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

矿 床
MINERAL

地 质
DEPOSITs 第 17卷 增 刊

贾汪煤田采煤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李后尧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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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五分公司,徐 州市)

提 要 :江 苏贾汪煤田的采煤活动,造 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主 要包括采空塌陷、煤矸石堆

放和疏干排水造成地下水资源枯竭等问题。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 ,对 塌陷地、煤矸石和煤矿排水

进行了综合利用,减 少了资源浪费,取 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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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汪位于徐州市东北,清 光绪六年 (1880年 )发 现煤苗,光 绪八年开始在村内外开采煤炭,拉 开了百

余年采煤历史的序幕。贾汪在明朝万历年间形成村落,民 国十七年 (19zg年 )贾 汪建镇。19曳 年建贾汪矿

区,辖 九个乡。几经变更,至 19甾 年 11月 成立贾汪区 (不辖乡)。 1991年 行政区划调整后,管 辖九个乡

镇。煤矿的开采带动了贾汪的发展,但 采煤引起的环境问题又是本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紊。

1 煤 田地质概况

(1)地 质构造 :贾 汪煤田位于贾汪复式向斜核部 ,呈 NE25° ~硐 °
方向展布。煤盆褶皱开阔平缓 ,盆 底

平坦 ,东 南翼较陡立,局 部倒转。盆地内次级平缓褶曲及断裂构造发育c

(2)煤 层特征 :区 内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下统和石炭系上统 ,二 叠系下统岩性主要为灰、深灰、灰绿色

页岩、砂岩夹煤层 ,石 炭系上统岩性为灰、灰黑色砂页岩、灰岩夹煤层。区内含煤 24层 ,煤 层厚度 9.44

~15.25m;1~10层 煤属二叠系煤层 ,1I~24层 煤属石炭系煤层。可采煤层 5~7层 ,厚 5.sO~9.17m。

2 煤 田开采史

从光绪八年贾汪开始土法采煤 以后 ,光 绪十年 (1884年 )青 山泉第一 口井出煤 ,光 绪十九年 (1893

年),胡 恩燮之子胡光国与刘延冥合股创办
“
贾汪煤炭公司

”
,开 建煤井 5座 。民国元年 (1912年 ),袁 世

凯族弟袁世传来徐接办贾汪煤炭公司,凿 大井 ,筑 铁路 ,一 度 日产原煤 500t以 上。1931年 ,上 海民族资

本家刘鸿生出资接办贾汪矿场 ,成 立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开 凿夏桥新井 ,1934年 建成投产。1938年

10月 ,日 军占领贾汪矿场,抗 战胜利后 ,刘 鸿生恢复该公司继续经营 ,直 到解放。

解放后 ,华 东煤田地质劫探 124队 、徐州矿务局等单位对贾汪煤田进行了地质勘探 ,并 逐步建井采掘 ,

至 1996年 底 ,共 探明储量 4.68亿 吨 ,陆 续新建投产 21对 矿井 ,建 成了江苏省第一个煤炭工业基地。80

年代以来 ,乡 镇煤矿迅速发展 ,分 布在大煤矿周围,主 要开采大矿遗弃的煤层或残留煤柱。日前 ,贾 汪煤

田有大小煤矿 130多 个 ,年 产原煤 700多 万吨。

3 采 煤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

(1)采 空塌陷 :贾 汪煤田面积 100k亻 以上 ,其 中采空塌陷面积已过半。采空塌陷直接破坏了耕地和

建筑设施 ,一 大批村庄被迫迁移 ,地 面沉降造成了
“
310” 国道部分路段路基长期失稳。贾汪区城 区面积

1o km2,四 周为煤矿所包围,采 空塌陷使城区的发展用地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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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 矸石堆放污染环境 :采 煤废弃了大量矸石 ,这 些矸石堆积成山,破 坏了 自然景观。同时高硫矸

石经常 自燃排放有害气体 ,雨 水淋滤煤矸石后再渗入浅部含水层 ,造 成浅层地下水水质恶化。

(3)疏 干排水破坏了地下水资源 :疏 干排水对地下水资源的破坏是贾汪煤 田最突出的环境问题 ,影 响

最严重的是煤田北部的贾汪矿区,分 布在青山泉、贾汪、大泉一带。

历史上青山泉、贾汪、大泉一带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岩 溶水多处溢出成泉 (地 名即与泉水有关),在

水文地质上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水文地质单元 ,汇 水面积 148.7km2,采 用均衡法计算岩溶地下水允许开

