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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村煤矿十采区水文地质条件与突水危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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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曹村煤矿十采区综合研究分析，认为I<B砂岩、第四系空隙含水层是2。煤开采时的

主要充水含水层；十采区下组煤主要受到顶板埯灰岩含水层和底板奥灰水突水的影响；通过对

奥灰水突水危险性的定量计算，并对突水危险性进行分区，在I区突水危险性较小，应重点加强

对Ⅱ、Ⅲ区探测和监测工作，对局部富水地段进行注浆加固，以增加隔水底板的有效厚度和强

度，达到防治突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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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村煤矿位于临汾盆地北部霍州矿区，赤峪

断层东侧上升盘，矿区总体为走向NW，倾向NE的

挠折式单斜构造。含煤地层为石炭纪太原组和二

叠系山西组，共含煤15层，其中山西组2。煤和太

原组9。、10。、11。煤层(下组煤)为本区主采煤层。

随着矿井开采范围的扩大，矿井水文地质条件日

趋复杂，特别是矿井下组煤开采面临底板奥灰岩

溶水的严重威胁。

1矿井水文地质特征

矿井水文地质特征主要受到霍山断层和赤峪

断层构造的控制，自上而下主要有四个含水岩组：

第四系冲洪积层孔隙含水岩组；二叠系风化裂隙、

砂岩裂隙含水岩组；石炭系层间岩溶裂隙含水岩

组；奥陶系岩溶裂隙含水岩组。其中瞄、K等砂

岩含水层，富水性相对较强，对2’煤层开采有较

大影响；下组煤上部存在K2、K3、K灰岩，底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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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02厚层灰岩含水层，02灰岩水静水位标高约

+520lIl，开采煤层承压达3．5MPa。

1．1矿井主要充水水源

通过对矿井主要充水水源和含水层的分析研

究，查明l<8砂岩含水层、富水性相对较强，是2。煤

直接充水含水层；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层和第四系

孔隙含水层是2’煤间接充水含水层。K2灰岩含

水层是下组煤的直接充水含水层，奥灰为下组煤

的间接充水含水层。其中以奥灰水对采煤威胁最

大，是防治水工作的重点研究对象[1。4】。

1．2矿井主要充水途径

对矿井主要充水途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顶

板冒落裂隙通道和奥灰水通过断裂带及底板突破

通道为矿井主要的充水途径。

1．3矿井涌水量预算

在研究中，对十采区开采2’煤、lO。煤和11。

煤的矿井正常涌水量、最大涌水量进行预算。开

采2。煤正常涌水量为120．36m3／h，最大涌水量为

144．43m3／h；开采10’煤正常涌水量为217．55

矗／h，最大涌水量为258．100／h；开采n#煤正常

涌水量为217．55甜，h，最大涌水量为258．10矗／h，

奥灰水突水量一般为445．87甜，h。

根据含水层埋深、岩溶发育程度、富水性、水

质、地下水位动态及水动力条件，将奥灰水文地质

条件分为3个区：I区：奥陶系岩溶水强富水区，q

>1L／s·m；Ⅱ区：奥陶系岩溶水中等富水区，q=0．1

～lⅣs·m；Ⅲ区：奥陶系岩溶水弱富水区，q<O．1

Us·m。

2矿井突水危险性分析

2．1顶板危险性评价分析

采空区顶板岩体破坏在剖面上可以分为“三

带”，即第1带为冒落带；第Ⅱ带为裂隙带；第Ⅲ为

整体移动带。 。

十采区2’煤层老顶磁砂岩含水层平均厚度

5．24m，下距2。煤层平均4．46m，通过计算开采2。

煤顶板冒裂带高度为43．07m，因此形成l<8砂岩含

水层通过顶板冒裂带对2。煤层的连续补给，成为

2。煤层的直接充水水源。

下组煤(9。、lO。、11’煤层)顶板为l('灰岩含

水层，下组煤顶板冒裂带高度为49．69m，形成K2

灰岩为下组煤直接充水含水层，含水层通过顶板

冒裂带的连续补给。开采11 4煤层顶板冒裂带高

度为27．6m。与其上lO。煤层间距为9．08m，显然

10。煤层采空区在ll’煤层顶板冒落断裂带高度

范围内，因此ll’煤回采中必须对10。煤采空区积

水采取防治水措施。

2．2底板危险性评价分析

在采矿过程中，由于煤层底板或断层应力场

发生了变化，承压水的入侵高度沿断层带或破断

的底板向上发展产生递进导升现象，以致造成突

水。因此，突水过程具有岩体应力、渗透性变化、

水压升高、涌水量增大等一系列前兆乜J。

依据“下三带理论”煤层底板在开采的影响

下，受到矿压及岩溶水的共同作用，自上而分为三

个带：即矿压扰动破坏带、有效隔水带和潜越导升

带[33(如图1)。为了确定“下三带”的厚度，进行了

矿压扰动破坏带深度和潜越导水带的注水试验，

根据注水试验资料分析计算，并参考以往经验确

定矿压扰动破坏带深度为14m，潜越导水带高度为

om，合计为14m。因此，11’煤、10。煤底板有效隔

水层平均厚度分别是6．99m和23．53m。

图1煤层底板矿压扰动破坏带和潜越导水带结构模式图

底板危险性分析选择有效隔水层突水系数

法、多层叠加抗压强度比值系数法、安全水压比值

法三种评价方法对奥灰突水危险性进行了定量计

算，通过相互验证，各种方法的评价结果基本一

致，即十采区+250m水平下组煤开采标高在+

460m一+170m范围内，按开采煤层的位置(标高)

不同分属于突水威胁性中等、突水威胁性较大和

突水威胁性大三个等级，开采11。煤底板突水系数

均大于O．10ll删m。可见，11。煤必须采取有效的
防治水措施才能进行安全开采。有效隔水层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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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法的评价成果(见表l、图2)。

表1突水威胁性分区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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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l#煤底板奥灰突水危险性分区图

Fig．2 Risk zonation of Ordovician 1imestone

water inrush froⅢ1 l#coal floor．

3结束语

根据对本区充水含水层的分析研究，认为K

灰岩、第四系砂岩空隙含水层和第四系基岩风化

带是2。煤开采时的主要充水含水层；对于十采区

开采下组煤主要受到顶板K2含水层和底板奥灰

突水的影响，其中K2含水层的水量较小以疏干的

方式即可解除对开采下组煤的影响。对于奥灰水

由涌水量预测可知奥灰单点突水量为445．87m3／

h，而进行疏水降压排水量则高达l 432．86—

1 610．630／h。根据突水危险性分区，在I区突水

危险性较小，应重点加强对Ⅱ、Ⅲ区探测和监测工

作，应重点加强对奥灰顶部灰岩裂隙发育程度和

富水性探测工作，对局部富水地段进行注浆加固，

以增加隔水底板的有效厚度和强度，达到防治突

水和减少疏降排水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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