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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了解威宁县格目底矿区新寨井田水文地质特征及评价该区煤炭资源的开发地

质条件 ,详细分析了该井田地下水类型及分布与富集规律 ,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地表水的动态

变化规律 ,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及化学成分等 。研究认为该区以构造与风化裂隙为主 ,属于顶

板直接进来水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裂隙充水矿床 ,有利于煤炭开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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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寨井田位于威宁县城南东约 40 km处 ,行政

区划属威宁县新发乡管辖。井田位于格目底向斜

南西翼北西段 ,总体为一单斜层 ,其西段处于向斜

的扬起端 ,因此 ,地层产状有一定的变化 ,井田内断

层较发育。井田范围内发育地层由老至新为:峨嵋

山玄武岩(P3β)、宣威组(P3X)、飞仙关组(T1f)、永

宁镇组(T1yn)和第四系表土覆盖 。主采煤层有 6

层 ,分别为:M1, M3, M4, M9, M13, M18。

1　地下水类型及分布与富集规律

矿区发育的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和

碳酸盐岩类岩溶水 。松散岩类孔隙水仅零星分布

于低洼地带 。

1.1　基岩裂隙水

井田内基岩裂隙水主要贮存于飞仙关组和宣

威组中 。峨眉山玄武岩因岩性致密 , 故含水贫乏 ,

属相对隔水层。

(1)飞仙关组含水岩组

岩性紫红 、黄绿 、灰绿色薄至中厚层砂质泥岩 、杂

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及泥质粉砂岩 ,夹灰绿色薄至中

厚层粉砂岩及细砂岩 ,厚约 180m。分布于井田中部 ,

出露面积 4.798km
2
。这是井田出露面积最大的含水

层 ,野外调查泉水点 12个 ,最大流量 1.831L/s,最小

0.080 L/s,平均 0.235L/s。邻区同层含水层单位涌

水量 q为 7.41×10
-4
～ 0.68L/(s· m),参透系数值

K为 3.49×10
-4
～ 0.0457 m/d。根据区域水文地质

资料分析认为富水性为中等。

(2)上统宣威组含水岩组

岩性为浅灰(局部绿灰)至深灰色细砂岩 、粉砂

岩 、粉砂质泥岩 、泥岩 、粘土岩夹煤层组成的韵律

层 ,含全区可采煤层 M13, M18,大部可采煤层 M1,

M9及局 部可 采煤 层 M3, M4。厚 209.85 ～

439.54m。分布于井田中部 ,出露面积 2.591 km
2
。

上统宣威组是矿井充水主要含水层 ,野外调查泉水

点 14个 ,最大流量 0.454L/s,最小 0.080 L/s,平均

0.114L/s。根据格目底煤矿区玉舍 、啊嘎 、大河 、马

场 、米箩 、滥坝等井田 32层次抽水试验资料 ,其单位

涌水量 q为 2.203 ×10
-5
～ 0.061 L/(s· m),渗透

系数 K值为 3×10
-5
～ 0.0235 m/d。

(3)峨眉山玄武岩组隔水层

岩性为深灰至暗绿色玄武岩 ,具气孔状 、杏仁
状构造。分布于井田南西部 ,出露面积 5.589 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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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含水层仅在地表风化地段含少量风化裂隙水 ,
泉水流量多小于 0.10 L/s,深部基本上不含水 。据
大河 、马场 、米萝井田钻孔抽水结果 ,单位涌水量 q

