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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井及井田概况

第一节 矿井及井田基本情况

一、煤矿开发情况

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原为宝清县双城煤矿，隶属于双鸭山市司

法局劳教所大理石总厂。2003 年 10 月 23 日企业改制后为双鸭山市双城煤

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城煤矿）。1993 年 5月建井，1997 年 7 月投产，

原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3 万吨/年，1999 年矿井经过资源整合，矿井设计

生产能力 6万吨/年，2005 年 5月，矿井经过技术改造，设计生产能力 15

万吨/年，2006 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11万吨/年。2008 年 9 月矿井进行 21万

吨/年改扩建工程建设。2013 年 9 月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对我矿矿井改

扩建安全设施“三同时”及条件专项验收合格，10月通过黑龙江省煤炭生

产安全管理局矿井改扩建主体工程竣工验收，核定生产能力为 21万吨/年。

现有职工 387 人。现为 30 万吨/年改扩矿井。

二、矿井开拓方式、生产水平及主要开采煤层

双城煤矿为股份制企业，证照齐全，均在有效期内。斜井片盘开拓方

式，走向长壁后退式采煤方法，采用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煤种为气煤.

焦煤，属于瓦斯矿井。

第二节 位置、交通

一、位置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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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煤矿位于宝清县小城子镇境内，矿区行政区划属双鸭山市宝清县

小城子镇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 131°59′45″～132°01′52″，北纬

46°11′36″～46°13′08″，矿区距宝清县城 23公里，G229 国道宝清

县至七台河市的高等级公路在矿区的南部通过，矿区公路与 G229 国道相连

交通便利。

二、边界及四邻关系

本井田走向长 800～1100 米，倾斜长 2000 米，井田边界北起煤层露头，

矿区面积为 2.1179 平方公里，与本矿相邻的矿井东侧 F3断层以北有宝清县

兴达煤矿（开采 9、10 号煤层，已于 2007 年关闭）、宝清县飞达煤矿（开

采 7、8号煤层，已于 2002 年关闭）宝清县成龙煤矿（开采 9 号煤层，已

双城煤矿交通位置图

双城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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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关闭），东侧 F3断层以南与宝清县利鑫煤矿相邻（5、7、8、9、

10）号煤层，目前该矿正在审批单井改扩建 30万吨/年工程）。西侧是宝

清县广城煤矿（开采 9、10 号煤层，已于 2011 年 4 月后关闭），扩大区内

无关闭矿井。

表 2-1-1 矿区范围各煤层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国家坐标系）

煤层号
坐标

拐点 X Y 拐点 X Y

6

1 5118655.59 44500078.49 4 5118516.81 44500803.40
2 5118849.81 44500442.40 5 5118265.81 44500444.40
3 5118553.81 44500802.40

6号煤层开采标高：从 140m至 25m

7

1 5118457.59 44499368.49 6 5117983.81 44501107.40
2 5119187.81 44500227.40 7 5117744.48 44501362.05
3 5118849.81 44500442.40 8 5116940.06 44500863.15
4 5118553.81 44500802.40 9 5117488.18 44499969.53
5 5118259.81 44500813.40 10 5117770.81 44500141.40

7号煤层开采标高从+140m至-436m。

7 下

1 5117488.16 44499969.53 7 5118259.81 44500813.40
2 5117770.81 44500141.40 8 5117753.74 44501352.72
3 5117824.60 44500193.54 9 5117543.34 44499969.53
4 5117715.30 44500380.28 10 5117745.89 44500968.22
5 5117715.30 44500579.71 11 5117461.43 44500596.00
6 5118362.32 44500810.18 12 5117249.04 44500359.65

7 下号煤层开采标高：由+20m至-436m。

8

1 5118686.18 44499637.37 9 5117474.30 44499992.07
2 5119187.81 44500227.40 10 5117622.99 44500251.91
3 5118849.81 44500442.40 11 5117770.81 44500141.40
4 5118553.81 44500802.40 12 5117951.81 44500456.40
5 5118259.81 44500813.40 13 5117974.00 44500480.02
6 5117983.81 44501107.40 14 5118088.66 44500405.65
7 5117756.64 44501349.07 15 5118114.02 44500348.38
8 5116945.68 44500852.29 16 5118298.24 44500229.02

8号煤层开采标高从+120m至-436m。

9

1 5118457.59 44499368.49 6 5117983.81 44501107.40
2 5119187.81 44500227.40 7 5117768.42 44501336.92
3 5118849.81 44500442.40 8 5116957.86 44500834.45
4 5118553.81 44500802.40 9 5117488.16 444999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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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号
坐标

拐点 X Y 拐点 X Y
5 5118259.81 44500813.40 10 5117770.81 44500141.40

9号煤层开采标高：由+120m至-436m。

10

1 5118457.59 44499368.49 6 5117983.81 44501107.40
2 5119187.81 44500227.40 7 5117767.23 44501337.84
3 5118849.81 44500442.40 8 5116996.55 44500770.71
4 5118553.81 44500802.40 9 5117488.16 44499969.53
5 5118259.81 44500813.40 10 5117770.81 44500141.40

10号煤层开采标高：由+120m至-436m。

井工范围 A 块

拐点号 X Y 拐点号 X Y

1 5118740.87 44499701.69 3 5119073.18 44499829.80

2 5118881.94 44499606.04 4 5118946.67 44499943.77

标高从+164m至+140m

井工范围 B 块

拐点号 X Y 拐点号 X Y

1 5117757.54 44500050.44 3 5117785.15 44500124.66

2 5117811.72 44500094.76 4 5117730.97 44500080.34

标高从+142m至+140m

第三节 地形地貌

双城煤矿处位于三江平原边缘地带，地势平坦，但在平坦的地表上，

有岗阜状小丘及碟型微洼地,总体为东南低、西北高。海拔标高为+115～

+185 米，在井田外东侧有一条季节性小河，最大流量 50立方米/时，冬季

断流。在矿井南侧 3.5 公里有宝石河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河床标高+110 米。

本矿地区历年来最高洪水位：+112.10 米；主斜井井口标高：+163.60 米；

副斜井井口标高：+154.50 米；配风井井口标高：+154.10 米;立风井标高：

+142.0 米；井田内井口门都处于最高洪水线之上，不受洪水威胁，矿井工

业场地周围挖排水沟，防止雨季洪水进入井下。本矿井周围地质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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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条件。

第四节 气象、水文

一、气象

矿区属于寒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冬夏温差大，根据宝清县气象局资

料，历年来夏季最高温度+32.20℃，冬季最低温度-33℃，年平均气温3.0℃，

无霜期 110 天，每年的 10月下旬开始封冻，到翌年 4 月中、下旬解冻，封

冻期长达 6个月，冻土层最大深度 2.0 米，一般在 1.8 米左右，无永冻层，

每年 7-9 月为雨季，年降雨量最大年份 827 毫米，最小年份 324 毫米，平

均 575 毫米。风力一般在 1～2 级，春秋季风力较大，达到 5 级。

二、水文

宝清县内共有大小河流 28条，宝清县河流属于乌苏里江水系。井田南

部距矿井 3.5 公里有一个季节性河流—宝石河。河床标高+110 米。河床宽

度 10～30 米，平均流量 7.82 立方米/秒，年径流量 2.47 亿立方米，发源

于锅盔山，全长 68公里，在宝清县万金山乡方盛村附近注入挠力河。县内

最大河流—挠力河，干流长 609 公里，流域面积 22343.1 平方公里。

井田范围内地面无河流、无泉水、湖泊等水体。边界东侧有一季节河

流过。

第五节 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该地区地震烈度小于 6°，属于地震稳

定区，过去无强烈地震记载。双鸭山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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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g。

第六节 矿井排水设施能力现状

双城煤矿井下排水系统为二段排水，一段（中央水泵房）设在-120m

标高，水仓（甲、乙）容积为 2300m3，水泵房安装二台型号为 MD155-67×

6型水泵（一台工作、一台备用）MD85-67×6型水泵（一台检修），沿副

井铺设两趟Φ133mm 无缝钢管至地面；二段水泵房设在-430m 标高车场子附

近，甲、乙水仓容积为 1700m3，水泵型号为 MD85-67×5型 3 台（一台工作、

一台备用、一台检修）。沿回风上山铺设两趟Φ133mm 无缝钢管至一段

（-120m）水仓。

目前正常涌水量 30立方米/小时，最大涌水量 50立方米/小时，井下最大排

水能力为 170 立方米/小时；双城煤矿的排水设施具有抗灾能力和满足疏水降

压的要求。

第二章 以往地质和水文地质工作评述

第一节 地质勘探工作

1956 年由一一 0勘探队负责宝清县勘查找矿 1/10 万地质调查填图项

目，曾在该地区做过地质调查填图工作。

1958年由合江地区佳木斯第三地质大队对宝清县进行1/5万地质调查

工作，曾提交《宝清县的 1/5 万地质调查报告》。

1960年由一一0勘探队施工宝清县梨树沟地区普查找煤勘探项目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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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子地区做过一些地质工作，于 1960 年提交《宝清县梨树沟勘探区普查

