系统相对独立，难以用一个水平标准、

盘区标准对整个煤矿的水文地质情况进行评价，勉强统一标

准必然会导致水文地质条件类型的划分过于复杂，所以采用

“水平盘区差异化评价方法”。现如今，该煤矿生产水平分

为-���P、-���P、-���P、-���P。

-���P水平的煤矿开采已经全面收尾，因 -���P水平开

采工作开展较早，经过数十年的生产，-���P水平含水层已

经基本疏干，同时残余的涌水量也逐步稳定。

-���P水平大部分回采完毕，对该水平的评价分类以

南翼一石门、南翼一石门 ~ 四石门、南翼四石门以南为主。

南翼一石门主要体现出导水断裂、褶皱、构造发育，上世纪

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共发生 �次岩溶陷落柱断裂构造突水，

如今高区域仍旧有着 ��P�/P�Q的涌水量，经评价，将南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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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盘区分为“煤层底板受高压奥灰水复杂区”；南翼一石

门 ~四石门有小型断裂发育，各个区域之间的水力不存在直

接联系，同时水位已经降至 -���P，评价为“以煤层顶板砂

岩裂隙含水为主区域”；南翼四石门以南，有发育的大型、

中型断裂，且地表褶皱明显，地下水系统独立，评价为“砂

岩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区域”[�]。

-���P水平区域进入回采阶段，各个水层的补给连续

性不显著，且水循环、岩溶发育均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检

测，-���P水平总涌水量仅为“�.�P�/P�Q”，评价为“裂隙

薄层灰岩含水层充水为主区域”。

-���P水平已经完成了斜石门建设、泵房建设、水仓建

设，测试用水量仅为 �.��P�/P�Q，充水以“煤底板岩巷充水”

为主要构成部分。-���P、-���P水平的预测结果相对简单，

基于 -���P、-���P的突水资料对-���P、-���P水平进行

评价，预测-���P、-���P水平涌水量，可为未来的采掘工

作奠定基础。

3.3�特殊条件评价

在该煤矿中火成岩岩脉发育、陷落柱是影响生产最为主

要的问题，经过勘察，该煤矿共有 ��个陷落柱，主要分布在

煤矿北翼的井口向斜附近，在陷落柱附近的区域，存在严重

程度不均等的高水位异常情况。由此，将煤矿北翼的井口向

斜作为评价的敏感区、重点区，集中评价煤矿北翼的井口向

斜陷落柱的发育特征、突水预测、防治情况、生产影响。火

成岩岩脉本身对于水文地质条件有着一定的影响，火成岩岩

脉本身对地下水的走向有着阻碍作用，且让整个岩溶系统独

立为了不同的子系统，通过综合分析北翼的井口向斜陷落柱，

判断未来的采掘对于陷落柱的扰动程度会逐步减小，北翼的

井口向斜陷落柱或不会成为最为主要的水害威胁因素。

4�结语

综上所述，复杂条件下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应该充分

考虑到煤矿的勘探现状、采掘现状、采掘历史等技术性报告，

尤其是针对已经投产较长时间且条件相对复杂的矿井，需要采

取分盘区、分水平的评价方法，秉承“安全生产”的基础性原

则，重点揭示目前煤矿的敏感区、重点区。文章上述案例中，

分盘区、分水平、划重点的评价方式，能够突出煤矿目前存在

的差异化水文地质情况，对于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划分有着极

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内容在具体的计算方法方面有所欠缺，

还望广大从业者能够根据当前的规范以及矿区的实际情况，探

寻水害威胁发展的计算模型，以为煤矿安全采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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