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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分类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煤矿,亦可在拟建、在建煤矿时参考使用,是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分类的依据。

2 基本要求

2.1 根据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某一特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类,不同类型应具有显著的特点。

2.2 应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2.3 本规范采用单一分类原则,其概念明确,能确定一个煤矿的水文地质和开采条件。

3 煤矿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具体分类方法是:①根据开采煤层及与其相关的含水层的埋藏深度进行分类;②根据煤层开采期间

的主要充水水源进行分型;③根据煤矿的富水系数(即矿井总涌水量同产煤量之比)的大小划分其亚型;

④根据潜在的水害因素作出辅助类型的划分。

3.1 按埋藏深度分类

3.1.1 裸露类(Ⅰ类)
煤矿的开采煤层全部处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充水含水层中的水包括:上层滞水、潜水、无压或有压

的层间水。矿井涌水可依靠排水沟自流排放,一般对矿井不构成威胁。矿井涌水量主要受大气降水控制。

3.1.2 半裸露类(Ⅱ类)
煤矿开采煤层的上部处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而下部则处在该面以下,与煤层开采有关的充水含

水层中的水包括:上层滞水、潜水、无压或有压的层间水。侵蚀基准面以上含水层中的水基本无压,而基

准面以下含水层中的水,具一定压力。矿井涌水对煤层的开采,一般均有影响,如为岩溶水涌出,则有严

重影响。采用自流和机械两种排水方式。矿井涌水量受降水季节影响显著。

3.1.3 浅埋类(Ⅲ类)
煤矿的开采煤层,全部处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且埋深小于500

 

m。煤系地层的上部,一般均有第

四系松散层覆盖,个别地区还有局部的第三系伏于第四系之下。对采煤工作面而言,含水层中的水都具

有一定的水头压力。矿井涌水量的大小,涌水方式,对煤层的开采皆有直接影响。矿井涌水量受降水季

节的影响比较明显。

3.1.4 深埋类(Ⅳ类)
煤矿的开采煤层,全部埋藏在当地侵蚀基准面500

 

m以下。一般在煤系地层以上覆盖着巨厚的松

散地层或岩层。煤矿的主要充水含水层是承压的砂岩裂隙水、薄层灰岩岩溶裂隙水,或古岩溶系统构成

的厚层灰岩裂隙岩溶水。通常没有现代岩溶发育。煤层开采工作面的顶底板一般均承受较高的水压,
未遇导水构造时,矿井涌水量可能不大,且水量稳定,基本不受降水季节的影响。

3.2 按直接充水水源分型

3.2.1 大气降水型(一型)
该型煤矿充水水源主要来自大气降水,矿井涌水量受大气降水量控制,涌水量和降水量的峰值基本

一致,或稍有迟后。干旱季节各含水层中的水一般均有大幅下降,矿井涌水量逐渐减少。该型多存在于

Ⅰ、Ⅱ类(即裸露类和半裸露类)煤矿,Ⅲ类(即浅埋类)煤矿较为少见。通过降水量资料、开采引起的地

表沉降或塌陷,以及地裂缝的情况,可大致确定降水量同矿井涌水量之间的关系。

3.2.2 地表水型(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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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型煤矿多见于Ⅲ类(即浅埋类)矿井。矿井多位于地表水体附近,或直接位于地表水体以下。采

后产生的地表塌陷区、沉降大裂缝,多成为矿井充水的主要途径。我国南方岩溶区煤矿,雨季常见现坡

立谷、暗河及塌陷区的洪水涌入矿井,甚至造成淹井事故。地表水型煤矿的涌水,一般形成定水头补给,
其矿井涌水量的大小取决于导水通道的过水能力,水力梯度的大小,以及水源的充沛程度。

3.2.3 孔隙水型(三型)
赋存于松散层孔隙中的地下水为孔隙水。一般指第四系和第三系含水层水,亦有未成岩的古地层

含水层水。除少数以上层滞水的形式存在外,主要以潜水和承压水存在。其主要补给源为大气降水、地
表水的渗入补给。裂隙水和岩溶水也可成为补给水源。当矿井的直接充水水源为孔隙水时,称为孔隙

水型煤矿。该型多见于浅埋类(Ⅲ类)煤矿,或在松散层较厚地区建井时遇到。往往以泥砂含量很高的

混浊水涌入矿井,造成严重损失。在煤矿隐伏露头区,上覆有较厚的松散地层,当开采煤层时,要根据松

散层底部隔水层的情况,留设足够的防水煤岩柱。

3.2.4 裂隙水型(四型)
赋存于基岩裂隙系统中的地下水,称裂隙水,以潜水、层间无压或承压水形式存在。煤层顶底板中

的砂岩裂隙水,涌水量一般都不大,绝大多数可以疏干,不足为患。但在构造发育地段,亦可形成较大突

水,且伴有大面积涌水现象。

3.2.5 岩溶水型(五型)
赋存于可溶性地层中的地下水统称为岩溶水。我国大多数煤矿开采石炭、二叠系煤层。北方奥陶

系灰岩水(以下简称奥灰水),南方茅口灰岩水对煤层开采构成威胁。在北方煤系地层中的薄层灰岩水

(以下简称薄灰水)多为直接突水水源,且多有奥灰水补给。其突水量的大小取决于薄灰水同奥灰水的

连通性,以及奥灰水的富水程度。薄灰岩溶水在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单元的控制下,具极大的非均质