勘探地质报告》。

1970 年以来，一一 0 勘探队曾在宝清地区做过两次大面积 1/5 万地质

填图工作，对小城子区含煤情况有初步认识。

1985 年以来，全国各地掀起大办小煤矿浪潮，在宝清县办成产煤大县

的思想指导下，从宝清煤矿（梨树沟区）～小城子之间，勘探项目提到议

事日程，于 1992 年由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第二勘探队在小城子乡西

部小井开采范围进行地质勘探工作，期间，1991 年洪水过后，相继建设了

小煤矿。

1993 由黑龙江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再次对小城子地区进行勘查工作，

此次施工了 3 钻孔，加上 1992 年施工的两个钻孔，累计工程量 1537 米。

于 1994 年 2 月提交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小城子地区小煤矿勘探地质报告》。

本次勘查查清了小城子地区含煤岩系地层层序，含煤性；查明了区内构造

形态及主要构造。

2009 年～2011 年双城煤矿对该区进行勘探，并做钻孔抽水试验及大量

水文地质工作。

第二节 矿井建设、开拓、采掘、延伸、改扩建

时期的水文地质补充勘探、补充报告情况

1992 年双城煤矿在其范围内的浅部施工钻探工程，然后沿 10 层露头

建井试掘，以后随生产需要边掘边揭露边勘探，直至 2003、2004 年企业自

筹资金，开始对其深部进行开发勘探，由双鸭山矿务局地质队施工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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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02，04—01 钻孔。其中 03-01,02 号钻孔位于公路以北，勘探的

煤层厚度比较理想，04-1 号孔在公路以南的界外，施工 650 米，未见厚度

在 0.6 米以上开采层。

为了更好的开发公路以南的深部各煤层，提供准确的地质资料，2006

年 3月，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对双城煤矿公路以南进行二维地震勘探，

在该区进行了 6 条地震测线的生产工作，取得野外第一手资料，4、5 月该

资料在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探研究院数据处理中心进行了处理，6 月提交

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双城煤矿二维地震勘探报告》，本次取得的地质成

果为：控制了 6、8、10 号煤层的赋存深度、起伏形态：主体形态均为单斜

构造，煤层倾角变化较大，在测区的西南部煤层倾角比较平缓，倾角在 10°

左右，在测区的北部煤层倾角较大，倾角在 45°左右，其余地段煤层倾角

在 30°左右，各煤层埋深总趋势为西北部较浅，东南部较深；解释出断层

5 条，其中正断层 4 条，逆断层 1 条，评出可靠断层 2 条，绞可靠断层 1

条，控制程度较差断层 2条。未对水文地质方面进行阐述。

2007-2010 年，双城煤矿委托龙煤双鸭山煤田地质勘探队对公路以南

的深部各煤层进行钻孔勘探；打设了 2007—01，2007—02，2007—03，2003

—1；2004—1；2010—01，2010—02，2011—1,2011-2 等地质钻孔，提供

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小城子勘探区双城煤矿生产补充勘探报告》，其中详

细叙述地质构造及地质储量情况，水文地质方面未做专题阐述。

经过多次地质勘探，基本查清了小城子地区（双城煤矿区域）含煤岩

系的地层层序、含煤性。基本查明了可采煤层层数、层位、厚度、结构及

可采范围，可采煤层的煤质特征、工艺性能及煤种。可做为矿井设计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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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本矿区及周边现有生产小煤矿实际揭露，煤层厚度、煤层结构、

煤层对比、煤质、水文地质、构造等均证实《黑龙江省宝清县小城子地区

小煤矿勘探地质报告》所确定煤层厚度及发育、结构、煤质、构造等基本

正确，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第三节 以往勘探工作存在的问题

以往地质勘探钻孔只是做简易水文观测，没有进行抽放水试验，直到

2011 年双大煤炭开发公司在进行勘探时，在小城子矿区曾进行水文地质勘

探，打了两个水文钻孔，并做了抽水试验，提供了一些数据，正式报告尚

未批复。本水文地质类型报告采用了提供的相关数据。

第四节 生产期间水文地质工作

2003 年至 2011 年企业自筹资金，请双鸭山市地质勘探队施工 11个生

产补充勘探钻孔，完成工程量 5200 米左右，全部为有芯钻孔。此次勘探只

对钻孔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涌、漏水现象进行了观测和记录，未进行专门的

水文地质勘探。

矿井已经成立了防治水组织机构，配备了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防治

水专业队伍和探放水设备；加强了地质资料收集，对巷道开拓，采区上下

山，石门进行了地质记录。为保证安全生产，在掘进工程中打超前探放水

眼，完成了钻探工程 3200 余米，资金 30多万元；按照《煤矿防治水规定》

建立防治水五种必备图纸和十五种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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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井田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第一节 地层

一、区域地层

本区地层自下而上简述如下：

1、泥盆系上统老秃顶山组（D3L）

本组地层出露于本区北部山地，据区域资料，本组地层以灰绿色安山

岩、安山质英安质含角砾凝灰岩、角砾岩为主，还有一层凝灰岩、凝灰质

粉砂岩。向上逐渐过渡为灰紫色英安岩、流纹岩及流纹岩夹少量灰黑色中

基性熔岩。厚约 800m。

2、侏罗系上统龙爪沟群侏山组（J3Z）

本组是本区含煤地层，从小城子—夹信子普查区 1993 年工作情况来

看，本组地层厚约 750 余 m，以灰白色及浅灰色粗、中细粒砂岩、灰色粉

砂岩、深灰色泥岩及煤层为主，其次为薄煤层凝灰岩、安山质角砾岩、杂

色砾岩等。从含煤情况来看可分为上、下两个含煤段，11号煤层以上为上

含煤段厚约 400 m，含煤 10 余层，其中可采及局部可采煤层 7 层。中部约

250 m 为无煤段，下部约 100 m 为下部含煤段，含煤 4 层，皆为薄煤层。

本组地层底部发育厚约 40余米砾岩，可能为底砾岩。

3、白垩系上统松木河组（K2S）

本组地层区域资料为上部为灰绿色流纹岩与黄绿色流纹质含角砾凝灰

岩互层，下部为黄绿色辉石安山岩，沉火山角砾岩、英安岩与英安质含角

砾凝灰岩互层。小城子—夹信子普查区 93—9号钻孔已实见其底部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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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厚约 1800m。与下部侏山组为假整合接触。

4、第四系（Q4）

本区为坡积、残积的粘土、亚粘土、碎石、砂等，厚约 2～40 m。

小城子地区的地层出露从上到下见表 3-1-1。

小城子地区地层出露表 表 3-1-1

界 系 统 组 代号 厚度

新生界 第四系 冲积层 Q4 2～40

中生界
白垩系 上统 松木河组 K2S 2-76

侏罗系 上统 侏山组 J3Z 750

古生界 泥盆系 上统 老秃顶山组 D3L 800

二、井田地层

该煤井含煤地层是侏罗系上统侏山组，地层厚度 750 余米，岩性以灰

白色及浅灰色粗、中、细砂岩及灰色粉砂岩、深灰色泥岩为主，夹有薄层

凝灰岩、安山角砾岩、杂色砾岩等。含煤 20余层，其中可采煤层 7层，依

据含煤特征划分为上、下两个含煤段。

1、上含煤段：从 11号煤层以上到松木河组底界，该段地层厚度 400

余米，含煤 10余层，其中含全区及局部发育的可采煤层 7层，该段是该地

区的主要含层段，可采煤层均赋存于此段内。

2、下含煤段：从 11号煤层以下到煤系基底泥盆系老秃顶山组之间的

含煤段，总厚度约 350 余米，其上部 250 米为无煤带，下部 100 米地层中

含煤 4～5 层，均不可采。

三、 煤层

本矿区主要含煤地层为侏罗系上统侏山组含煤段，含煤 10余层，其中

10号煤层为中厚煤层，余者皆为薄煤层。可采煤层及局部可采集中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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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煤层至 10 号煤层之间，本段地层含煤系数为 2.10%。