为 4.1×10
-5
～ 4.8×10

-4
L/(s· m),属火成岩类

裂隙水 ,富水性弱 ,为相对隔水层。
1.2　碳酸盐岩类岩溶水

矿区发育的碳酸盐岩类岩溶水为下三叠统永

宁镇组 。岩性以浅灰色至灰黄色薄至中厚层石灰

岩 、泥灰岩为主 ,上部为粉砂质泥岩 、泥岩及细砂岩
等 ,厚度大于 200 m。分布于矿区东北部地区 ,出露
面积 1.383 km

2
。野外调查泉水点 6个 ,最大流量

6.98 L/s,最小 0.039 L/s,平均 2.171 L/s。地下径
流模数 9.419 L/(s· km

2
),含纯碳酸盐岩类暗河溶

洞水 ,富水性强 。

2　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地下水的埋藏类型分有包气带水 、潜水和承压

水 3种。包气带水因其发育于包气带内 ,水量贫乏 ,

无大的水文地质意义 ,对矿井开采也没有威胁。井

田位于格木底向斜北西翼 ,岩层为一单斜构造 ,按

此种构造条件应发育有承压水 ,但由于峨眉山玄武

岩组及飞仙关组地层多形成陡坡且强烈切割 ,最大

相对高差近 1000 m,使该向斜岩层中的地下水变为

无压水。因此矿区地下水的埋藏类型为潜水 。

地下水的埋藏深度一般是随地形变化而变化

的。地势高 ,地下水的埋藏深 ,反之则浅。表 1为钻

孔静止水位统计。

表 1　钻孔动 、静止水位观测结果

极值

动水位观测 静止水位观测　　　　　　　　
　 　　　　　　　　

变化高度 /m 观测率 /% 延续时间 /h 稳定时间 /h 水位深度 /m 标高 /m

最大 12.45 103 12.5 8.0 48.62 2139.484

最小 2.10 87 8.0 4.0 4.00 1397.910

平均 7.14 97 10.8 5.4 24.38 1845.96

　　由表 1可以看出 ,孔内动水位的变化幅度在

2.10 ～ 12.45 m之间 ,平均 7.90m;其观测率 87%

～ 103%,平均 97%。终孔静止水位观测延续时间

8.0 ～ 12.5 h,稳定均在 4.0h以上 ,完全满足规范

要求 。

3　地表水的动态变化规律

地表地下水在接受大气降雨的补给后 ,地下水

通过微细裂隙向地表渗流是新寨井田地下水(裂隙

水)向地表排泄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不像暗河 、

溶洞及泉眼那样明显且容易观测 ,而是以肉眼很难

观察到的渗流形式排出 ,无数个渗流点汇集形成溪

沟。因此 ,选择了地表溪沟 8处进行了动态观测。

表 2为地表水动态观测结果。由表 2可以看出地表

水流量 、水温的动态是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丰水

期降雨增大 ,流量也增大;枯水期降雨减少 ,其流量

也随之变小 。地下水的水温动态要比流量动态稳

定得多 ,动态变化的幅度也比流量小。

表 2　地表水动态观测结果

项目 极值 1 2 3 4 5 6 7 8

流量

/(L· s-1)

最大 485.58 3.95 36.61 49.38 69.71 82.77 8.86 112.48

最小 45.14 0.17 0.61 0.45 1.24 2.16 0.22 4.32

平均 126.29 1.26 9.79 7.26 13.53 20.15 3.08 35.71

极值比 11 23 60 110 56 38 40 26

水温

/℃

最大 20 21 20 20 21 20 20 20

最小 7 6 6 6 6 6 6 7

平均 13 13 13 13 13 12 12 13

极值比 3 4 3 3 4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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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及化学成分