采量达 119400m3/d。 该区内地下水正常开采量在 3g000m3/d左 右 ,岩 溶地下水位埋深丰水期 5~8m,枯

水期 25~30m。 但在 1986~1992年 间 ,岩 溶地下水位呈逐年下降趋势,枯 期水位埋深由25~SO m降 至 70

~8om,山 前地带浅井全部干涸 ,深 井普遍发生出水量衰减、吊泵现象,部 分水井报废。贾汪城 区和部分

村庄陷人了严重缺水的困境。经过深人调查和分析 ,造 成缺水的主要原因就是煤矿疏干排水。

贾汪矿区在徐州地区是最早开采石炭系煤层的矿区。1970年 之前 ,仅 有青山泉煤矿和韩桥煤矿两家统

配煤矿 ,矿 坑排水对区域地下水影响轻微。1976年 后 ,煤 矿数量急剧增加 ,到 1991年 为止 ,有 大小煤矿

97家 ,其 中开采石炭系煤层的煤矿为 63家 。石炭系上统太原组夹 13层 灰岩 ,灰 岩单层厚度 1~15m,累

计厚度在 90m左 右 ,裂 隙岩溶发育 ,富 水性 中等。石炭系岩溶含水层与下伏奥陶系岩溶含水层之间为厚

o0m相 对隔水的砂页岩 ,但 由于断裂构造发育 ,两 者水力联系仍然较为密切 ,因 此采煤疏干排水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了奥陶系岩溶含水层。

据凋查统计 ,1991年 这 63家 煤矿 日排水量达 149200m3/d,超 过允许开采量 ⒛800m3/d,这 是造成本

地区地下水资源紧缺的根本原因。而 1991年 连续发生的煤矿突水事故,造 成了大面积水井吊泵、干涸等事

件 ,加 剧了供水紧张状况 ,严 重影响了贾汪区的生活和生产秩序。1991年 9月 17日 ,韩 桥矿发生突水,

突水量达 43⒛ 0m3/d;10月 29日 南庄矿叉发生突水 ,突 水量达 ⒛⒛Om3/d。 突水事件使得岩溶地下水位

以 043~2m/d的 速度下降 ,几 十天内贾汪 自来水厂的 11眼 水源井 7眼 枯竭 ,其 余几眼井出水量严重衰

减 ,半 年左右城区 2楼 以上和边缘地带完全断水 ,人 均 日供水量由原来的 51L下 降为 15L,十 余家企业被

迫停产。水源危机一度成为贾汪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4 治 理环境问题的主要对策

对采空塌陷的治理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通 常采用的一些措施有 :① 回填复垦;② 利用塌陷区水

面发展养殖业 ;③ 处理后作为建筑用地。如贾汪区大吴镇段庄村投入 zO00万 元用于塌陷地治理 ,建 成 100

亩高产 良田和 1300亩 综合性生态养殖水面,每 年经济效益达 500多 万元。塌陷地处理后作为建筑用地对贾

汪城区o·l发 展有重大意义 ,贾 汪城区周围的采空塌陷比较早 ,在 自然条件下地面沉降大多已趋于稳定,一

部分可以作为建筑用地。但首先要做好地基工程勘察工作 ,要 采用先进的浅地震、地质雷达等勘探手段查

清地下有无残留空洞 ,并 结合钻探、触探等探测塌落堆积物的密实程度。然后采取必要的地基处理措施,

如爆破 、强夯、注浆或灌注砂石等。

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工作开展得较早 ,贾 汪地区的砖瓦厂大多利用煤矸石制砖 ,不 仅解决了煤矸石堆放

问题 ,而 且代替部分粘土 (一 般代替 硐 %左 右)制 砖 ,节 约了大量耕地。青山泉姚庄发电厂还利用煤矸石

发电,节 约了煤炭资源 ,变 废为宝。

采煤疏干排水造成贾汪城区供水紧张的问题 ,在 19%年 得到解决 ,根 据供水方案可行性论证 ,确 定开

发贾汪东约 25km处 的汴塘水源地供应贾汪城区。供水工程需资金 3000多 万元 ,按 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 ,由 各个煤矿按排水量分摊大部分费用。煤矿排水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韩 桥煤矿将煤矿排水处理后用

于生活供水和发电厂锅炉冷却用水 ,其 他煤矿的排水也多用于农田灌溉 ,缓 解了本地区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综上所述 ,煤 矿的大规模开采 ,对 环境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但 只要积极治理就能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

因素 ,将 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质地床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