本区经批准开采的煤层为 6、7、8、9、10 号煤层共 5 个，现分述如下：

6 号煤层：双城矿区内均不可采，井巷揭露仅 0.50 米，2003—1 钻孔

煤层厚度 0.40 米，2010—02 钻孔揭露为 0.40 米炭页岩；

7 号煤层：单一煤层发育，煤层厚度 1.30～1.85 米，平均 1.57 米。

顶底板岩性均为粉砂岩，距 6 号煤层 13.5 米；

8 号煤层：单一煤层发育，煤层厚度 0.70～0.85 米，平均 0.77 米。

顶底板岩性均为粉砂岩与细砂岩互层，距 7 号煤层 20 米；

9 号煤层：单一煤层发育，煤层厚度 1.06～1.70 米，平均 1.30 米。

伪顶岩性为粉砂质泥岩，厚度 0.30 米；顶板为黑～灰白色粉砂岩互层，厚

度 18.1 米;直接底板为凝灰岩，厚度 0.3～0.5 米，底板灰白色细砂岩，距

8号煤层 17 米；

10 号煤层：复杂煤层，含一层 0.1 米厚夹矸；煤层厚度 1.52～2.1 米，

平均 1.94 米。伪顶为粉砂质泥岩，厚度 0.50 米；顶板为灰白色粉细砂岩

互层，厚度 17.5 米;直接底板为厚度 0.65 米的凝灰岩，底板灰白色粉砂岩，

距 9号煤层 20 米。可采煤层特征见表 3-1-2。

煤层

编号

厚 度

（m）

间 距

(m)

顶 板

岩 石

底 板

岩 石
结 构

7
1.30～1.85

1.57

20.00

粉砂岩 粉砂岩 单一煤层

8
0.70～0.85

0.77

粉砂岩与细砂

岩互层

粉砂岩与细

砂岩互层
单一煤层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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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种属气煤类，可做一般工业用煤及民用煤，并可做炼焦配煤用。

第二节 构造

一、区域地质构造

在中国大地构造体系划分归属于：

Ⅰ级构造单元：内蒙—兴安海西地槽褶皱带；

Ⅱ级构造单元：吉黑海西褶皱系；

Ⅲ级构造单元：太平岭褶皱系；

Ⅳ级构造单元：宝清凹陷。

小城子河矿区从属于宝清凹陷单元中的一个小型拗陷盆地。呈单斜构

造，向东南倾斜，地层倾角 10°～40°。

二、井田构造

本井田地质构造比较简单，呈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 10°～35°

的单斜构造；在本区北部见有 F3 正断层，走向北西，倾向南东，倾角 70°

左右，落差为 16～20 米；除此在开采 9、10 号煤层时，见数条落差 0.5～

1.5 米的走向北西，倾向南西，延展规模不大的正断层。总体上看，F3断层

对煤层连续性影响不大，且其下部煤层走向、倾向发生变化，F4断层经二

副井巷探实际揭露，落差为 40～45 米，本区内断层特征见表 3-2-1。

9
1.06～1.70

1.30
粉砂岩 细砂岩 单一煤层

20.00

10
1.52～2.10

1.81
粉细砂岩互层 粉砂岩

复杂煤层，含一

层 0.1m 厚夹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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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特征表

表 3-2-1 断层一览表

序

号

断层

编号

性

质

产状 落差 （m） 存在依据及控

制情况

与相邻断层

交叉关系

延 展

情 况

查明情

况走向 倾向 倾角 最大 最小

1 F1 正 118 208° 56 14 0
主井下山、一副

井左三、四片巷

道，控制较可靠

西北向东南逐渐

尖灭，可靠
640 查明

2 F2 正 56 146° 83° 7.6

一副井二段下

山、9层右八上

山，十层左八巷

道实见

西北方向，相交于

F5相交，可靠
540 查明

3 F3 正 32° 122° 66° 35 17
-120前石门、

10层左 11片巷

道实见

可靠 880 查明

4 F4 正 112° 202° 58° 7 0

副主井 7层右

三、四片，左六

片巷道实见控

制较可靠可靠

于 7层 40标高巷

道尖灭，可靠
500 查明

5 F5 正 101° 191° 66° 10 7

主斜井 7层右

七、八片，左十

片、左十一片巷

道实见控制较

可靠可靠

东南与F03相交尖

灭，可靠
940 查明

6 F6 正 113° 209° 55° 24.8

7层-20、-50、
-120巷道实见

控制较可靠可

靠

东南与 F03相交，

可靠
470 查明

7 F7 正 92° 182° 63° 12 0

7层左二片、左

三片巷道实见

控制较可靠可

靠

东南延续 400m后

尖灭，可靠
400 查明

8 F8 正 113° 203° 70° 11

7层右二片、三

片石门、回风下

山-360标高-巷
道实见，控制可

靠

810 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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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岩浆岩

该矿井内岩浆岩活动很弱，在左右邻近矿井及本矿井中均未发现有岩

浆岩侵入到煤层或煤系地层中。

第四节 水文地质条件

为进一步做好防治水工作，本矿专业技术人员对矿区内地面水文地质

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全矿井田面积 2.1179 平方公里，将所有水文地质资

料进行整理，现将地面水文地质条件叙述如下。

一、井田地形地势

该矿井位于三江平原边缘地带，地势平坦，总体为东南低、西北高。海

拔标高为+115～+185 米。

矿区内历史最高洪水位标高为+112.10 米，立风井井口标高为+137.08

米。井田区域内标高高出最高洪水位标高，不受洪水威胁。

二、地下水

原地质报告提供的水文地质资料说明，该区水文地质条件较为简单。煤系地

层的风化裂隙带充水是矿井的主要含水层,表层为 3.80-10.0m 厚腐植土和亚粘

土，下部岩性主要为细砂、粗砂和砾石，由山前到河床含水层厚度逐渐增大。据

钻孔资料，含水层厚度 33.7m，水位埋深 2.65m，地下水类型为承压水，富水性

强，钻孔单位涌水量 0.58/s·m，渗透系数 6.257m/d，水化学类型 HCO3–Ca-Na，

矿化度 0.222g/l，水温 6～7°，水化学类型 HCO3 -Cl-Na，矿化度 0.133g/l，

在垂直方向上，下部砾石层的富水性和导水性明显强于上部细砂层，呈明显的分

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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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水主要靠大气降水作为补给来源，地表下有 5～10 米厚的粘土层。

对地表水有止水作用。井田内也无明显导水构造，在本区北部见有 F3 正断

层，走向北西，倾向南东，倾角 70°左右，落差为 16～20 米；开采 9、10

号煤层时，见数条落差 0.5～1.5 米的走向北西，倾向南西，延展规模不大

的正断层。以往掘进遇到断层时，涌水量变化较小，对开采基本无影响。

矿井无水害威胁，并且尚未发现突水现象。以往采掘工作面所遇勘探钻孔

封堵质量尚可，到钻孔处涌水量短期略有增加，一会便正常，没有发生过

危险涌水。

三、井田内地面积水情况

井田内地面无河流、无积水区、无承压水、无泉水；地面无塌陷坑，

无废弃小煤矿，无老塘积水。边界东侧有一季节河流。宝清至七台河 308

省道北侧，遇有瀑雨、连雨天短时间略有积水，该处距井下垂深 200 多米，

表土层有一层 5～10 米厚粘土、亚粘土层，起到一定的隔水作用，对井下

采掘施工无影响，无隐患，积水短期内可以疏干。

四、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本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地下水动态受大气降水控制，

呈季节性变化，盆地基底古生界地层的富水性弱，地下水补给能力不强。

丘陵地区地形平缓，大气降水滞留时间较长，在第四系覆盖较薄和基岩裸

露处，降水直接渗入补给地下水。

从地下水长期动态观测资料得知；本矿布设长期水文观测点，每年 11

月份枯水期开始，对沟谷排泄量大于补给量，致使观测显示水位下降较快，

七、八月份水位上升快、水位高，九月份随着大气降水的减少，开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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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二、三月份，地表冰雪解冻前地下水位低。本详查矿地下水的动态

变化特征和大气降水变化规律基本相吻合。

2018-2022 年月平均降水量统计 单位：毫米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平均 7.76 7.35 17.1 34..7 57.8 79.6 118.6 91.0 41.7 26.1 13.5 13.4 508.7