性、区段性和地域性。
厚层灰岩岩溶水,由于接受降水和其他含水系统补给的面积大,水源丰富,所以水量充沛。厚层灰

岩岩溶发育程度具更大的不均一性和极强的地区性,随埋深增加岩溶发育程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

我南方,以现代岩溶为主,随埋深加大岩溶发育变弱的规律性极为明显;而在北方,则以古岩溶为主体,
在古岩溶上又发育了现代岩溶,随深度增加岩溶发育减弱的规律性不甚明显。

3.3 根据富水系数(F)划分亚型

富水系数(F)系指煤矿的总排水量和产煤量之比值。对生产煤矿,可按开采期内的总排水量和总产

煤量计算;对设计和基建煤矿,可按设计产量和年排水总量进行计算。

3.3.1 贫水亚型(1亚型)
煤矿开采煤层的充水含水层水量贫乏,矿井涌水量小,即F≤5。此亚型煤矿多分布于干旱或半干

旱地区。当F≤1时,一般均严重缺水,难于在附近找到水源地,开发前需进行供水源地的论证;当F 1
时,亦需根据水源的充沛程度确定煤矿规模。

3.3.2 较贫水亚型(2亚型)
煤矿开采煤层的充水含水层水量较贫乏,矿井涌水量不大,其F 值介于5~10之间。该亚型煤矿投

入的防治水费用一般不高,又能找到很好的供水水源地。

3.3.3 较富水亚型(3亚型)
煤矿开采煤层的充水含水层较富水,矿井涌水量较大,其F 值介于10~20之间。该亚型煤矿的直

接充水水源多为薄灰岩溶水。

3.3.4 富水亚型(4亚型)
煤矿开采煤层的充水含水层水量丰富,矿井涌水量很大,其F 20。该亚型煤矿均有厚层灰岩岩溶

水构成间接或直接充水水源。当F 40时,应对煤矿开发前景进行论证;当F 80时,一般难于开发。

3.4 根据潜在水患划分辅助类型

潜在水患是指需要进行专门水文地质探查才能确定的煤矿突水因素。一个煤矿可能存在多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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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因素。当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类型确定之后,还应按潜在水患划分辅助类型。

3.4.1 老空水型(1型)
老空水指人类采掘活动留下的地下空间中集存的地下水。老空水突水的危害性甚大,由于大量积

水在短时间内涌入煤矿,不但瞬时流量大、速度快,而且多夹带有煤泥、石块和瓦斯气味。

3.4.2 导水陷落柱型(2型)
开采煤层下伏厚层灰岩,在采掘中可能遇到岩溶陷落柱。当陷落柱具导水性时,岩溶系统内积存大量

的水、泥沙和石块,瞬时突入矿井造成严重危害。须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探查,采取防治水措施,防患于未然。

3.4.3 导水断裂带型(3型)
我国煤系地层中,普遍发育规模、性质各异的断裂带,有的以断层形式,有的以节理裂隙密集带形式

存在,往往构成煤层的突水通道。在岩溶水型煤矿中,导水断层构成的突水通道集中;而裂隙水型构成

的则较分散,但都对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在非岩溶型煤矿中,其突水量较小,一般不构成严重威胁。

3.4.4 孔隙水天窗型(4型)
当开采煤层处于隐伏露头区时,其上覆的孔隙水含水层直接与煤系地层接触,形成天窗型潜在水

患,其涌水特点是泥砂俱下,对煤矿生产危害很大。应查清这种水文地质条件的分布范围,及其孔隙含

水层的性质和富水性,采取经济合理的防治水措施。

4 煤矿水文地质类型的确定

4.1 确定原则

4.1.1 以主采水平的深度进行分类,对有两个主采水平以上的煤矿,可根据各水平的深度范围进行分

类。如开采水平埋深多数小于500
 

m,归入Ⅲ类,而多数大于500
 

m时,归为Ⅳ类。

4.1.2 以煤矿主要的充水水源分型,对两个以上的主要充水水源,应根据充水量的大小和充水时间的

长短,选水量大和充水时间长的定型。

4.1.3 根据富水系数即F值大小划分亚型。

4.1.4 根据煤矿水文地质勘探和生产中发现的问题,在类型划分后进行辅助类型注示。

4.2 表述方法

以华北某煤矿为例

4.2.1 该矿地表的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约80m。现分三个水平采煤,分别为-100
 

m;-300
 

m;

-500
 

m。现主要开采一、二水平的煤层,三水平产量较少。据此,可定为Ⅲ类(浅埋类)。

4.2.2 该矿共有三个主采煤层,目前主采大煤煤层,矿井主要充水水源为砂岩裂隙水。下部的大青和

下架煤层,尚未进行开采。所以,可定为四型(裂隙水型)。

4.2.3 该矿井涌水量约600
 

m3/h,年排水总量约为500万t,年产煤量约130万t。计算出F值为4,应
定为2亚型。

4.2.4 该矿的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可表述为:Ⅲ类四型2亚型。可简化为Ⅲ—四—2类型。

4.2.5 根据地质资料,井下曾揭露岩溶导水陷落柱并伴有老空水突出,因此按潜在水患划分辅助类型

应为1、2型。

4.2.6 该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类型的划分,应表述为:Ⅲ—四—2类型。且存在1、2两种类型潜在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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