矿区地下水一般无色 、无味 、透明清澈 、无肉眼

可见物。地下水分为 HCO3 -Ca· Mg型水和

HCO3· SO4 -Ca· Mg型水这 2种水质类型 。

4.1　HCO3 -Ca· Mg型水

发育于永宁镇组碳酸盐岩类岩溶水含水层中 。

阳离 子 主要 为 Ca
2+
, 质量 浓 度为 13.86 ～

40.32 mg/L,平均 28.20 mg/L;其次是 Mg
2 +
,质量

浓度为 6.12 ～ 16.62 mg/L,平均 9.87 mg/L;K
+
,

Na
+
含量很少。

阴离子主要为 HCO3
-
, 质量浓度为 112.88 ～

207.46mg/L,平均 168.30 mg/L;其次为 SO4
2 -
,质

量浓度为 15.23 ～ 42.81 mg/L,平均 22.71 mg/L。

Cl
-
含量很少。

地下水的 pH值为 7.47 ～ 7.96,平均 7.68;总硬

度为 56.35 ～ 146.690 mg/L,平均 100.26mg/L,属

HCO3 -Ca· Mg型低矿化中性软水。表 3为 HCO3

-Ca· Mg型水水质分析结果。

　　　　　　　　　　　　　　　　表 3　HCO3 -Ca· Mg型水水质分析结果 mg/L

编号 pH值 总硬度 K+ Na+ Ca2+ Mg2+ Cl- SO4
2- HCO3

-

2 7.96 121.88 1.02 3.57 34.02 13.22 5.00 15.64 207.46

3 7.85 81.53 0.80 1.67 25.20 6.40 4.00 15.23 152.54

4 7.55 84.16 1.69 2.74 26.50 6.12 8.00 23.05 155.59

5 7.78 56.35 0.84 2.36 13.86 7.98 6.00 20.58 112.88

7 7.47 110.73 0.85 3.45 34.02 8.90 5.00 18.93 183.05

8 7.49 146.90 1.02 2.08 40.32 16.62 4.00 42.81 198.30

最大 7.96 146.90 1.69 3.57 40.32 16.62 8.00 42.81 207.46

最小 7.47 56.35 0.80 1.67 13.86 6.12 4.00 15.23 112.88

平均 7.68 100.26 1.04 2.65 28.97 9.87 6.40 22.71 168.30

4.2　HCO3·SO4 -Ca· Mg型水

主要发育于宣威组基岩裂隙含水层中。表 4为

HCO3· SO4 -Ca· Mg型水水质分析结果。由表 4

可以看出阳离子主要为 Ca
2+
,质量浓度 18.90 ～

32.76 mg/L,平均 25.83 mg/L;其次是 Mg
2 +
,质量

浓度为 5.11 ～ 13.78 mg/L,平均 9.45mg/L;K
+
,

Na
+
含量很少。阴离子中 , HCO3

-
质量浓度为 79.32

～ 118.98 mg/L,平均 99.15 mg/L;SO4
2-
质量浓度

为 37.04 ～ 46.92mg/L,平均 38.83mg/L。 Cl
-
含量

很少。地下水的 pH值为 7.77 ～ 8.12,平均 7.95;总

硬度 61.94 ～ 120.07mg/L,平均 91.00mg/L。也属

HCO3·SO4 -Ca·Mg型低矿化中性软水 。

　　　　　　　　　　　　　表 4　HCO3· SO4 -Ca· Mg型水水质分析结果 mg/L

编号 pH值 总硬度 K+ Na+ Ca2+ Mg2+ Cl- SO4
2- HCO3

-

1 8.12 120.07 0.80 3.59 32.76 13.78 5.00 46.92 118.98

8 7.77 61.94 0.99 2.14 18.90 5.11 6.00 37.04 79.32

平均 7.95 91.01 0.90 2.87 25.83 9.45 5.50 41.98 99.15

5　结　　语

矿区发育的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和

碳酸盐岩类岩溶水 。其中基岩裂隙水主要贮存于

飞仙关组和宣威组中 ,峨眉山玄武岩属相对隔水

层;碳酸盐岩类岩溶水为下三叠统永宁镇组含纯碳

酸盐岩类暗河溶洞水 ,富水性强。矿区地下水的埋

藏类型为潜水。矿区地下水的水温随季节变化而

变化 ,但水温动态要比流量动态稳定得多 , 动态变

化的幅度也比流量小。矿区地下水分为 2种水质类

型:HCO3 -Ca· Mg型水和 HCO3 · SO4 -Ca· Mg

型水 。总体而言 ,该矿床水文地质勘探类型为:以

构造与风化裂隙为主 、顶板直接进水 、水文地质条

件简单的裂隙充水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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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thehydrogeololgycharacteristicsandcoaldevelopmentsituationinXinzhaiminefieldofWeining

Gemudicoalmine.Throughanalyzingthedetailedanalysisonthegroundwatertype, groundwaterdistributionand

enrichmentrule, burialconditionofgroundwater, dynamicchangesofgroundwater, physicalpropertiesandchemical
composition, gettheconclusionthatthispaperhasanewunderstandingofthehydrogeologicalcharacteristicsin

Xinzhaiminefield, WeiningGemudicoalmine, providingreferenceforthefurther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of

coalresourcesinthearea.

Keywords:Xinzhaiminefield;hydrogeology;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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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materialsunitconsumptionmanagementinDatuncoalpreparationplant

ZHANGXin

(DatunCoalPreparationPlant, ChinaNationalCoalGroupCorp., Peixian221611, China)

Abstract:It'suneasytocombinedeclarationbudgetofmaterialconsumptionwithmaterialsunitconsumptionindex,

andit'salsohardtocontrolandmonitordeclarationoftheabovetwo.Inordertoresolvetheseproblemsexistedin

materialsunitconsumptionmanagementinDatuncoalpreparationplant, provideactiveserverpage(ASP)technol-

ogy, establishcomputernetworkmanagementplatformofB/Sstructuretomanagematerialdeclaration.Theresults

showthismanagementcanensuretheefficiencyofmaterialunitconsumptioncontrolandimproveeconomicbene-

fits.

Keywords:coalpreparation;materialunitconsumption;ASP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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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fcoalminingundervillagesbasedongroutingfillingtechnology

ZHENGFu-tao

(HeilongjiangProvinceLandandResourcesSurveyandPlanningInstitute, Heilongjiang158105, China)

Abstract:TheamountofcoalundervillagecomprisesmostofcoalunderbuildingsinChina.Inordertodevelopand

utilizecoalresourceeffectivelyandreducethelossamount, improvetherecoveryrateofcoalresources, providethe

practicalandfeasiblecoalminingtechnologythroughstudyingthesurfacemovementbasicrule, exploitationofover-

burdenrockfailuremechanism, miningdamageandevaluation.theindustrialtestsshowthattheuseofgroutingand

technologyhasmadegreattechnicalandeconomicbenefits, itisanworthysubjectforfurtherresearch.

Keywords:coalunderbuilding;resourcerecovery;grouting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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