注：本数据来源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气象局

综上所述，本矿为裂隙含水层为主的矿床，主要煤层均位于当地侵蚀

基准面以下，地形以丘陵为主，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富

水性弱，虽然本矿东北部零星发育富水性中等的条带状含水层，但非本矿

主要含水层；附近无常年地表水体，地下水补给条件差，第四系覆盖较少，

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所以水文地质类型为二类一型。随着采深、采空面积

增加涌水量将会增加，地表水体、及采空区积水不会对矿井安全产生威胁。

井田边界及其水力性质

与本矿相邻的矿井东侧 F3断层以北有（1）宝清县兴达煤矿（9、10 号

煤层、2007 年关闭）10 号煤层煤厚 2.0 米，兴达煤矿 2002 年施工 10 号层

右二十四片（标高 24.50 米）时，进入我矿暗井左一片，我矿在巷道的密

闭底部留有泄水孔，用于放出采空区水；兴达煤矿的 10号层深部标高为

24.50 米；兴达煤矿 9号煤层煤厚 1.20 米，深部标高为 53.20 米，我矿通

过对相邻的涌水量观测点观测，未发现有积水涌入我矿，因此兴达煤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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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区内无积水。（2）宝清县成龙煤矿深部标高为 68.87 米，成龙煤矿开采

的 9号煤层距兴达煤矿的 10号煤层的层间距 18-20 米，成龙煤矿采空区水

通过导水裂隙带渗入建城煤矿，建城煤矿与兴达煤矿 10号煤层相透，推断

成龙煤矿无积水。（3）宝清县飞达煤矿（7、8 号煤层、2002 年关闭），

飞达煤矿 7号煤层右五片巷道（标高 72.64 米）进入我矿右五片，我矿采

后巷道密闭底部留有泄水孔，用于放出采空区积水，现在飞达煤矿 7 层采

空区无积水；飞达煤矿 8号煤层与兴达煤矿 9号煤层层间距 17米，飞达煤

矿 8号煤层采空区积水通过导水裂隙带渗入兴达煤矿 9 号煤层，兴达煤矿

10号煤层与我矿 10号煤层相透，推断飞达煤矿 8号煤层无积水。（4）建

成煤矿开采 10号煤层，标高 43.44 米与兴达 10 号煤层相透，建成煤矿标

高 43.44 米以下积水量为 27350 立方米。（5）东侧 F3断层以南与双鸭山市

利鑫矿业有限公司相邻（5、7、8、8 下、9、10 号煤层改扩建矿井）采空区

内无积水；（6）西侧是宝清县广城煤矿（9、10 号煤层、2011 年 4 月后关

闭），根据《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地面瞬变电磁勘探工程成果报告》

推断广城煤矿积水位上限标高为 60.10 米、下限标高为-14.23 米、积水量

为 52481 立方米。广城煤矿积水区距我矿立风井工业广场平面距离 170 米，

2021 年 6 月我矿委托龙煤双鸭山地质队，在立风井工业广场边界 1 号点外

50 米施工了检查孔，钻孔深度为 245 米未发现采矿区及涌水量增加现象，

因此安全无影响；目前周边矿井已关闭多年，关闭矿井的深部标高为-14.23

米，我矿的生产标高为-160 至-200 米，周边相邻的关闭矿井资料齐全准确，

老窑积水清楚。井田北部为煤层露头，无其它煤矿。井田的南部边界为原

始煤层，无其它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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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压地貌为山前坡地，其上被第四系含水层覆盖，岩性主要为表土层

4.2～7米厚腐植土和黄色亚粘土，中粗砂岩夹薄层粉砂岩，含水层厚度

29.3 米，水位埋深 35.55 米，富水性弱。

根据矿区内水井及工程钻孔涌水情况测算分析，每小时涌水量 20～25

立方米/小时。亚粘土明显起止水作用。

含水层

（一）、第四系砂砾石含水层

分布于河谷平原和山前坡地，是现代河流洪水堆积的冲积层，与下伏地层呈

不整合接触。表层为 3.80-6.00m 厚腐植土和亚粘土，下部岩性主要为细砂、粗

砂和砾石，由山前到河床含水层厚度逐渐增大。据钻孔资料，含水层厚度 33.7m，

水位埋深 2.65m，富水性中等，钻孔单位涌水量 0.58/s·m，渗透系数 6.257m/d，

水化学类型 HCO3–Ca-Na，矿化度 0.222g/l，水温 6～7°，水化学类型 HCO3

-Cl-Na，矿化度 0.133g/l，在垂直方向上，下部砾石层的富水性和导水性明显

强于上部细砂层，呈明显的分带性。

（二）、白垩系地层孔隙裂隙含水层

为煤层直接充水含水层，分布于全区，其上被第四系含水层覆盖，含水层以

裂隙水为主，孔隙水次之，局部与第四系含水层有水力联系，根据钻孔单位涌水

量、透水性、埋藏深度和水力性质，含水层划为三个富水区：

1、河谷平原亚区（Ⅱ1区 富水性中等）

分布于本区南北两侧，地貌为河谷平原，其上被第四系含水层覆盖，岩性主

要为凝灰质火山岩、火山角砾岩和玄武岩，含水层总厚度 109.30m，水位埋深

4.30m，地下水类型为承压水，钻孔单位涌水量 0.447lL/s·m，富水性中等，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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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系数 0.285m/d，水化学类型 HCO3–Ca-Na，矿化度 0.223g/l。

2、山前坡地亚区 (Ⅱ2区 富水性弱)

分布于本区西南部，地貌为山前坡地，其上被第四系含水层覆盖，岩性主

要为中粗砂岩，夹薄层粉细砂岩，含水层厚度 38.75m，水位埋深 11.70m，地下

水类型为承压水，富水性弱，钻孔单位涌水量 0.048lL/s·m，渗透系数 0.192m/d，

水化学类型 HCO3-Na–Ca，矿化度 0.187g/l。

3、丘陵台地亚区 (Ⅱ3区 富水性弱)

分布于本区中部，地貌为丘陵台地，其上被第四系含水层覆盖，岩性主要为

玄武岩，含水层厚度 29.30m，水位埋深 35.55m，地下水类型为潜水，富水性弱，

钻孔单位涌水量 0.045lL/s·m，渗透系数 0.172m/d，水化学类型 HCO3-Mg–Ca，

矿化度 0.243g/l。

隔水层

本区第四系以下煤系地层上部广泛分布泥岩，黑色，泥质胶结，厚层状，致

密，是较好的隔水层，其中下部含煤段（12、13、14、15、16）上部分布有巨厚

层泥岩，一般厚度 33.50 ～50.60m，最小厚度 4.18m，最大厚度 74.00m，上部

含煤段（1、2、3、7、8、9、10、）上部分布有厚层泥岩，一般厚度 3.90 ～14.80m，

有效隔断了第四系砂砾石含水层和白垩系孔隙裂隙含水层的水力联系。只有中部

含煤段即 11号煤层上部未分布泥岩，第四系砂砾石含水层可直接补给 11号煤层

上部白垩系孔隙裂隙含水层。隔水层的分布特点是中部丘陵区厚度大，河谷平原

区厚度较薄，山前坡地区部分地段泥岩缺失，第四系砂砾石含水层通过补给白垩

系孔隙裂隙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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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井充水因素分析、井田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

第一节 矿井充水因素分析

双城煤矿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小城子矿区，未来矿井充水因素与邻矿

生产矿井充水因素基本一致，矿井开采初期涌水量大，以静储水为主，矿

井开采后期涌水量以补给量为主，逐渐变小趋于稳定。

双城煤矿充水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白垩系孔隙裂隙含水层，以裂隙水为主，孔隙水

次之。粗粒砂岩含水层含水性较好。

2、充水水源为大气降水为主，雨季涌水量增大，反应滞后。

3、煤系地层及白垩系地层，直接充水层富水性弱-中等。

4、矿井充水通道，以裂隙孔隙为主的渗水性通道是矿井充水的主要途

径，由于断层破碎带及两盘岩层中的节理裂隙不发育，富水性和导水性较

弱，因此断裂带溃入性突水的可能性极小。煤层开采后，老顶周期来压产

生较大的冒落带和裂隙带，可能波及上部含水层，特别是第四系含水层为

矿井充水造成人为通道，另外钻孔封堵质量差，也可以成为含水层充水通

道。从而略有增大矿井涌水量。因此，大面积采空区内周期来压阶段和钻

孔封堵质量差，应列为防治水重点。

根据多年的生产实践观测，矿井排水能力能够满足排水需要，因此不会对

采掘活动产生影响。

第二节 矿井充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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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开采后，老顶周期来压产生较大的冒落带和裂隙带，可能波及上

部含水层，特别是第四系含水层为矿井充水造成人为通道，另外钻孔封堵

质量差，也可以成为含水层充水通道。从而略有增大矿井涌水量。因此，

大面积采空区内周期来压阶段和钻孔封堵质量差，应列为防治水重点。

煤矿初建时期一段时间涌水量比较大，最大时涌水量 50立方米/小时；

目前涌水量 30立方米/时。

第三节 井田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

双城煤矿原矿区范围与之相邻的关闭矿井有三处、生产矿井一处。

与本矿相邻的矿井东侧 F3断层以北有宝清县兴达煤矿（开采 9、10 号

煤层，已于 2007 年关闭）、宝清县飞达煤矿（开采 7、8 号煤层，已于 2002

年关闭），东侧 F3断层以南与宝清县利鑫煤矿相邻（7、8、9、10 号煤层，

目前该矿正在单井改扩建 30万吨/年审批阶段）。西侧是宝清县广城煤矿

（开采 9、10 号煤层，已于 2011 年 4月后关闭）。详见周边关闭小井情况

表

双城煤矿矿井范围内，无关闭矿井及河流、水塘、老窑，目前未发现

对双城煤矿有影响的积水区，与各矿井之间界线清楚，无联通现象，留有

规定的保安煤柱，图纸资料清楚可靠。

本井田范围内无其它矿井，本矿范围内采空区封闭时密闭留有反水

池，以便于放出采空区内积水。详见采空区情况一览表

本矿采空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形成时间 开采标高 空区斜面 采高（米） 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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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万平方米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

7 2005-至今 140 至-120 74.52 1.13 0.67 0.90 32 8 20

其他

情况

采空区内无积水，采空区内气体为甲烷和二氧化碳，以及极少量的一氧化碳，甲烷浓度在 0.28％，二氧化碳

浓度为 0.1％，采空区煤柱留设完整，无自燃发火情况。

8 2019-至今 -40 至-120 1.7 0.74 0.67 0.70 32 8 20

其他

情况

采空区内无积水，采空区内气体为甲烷和二氧化碳，以及极少量的一氧化碳，甲烷浓度在 0.28％，二氧化碳

浓度为 0.1％，采空区煤柱留设完整，无自燃发火情况。

9 2003 至今 161 至-120 93.55 1.37 1.16 1.26 32 8 20

其他

情况

采空区内无积水，采空区内气体为甲烷和二氧化碳，以及极少量的一氧化碳，甲烷浓度在 0.28％，二氧化碳

浓度为 0.1％，采空区煤柱留设完整，无自燃发火情况。

10 1998-至今 192 至-120 79.23 .2.1 1.93 2.015 32 8 20

其他

情况

采空区内无积水，采空区内气体为甲烷和二氧化碳，以及极少量的一氧化碳，甲烷浓度在 0.28％，二氧化碳

浓度为 0.1％，采空区煤柱留设完整，无自燃发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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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煤矿周边保留矿井情况

序号 小井名称 采矿证号 开采煤层 开采深度 积水情况 与本矿关系 矿井状态

1 利鑫矿业有限公司 5#.7#、8#、8 下#************************ 、

9#、10#

130 米至-428 米标高 无积水区 东部 生产

表 4-2-2 双城煤矿周边关闭小井情况

序号 小井名称 开采煤层 开采标高/m
生产标

高/m

关 闭

时 间
积水情况 与本矿关系 开采范围 是否与本矿联通

1 兴达煤矿 9#、10# +137.0 至 24.50 +24.50 2007.9 无积水

位于本矿区东浅

部区域，+24.50

与本矿相透。

1，44500312.835119071.38，

2，44500574.83，5119342.38，

3，44500893.83，5118660.38，

4，44500797.83，5118636.38，

5，44500420.83，5118914.38，

与双城煤矿联通

2 飞达煤矿 7#、8# 至 64.60 64.60 2002. 无积水

位于本矿区东

侧，7 号煤层右

五片巷道（标高

72.64 米）进入

我矿右五片。

1.44500318.15，5119092.86，

2.44500795.68，5119441.85，

3.44501057.33，5118901.87，

4.44500786.63，5118625.32，

联通

3 广城煤矿 9#、10# 175.0 至-26.0 -14.23 2011.4

积水清楚，积水

量在 52481m³，

积水标高 60.10

位于本矿区西

侧，与矿本区存

在 50m 煤柱

1，44498832.84，5117769.39，

2，44499426.84，5118372.39，

3，44500086.84，5117761.39，

不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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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4.23m 4，44499774.84，5117623.39，

4 建成煤矿 10# 24.75 24.75

积水清楚，积水

量在 27350m³，

积水标高 43.44

至 24.75m

位于本矿区东

侧，与矿本区存

在 70m 煤柱

1，44500342.84，5119544.397

2，44500876.84，5119839.39，

3，44501034.82，5119521.34，

4，44501229.50，5119438.64，

5，44501334.51，5119197.90 ，

6，44500886.48，5118519.23

与兴达煤矿联通

5 成龙煤矿 9# 65.37

成龙煤矿 9#煤

层与建成煤矿

层间距 20 米，

通过导水裂隙

带渗入建成煤

矿，建成煤矿与

兴达煤矿相透，

无积水

位于兴达煤矿东

侧，距本矿区在

222m.

1，44500543.94，5119583.45

2，44501097.94，5119813.45，

3，44501390.94，5119208.45.，

4，44500956.92，5118716.38，

不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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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矿井涌水量的构成分析及突水情况

第一节 矿井涌水量的构成分析

矿井涌水量，是指流入矿井巷道内的地表水、裂隙水、老空水、岩溶

水等的总量。矿井涌水量的大小常用每小时或每分钟的流量表示。矿井涌

水量是煤矿开发的一个重要技术条件。地质勘探工作应查明水文地质条件

和预计开采矿井的涌水量，以便在建井和生产时采取相应的探、防、堵、

梳、排、截、监等防治措施。

本矿的矿井涌水量主要由地表水和大气降水、裂隙水、采空区水构成。

具体的受影响分析如下：

一、地表水和大气降水对涌水量影响

覆盖层透水性及煤层围岩出露条件的影响

地表水和大气降水能否渗入地下，其渗入地下的数量多少，与煤层上覆

岩层的透水性及围岩的出露条件有着直接关系。覆岩的透水性好，则补给

水量和井下涌水量也大。一般认为矿区内若分布有一定厚度（大于 5 m）

的稳定弱透水层时，就可以有效地阻挡地表水和大气降水的下渗。如煤层

围岩是透水的，其出露地表的面积愈大，则接受降水和地表水下渗补给量

就愈大，井下涌水量也大。

在地形平缓、厚度大的缓倾斜透水层最易得到补给。因此流入井巷水主

要为动储量，其涌水量将长期稳定在某个数值上，且不易防治。若缺乏补

给水源或煤层上覆岩层透水性弱，则流入井巷的水量主要是静储量，这时

涌水特征是水量由大变小，较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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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的影响地形直接控制了含水层的出露部位和出露程度，控制着降水

和地表水的汇集，因此矿区地形就间接的影响矿井涌水程度。大气降水和

地表水对矿井充水的影响大小，地形因素起着很大作用。地形直接控制了

含水层的出露部位和出露程度，以及地下水的补给情况，同时还控制着大

气降水和地表水的汇集。

位于侵蚀基准面以上的矿井巷道，矿井的涌水量随降水量的变化而变

化，通常矿井的涌水量很小甚至无涌水，且矿井水易于排除。当矿井开采

深度低于当地侵蚀基准面时，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地下水接受大气降

水和地表水的补给。

本矿的地表水以大气降水为主，雨季水量增大，反应滞后。

三、地质构造影响

在煤层分布范围内，受构造体系控制的蓄水构造类型和它的规模，既决

定了煤层的赋存规律，也决定了汇集地下水的条件，如动、静储水量的比

例和大小，所以地质构造直接影响着矿井涌水量的大小。

1、压性断裂面对矿井涌水量的影响

由于压性断裂面所受的压应力最大，因此，其结构面内的破碎充填物多

为角砾岩和糜棱岩，同时断裂面本身也非常紧密，故其突水性较差，且相

对地起隔水作用，所以压性断裂面通常对矿井涌水影响较小。

2、张性断裂面对矿井涌水量的影响

张性断裂面是由拉伸作用力产生的，张裂程度大，断裂面的充填物多为

尖角状或棱角状大小不等的角砾所组成的角砾岩，孔隙多，孔隙度大，而

且断裂面两侧常伴有低序次的断裂面，为地下水的运动、赋存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因此，对矿井涌水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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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扭性断裂面对矿井涌水量的影响

扭性断裂面是由剪切作用力产生的（有的也有张应力和压应力）。结构面

内有糜棱岩，两侧有规律地排列着破碎角砾岩和棱体。同时，扭裂面一般

呈闭合型或较窄的裂缝，但延展较远，发育深度大，低序次的断裂也较发

育，因此扭裂面及其两侧也常具有良好的导水性。

四、矿井裂隙水的影响

矿井直接充水水源为白垩系孔隙裂隙水，直接充水含水层富水性弱～

中等，开采初期揭露含水层后，矿井涌水量较大，主要以疏干漏斗范围内

的贮存水为主，漏斗稳定后，矿井涌水量以地下水的侧向补给为主，矿井

涌水量趋于稳定。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充水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反应滞后，补给路径较长。以裂隙和孔隙为主的渗入性通道是矿井充水的

主要途径，由于断层破碎带及两盘岩层中节理裂隙不发育，富水性和导水

性较弱，因此断裂带溃入性和突水可能性很小。煤层开采后顶板陷落产生

冒落带和裂隙带，可能波及上部含水层成为矿井充水的人为通道，另外未

封闭好的钻孔，可能把其它含水层的水导入，从而增加矿井涌水量。

五、岩层岩性和开拓方式的影响

1、岩性、岩层

本区煤层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白垩系孔隙裂隙含水层，粗粒含水层的富

水性和导水性相对较好，当揭露含水层遇粒径较大的砂岩时，涌水量会相

对增加。

2、开拓方式

由于开拓方式的不同，冒落带和导水裂隙带的高度也不同，与上伏各

含水层的沟通也不同，可导致矿井涌水量的变化不同。另外，矿井涌水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B%E5%BA%94%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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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采深度和开采面积有关，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和开采面积的增大，矿

井涌水量也相应增加。在开采的初期，矿井涌水量以地下水静贮量为主，

使矿井涌水量增加较多，随着静贮量的消耗，矿井涌水量以补给量为主，

涌水量趋于稳定。

现在矿井正常涌水量在 30m3/h 左右，涌水量最大为 46m3/h，随着矿井

的延深，矿井涌水量或有逐渐增大趋势，。

第二节 突水情况

矿井的主要突水点位置、突水量及处理情况

本矿井自从生产以来从未发生过突水现象。矿井无突水点。所有采掘

工作面均已进行了物探、钻探，掘进工作面均已进行了探放水。但仍需要

加强防治水的管理工作。

（三）矿井近 3 年涌水量观测

在矿井生产建设中，始终坚持对矿井涌水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将动

态监测中观测到的涌水量形成观测记录。

双城煤矿 2020 年度矿井涌水量观测记录表

观测月份 观测日期 涌水量（m³/h） 观测人 备注

2020.1 5 29.40 刁立军

2020.2 11 28.60 刁立军

2020.3 8 30.50 刁立军

2020.4 7 27.90 刁立军

2020.5 12 30.50 刁立军

2020.6 15 31.60 刁立军

2020.7 10 39.20 刁立军

2020.8 5 35.30 刁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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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 4 31.20 刁立军

2020.10 6 28.70 刁立军

2020.11 8 27.60 刁立军

2020.12 11 26.70 刁立军

年度最大涌水量：39.20m³/h 年度正常涌水量（均值） ：30.60m³/h

表 5-2 双城煤矿 2021 年度矿井涌水量观测记录表

观测月份 观测日期 涌水量（m³/h） 观测人 备注

2021.1 5 28.90 刁立军

2021.2 10 30.50 刁立军

2021.3 11 29.60 刁立军

2021.4 23 28.96 刁立军

2021.5 6 31.50 刁立军

2021.6 12 32.70 刁立军

2021.7 18 39.20 刁立军

2021.8 5 49.10 刁立军

2021.9 17 33.20 刁立军

2021.10 10 32.45 刁立军

2021.11 8 28.97 刁立军

2021.12 9 29.30 刁立军

年度最大涌水量：49.10m³/h 年度正常涌水量（均值） ：32.86m³/h

表 5-3 双城煤矿 2022 年度矿井涌水量观测记录表

观测月份 观测日期 涌水量（m³/h） 观测人 备注

2022.1 7 35.32 刁立军

2022.2 26 28.78 刁立军

2022.3 14 27.16 刁立军

2022.4 19 33.41 刁立军

2022.5 6 37.49 刁立军

2022.6 6 40.73 刁立军

2022.7 8 41.76 刁立军

2022.8 6 36.18 刁立军

2022.9 7 30.14 刁立军

2022.10 8 34.04 刁立军

2022.11 8 28.26 刁立军

2022.12 4 28.7 刁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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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大涌水量：40.73m³/h 年度正常涌水量（均值） ：33.5m³/h

据近3年的矿井涌水量记录，目前本矿井正常涌水量32.32m³/h，最大涌水

量49.10m³/h。

（四）未来涌水量预测

采用大井法（解析法）和多元相关比拟法对矿井未来涌水量进行了预

测。

1、采用大井法（解析法）预测

为大井法涌水量预测计算结果。

采用数值法（大井法）对采区的涌水量计算结果

名 称
正常涌水量 最大涌水量

m3/h m3/d m3/h m3/d

采区强风化带 28 672 42.3 1015

采区弱风化带～-400 米 13 312 26 624

合 计 41 984 68.30 1636

2、采用多元相关比拟法预测

采用多元相关比拟法涌水量预测计算结果。

采用相关比拟法对采区的涌水量计算结果

名 称
正常涌水量 最大涌水量

m3/h m3/d m3/h m3/d

采区涌水量 41 984 68.30 1639

3、综合以上两种预测方法取平均值：未来矿井正常涌水量 41m3/h，矿

井最大涌水量 68.3m3/h。

综上，未来矿井正常涌水量取 41m3/h，矿井最大涌水量取 68.30m3/h。



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报告

32

第六章 矿井未来三年采掘和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的评价

第一节 矿井未来三年的采掘

（一）矿井未来 3 年掘进和防治水规划

1、矿井未来 3 年的掘进规划

2023-2025 年为建设阶段。本矿井未来三年的掘进工作如表所示。

双城煤矿 2023 年—2025 年掘进计划

2023 年度掘进

队组 巷道名称 施工工期 施工长度

101 7 层右一片平巷 2-5 月 310

7 层左二片开切上山 6月 90

7 层左三片机轨后石

门

7月 105

层左三片回风后石

门

8月 100

8 层左三片 9-12 月 410

102 8 层右一片平巷 1-2 月 180

8 层右一片开切上山 3月 90

7 层左二片降段平巷 4月 140

9 层右一片 5-6 月 180

9 层右一片开切上山 7月 80

9 层右一片左侧巷道 8月 80

9 层右一片下山 9月 90

9 层右二片 9-10 月 260

9 层右二片开切上山 11 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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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层左二片（外） 12 月 110

103 10 层左二片 1-4 月 350

10 层左二片开切上

山

5月 105

8 层左二片 6月 190

7 层左四片 7-12 月 730

2023 年度预计掘进 3690 米

2024 年度掘进

101

7 层左四片开切上山 1 月 125

7 层右一片 2 月 60

7 层右一片 3 月 95

7 层左三片 4 月 120

7 层左三片 5 月 110

7 层右三片上山 6 月 110

7 层右三片上山 7 月 70

7 层右三片平巷 8 月 130

7 层右四片 9 月 90

7 层右四片上山 10 月 90

7 层右四片上山 11 月 90

8 层左一片掘进 12 月 130

102

8 层左三片 1 月 90

8 层左三片 2 月 70

8 层左三片 3 月 90

8 层左三片上山 4 月 80

8 层左三片上山 5 月 80

8 层右二片 6 月 75

8 层右二片下山 7 月 95

8 层右二片下山 8 月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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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层右二片 9 月 100

8 层右二片 10 月 100

8 层右二片 11 月 70

8 层右二片上山 12 月 110

2024 年度预计进尺 2275 米

2025 年度掘进

101

9 层左二片开切上山 1 月 85

9 层左二片 2 月 80

9 层-200 右部下山 3 月 90

9 层-200 右部下山 4 月 90

9 层-200 右部下山 5 月 90

9 层右三片 6 月 100

9 层右三片 7 月 100

9 层右三片 8 月 100

9 层右三片 9 月 50

9 层右三片开切上山 10 月 70

9 层右四片掘进 11 月 100

9 层右四掘进 12 月 100

102

10 层右 0 片掘进 1 月 120

10 层右二片后石门 2 月 70

10 层左二片掘进 3 月 100

10 层左二片掘进 4 月 100

10 层左二片掘进 5 月 100

10 层左二片开切上山 6 月 110

10 层右三片石门 7 月 60

10 层右三片 8 月 80

10 层右三片 9 月 100

10 层右三片开切上山 10 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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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层右三片开切上山 11 月 80

10 层右四片 12 月 80

2025 年度预计进尺 2135 米

2、矿井未来 3 年防治水规划

1）地表防治水规划

地表水的综合治理，加强对井田内地表低洼区和易积水部位的工程治

理及井下防隔水煤柱的留设，必须经常检查矿区地表是否存在塌陷导水裂

隙或其它导水通道，如发现塌陷裂隙及其它导水通道，应及时将其回填夯

实；通过对地表裂缝进行填埋处理，减缓雨季降水进入矿区的速度和水量，

并对井田内的河沟进行全面调查。查明河沟、煤层露头渗漏、塌陷等，雨

季加强地表河流和地表积水区及塌陷区的巡查工作，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

施，确保矿井安全。

（1）汛期每次降大到暴雨时和降雨后，必须指派专人检查开采区及

附近地面有无导水裂缝或其它导水通道。发现漏水情况，必须及时采取措

施，严防向井下漏（灌）水。

（2）严禁将矸石、炉渣、垃圾等杂物堆放在山体水急泄可能冲刷到

的地段。

（3）每年汛期前必须疏通主斜井周围和工业场地排水沟渠。

（4）工业场地、生产场所及生活区，受山洪威胁时，须沿场地边坡

底、场地道路一侧设置排水沟，将山洪及场地内汇水有序的引入场外沟谷

中，对零星地段采用自然坡度将水引出场外。

加强“雨季”三防工作。煤矿企业要建立防范暴雨的预报、预警、预

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机制，建立雨季巡视制度和停工撤人制度，进行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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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专项整治，消除隐患。“雨季”期间应对矿井双回路供电系统、通讯

系统及排水设备、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确保系统、设备完好可靠，并对

井田内河道以及排水设施进行彻底清挖、疏通，必要时对其进行加固；严

禁将矸石、炉灰、垃圾等杂物堆放在山洪、河流可能冲刷到的地段，严禁

侵占河道，保障河道的畅通。

2）井下防治水规划

（1）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和应急措施

在井下保证排水设备正常运作，主水泵必须保持完好，要定期检修；

矿井生产过程中要经常检查、核定矿井各个排水点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

确保排水系统畅通。特别是“雨季”期间，井下也要做到及时清淤，及时

清挖水仓，保持主、副水仓的最大容积，并能排出矿井的最大涌水量。

每年修改完善井下水害应急救援预案、水害现场处置方案。增置排水

设备，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保证备用设备完好，以提高抢险救灾能力和

效果，企业要储备足够的抢险物资和设备。

（2）回采工作面防治水工作

根据采掘工作面接续计划，未来 3年（2023 年～2025 年），我矿布

置一个采煤工作面 3 个掘进工作面。2023 年开始回采工作面，防治水主要

有以下方法：

所有掘进工作面采用物探方法，探清工作面水文地质情况，根据工作

面内的物探分析赋水区域。采用钻探有针对性探放水验证。

在工作面回采期间要定期对其进行水文地质情况实时预报，如有异常

用钻探验证，向工作面顶板施工钻孔，施工到砂岩顶板位置，同时在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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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设置临时水仓备齐排水设备。

矿井工作面采煤前，应当采用物探、钻探、等方法查清工作面内断层

和含水层（体）富水性等情况。地测部门应当提出专门水文地质情况分析

报告，经矿总工程师组织生产，安全和地测等有关单位审查批准后，方可

进行回采。发现断层、裂隙等构造充水的，应当采取注浆加固或者留设防

隔水煤（岩）柱等安全措施。否则，不得回采。

（3） 掘进工作面防治水工作

根据掘进工作面接续计划，未来 3年（2023 年～2025 年），我矿掘

进施工 3 个工作面，掘进工作面的防治水方法如下：

坚持“物探先行，钻探验证”综合探测手段，掘进工作面施工前采用

“瞬变电磁仪”进行超前物探，探测前方 80m 内的构造异常区及赋水区域，

然后进行钻探验证，对异常区要加密探查。

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掘”的原则，对各掘进工作面及时超前钻探，

严把探放水设计、施工、验收、确认、移交等五关。

（4）断层等构造水防治

按防治水管理规定要求，编制专项探放水设计并实施。掘进工作面迎

头距断层 30m 前停止掘进，布设钻孔，进行探放断层水。

（5）采掘工作面过钻孔防治水

本井田内的勘探钻孔无封孔不良的。但是在生产过程中水可通过钻孔

沟通煤层顶底板含水层的渗入和灌入，影响煤层正常开采，因此在采掘工

作面过钻孔时应提前 40米向采掘队发出通知书，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生

产过程中，编制过老钻孔专项探放水设计并实施，采用井下超前物探与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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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探查相结合。

3）防治水工程计划

物探工程：采掘工作面预计超前物探总次数约 114 次。

钻探工程：未来 3 年计划总进尺 9100m，共施工钻孔 136 个，施工钻

孔总进尺 27300m。

4）培训规划

（1）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每三年必须接受一次的防治水

专业培训，未来 3年达 15 人次。

（2）对探放水队伍进行现场防治水设计孔定位、坡度规、地质罗盘

使用培训及学习防治水管理规定，预计未来 3年将进行 12人次培训。

（3）组织对本科室测量和绘图人员进行防治水专业技术培训，预计

每年培训一次，未来 3 年达 5 人次。

（4）对各区队队长、技术员和全矿职工进行防治水培训，包括探放

水、水害发生前兆、避灾路线等。预计每年培训一次。

5）人才引进规划

未来 3年，防治水岗位计划引进 1～2人。

6）科研与新技术应用规划

（1）采掘工作面超前探放水应当采用钻探方法，同时配合物探等其

他方法查清采掘工作面及周边老空水、含水层富水性以及地质构造等情

况”，2023 年计划购置一台瞬电变磁仪。依据钻探和物探相结合的探放水

规定，达到安全可靠的探水目的。

（2）我矿开采的煤层顶板应当实测垮落带、导水裂隙带高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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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矿首采工作面垮落带及导水裂隙发育高度要进行实测。

7）水文地质补充勘探规划

2023 年，计划更新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报告。

2023 年-2025 年，矿井准备进一步对地面地质及水文地质做详细的观

测分析，进一步查明采区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地测

防治水保障。

8）防治水装备规划

未来三年内，防治水装备需要维修更新设施设备如下。

2023 年，矿用地质罗盘 3 台。

2023 年，新购置 1 台专用探水钻机。

2023 年，购进瞬变电磁仪 1 台。

2024 年，维修更新采掘工作面使用的排水泵 2台及其相配套排水管路

若干。

第二节 对矿井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的评价

双城煤矿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矿井充水通道，以裂隙孔

隙为主的渗水性通道是矿井充水的主要途径，针对其充水条件及影响程度

分析，目前影响井下的主要是大气降水、地表水、含水层、老窑积水。

一、地表水与大气降水的防治

井田范围内无河流和水体，边界东侧有一季节河流，井口标高高于历

年最高洪水位。本次地面水文地质调查和地质、水文地质填图时在矿区范

围内地表未发现裂缝及塌陷坑。地表水与大气降水的防治工作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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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含水层和老空水的防治

含水层均有砂质泥岩和泥岩隔水层，含水性弱，横向与垂直方向水力

联系及补给水源条件较差，只在采后冒落裂隙或陷落柱沟通多个含水层的

联系时，初时涌水较大，稳定时水量变小，涌水随着巷道自然排泄到水仓，

通过水泵排到地面，防治工作比较简单。

三、老窑积水的防治

本井田边界北起煤层露头，与本矿相邻的矿井东侧 F3断层以北有（1）

宝清县兴达煤矿（9、10 号煤层、2007 年关闭）10 号煤层煤厚 2.0 米，兴

达煤矿 2002 年施工 10 号层右二十四片（标高 24.50 米）时，进入我矿暗

井左一片，我矿在巷道的密闭底部留有泄水孔，用于放出采空区水；兴达

煤矿的 10号层深部标高为 24.50 米；兴达煤矿 9号煤层煤厚 1.20 米，深

部标高为 53.20 米，我矿通过对相邻的涌水量观测点观测，未发现有积水

涌入我矿，因此兴达煤矿采空区内无积水。（2）宝清县成龙煤矿深部标高

为 68.87 米，成龙煤矿开采的 9号煤层距兴达煤矿的 10号煤层的层间距

18-20 米，成龙煤矿采空区水通过导水裂隙带渗入建城煤矿，建城煤矿与

兴达煤矿 10号煤层相透，推断成龙煤矿无积水。（3）宝清县飞达煤矿（7、

8号煤层、2002 年关闭），飞达煤矿 7号煤层右五片巷道（标高 72.64 米）

进入我矿右五片，我矿采后巷道密闭底部留有泄水孔，用于放出采空区积

水，现在飞达煤矿 7 层采空区无积水；飞达煤矿 8 号煤层与兴达煤矿 9 号

煤层层间距 17米，飞达煤矿 8号煤层采空区积水通过导水裂隙带渗入兴达

煤矿 9 号煤层，兴达煤矿 10号煤层与我矿 10号煤层相透，推断飞达煤矿

8号煤层无积水。（4）建成煤矿开采 10号煤层，标高 43.44 米与兴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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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煤层相透，建成煤矿标高 43.44 米以下积水量为 27350 立方米。（5）东

侧 F3断层以南与双鸭山市利鑫矿业有限公司相邻（5、7、8、8 下、9、10

号煤层改扩建矿井）采空区内无积水；（6）西侧是宝清县广城煤矿（9、

10 号煤层、2011 年 4 月后关闭），根据《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地面

瞬变电磁勘探工程成果报告》推断广城煤矿积水位上限标高为 60.10 米、

下限标高为-14.23 米、积水量为 52481 立方米。广城煤矿积水区距我矿立

风井工业广场平面距离 170 米，2021 年 6月我矿委托龙煤双鸭山地质队，

在立风井工业广场边界 1号点外 50 米施工了检查孔，钻孔深度为 245 米未

发现采矿区及涌水量增加现象，因此安全无影响；目前周边矿井已关闭多

年，关闭矿井的深部标高为-14.23 米，我矿的生产标高为-160 至-200 米，

周边相邻的关闭矿井资料齐全准确，老窑积水清楚。 双城煤矿坚持逢掘必

探的原则和不开采防隔水煤柱的规定，加强老窑积水的防治工作。

第七章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的划分及对防治水工作的建议

第一节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的划分

一、水文地质类型划分依据

根据《煤矿防治水细则》中第十三条，根据矿井受采掘破坏或者影响

的含水层及水体、矿井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矿井涌水量或者突水量分

布规律、矿井开采受水害影响程度以及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矿井水文地

质类型划分为简单、中等、复杂、极复杂等 4种。见表 7-1-1 。

分类依据
类 别

简单 中等 复杂 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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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

1、该矿受采掘破坏或影响的孔隙裂隙含水层单位涌水量 0.58L/s·m，

渗透系数 6.257m/d，，补给条件一般。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属中等类型。

2、该矿单位涌水量不足 0.5 8L/s·m，q＜1.0，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

属中等类型。

3，与本矿相邻的矿井东侧，F3断层以北有宝清县兴达煤矿（开采 9、

10 号煤层，已于 2007 年关闭）、宝清县飞达煤矿（开采 7、8 号煤层，已

于 2002 年关闭），东侧 F3断层以南与宝清县利鑫煤矿相邻（7、8、9、10

受采

掘破

坏或

影响

的含

水层

及水

体

含水层性

质及补给

条件

受采掘破

坏或影响

的孔隙、裂

隙、岩溶含

水层，补给

条件差，补

给来源少

或极少

受采掘破坏或影

响的孔隙、裂隙、

岩溶含水层，补

给条件一般，有

一定的补给水源

受采掘破坏或影

响的主要是岩溶

含水层、厚层砂砾

石含水层、老空

水、地表水，其补

给条件好，补给水

源充沛

受采掘破坏或影响

的是岩溶含水层、

老空水、地表水，

其补给条件很好，

补给来源极其充

沛，地表泄水条件

差

单位量 q

（L·s-1·m-1

）

q≤0.1 0.1＜q≤1.0 1.0＜q≤5.0 q＞5.0

矿井及周边老

空水分布状况

无老空积

水

存在少量老空积

水，位置、范围、

积水量清楚

存在少量老空积

水，位置、范围、

积水量不清楚

存在大量老空积

水，位置、范围、

积水量不清楚

矿井

涌水量

（m3·h-1）

正常 Q1
Q1≤180

180＜Q1≤600 600＜Q1≤2100
Q1＞2100

最大 Q2 Q2≤300 300＜Q2≤1200 1200＜Q2≤3000 Q2＞3000

突水量 Q3（m3·h-1） Q3≤60 60＜Q3≤600 600＜Q3≤1800 Q3＞1800

开采受水害

影响程度

采掘工程

不受水害

影响

矿井偶有突水，

采掘工程受水害

影响，但不威胁

矿井安全

矿井时有突水，采

掘工程、矿井安全

受水害威胁

矿井突水频繁，采

掘工程、矿井安全

受水害严重威胁

防治水工作

难易程度

防治水工

作简单

防治水工作简单

或易于进行

防治水工程量较

大，难度较高

防治水工程量大，

难度高



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报告

43

号煤层，目前该矿为改扩建 30万吨/年矿井）。西侧是宝清县广城煤矿（开

采 9、10 号煤层，已于 2011 年 4 月后关闭）。（其中：三个关闭、一个改

扩建矿井）与双城煤矿边界留设 50米宽的边界煤柱（或断层隔离带），积

水量、位置、范围均有技术资料。对我矿防治水工作不构成太大威胁，存

在水患影响，水文地质类型应属中等类型

4、该矿井涌水量 30～50 立方米/小时， 小于 180 立方米/小时，最大

涌水量 50立方米/小时小于 300 立方米/小时，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属简单

类型。

5、该矿无突水条件，未发生过突水现象，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属简单

类型。

6、该矿采掘工程不受水害影响，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属简单类型。

7、该矿防治水工作简单，做到逢掘必探。有探放水钻机 3台，并有专

业探放水队伍，及防治水措施到位、机构健全、责任明确。矿井水文地质

类型应属简单类型。

综上所述，根据《煤矿防治水细则》规定和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原则，

综合评定：双城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划分为中等类型。

第二节 对防治水工作的建议

双城煤矿主要充水为大气降水，雨季时涌水量加大；受采动影响，通

过隔水层裂隙充水。主要防治水措施：

1、加强地表水监督检查，建立雨期巡查制度，成立专业巡查队伍定期

检查，发现有渗漏和排水沟堵塞现象，及时处理，保证汛期地表水及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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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严格执行雨季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暴雨及时撤人；

3、对东侧浅部的宝清县兴达、飞达煤矿，深部的新利煤矿，西侧宝清

县广城煤矿的采空区积水情况定期观测和分析，建立台账，完善技术资料；

4、健全防治水机构，明确水害防治责任；

5、建立完善隐患排查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

6、严格执行探放水制度，必须做到“逢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

7、严禁超层越界行为。生产技术部门严禁人为布置下山掘进准备巷道，

造成易产生积水盲巷，巷道贯通时执行探放水管理规定，杜绝水灾事故的

发生；

8、每月由总工程师组织召开一次水情水害分析会议，排查各种水害隐

患，采取防范措施；

9、按照《煤矿防治水细则》完善各种防治水图件和台账。编制参考

资料：

1、双鸭山市双城煤矿有限公司矿井改扩建初步设计；

2、黑龙江省宝清县小城子地区小煤矿勘探地质报告；

3、黑龙江省宝清县小城子勘探区双城煤矿生产补充勘探报告；

4、《煤矿防治水细则》。

5、宝清县慧丰煤炭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提供的周边矿井：宝清县兴达

煤矿、宝清县飞达煤矿、宝清县广城煤矿、宝清县利鑫煤矿采掘工程平面

图和井上下工程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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