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要更好地为矿产资源开发服务

余 需

一
、

回顾主要成绩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

是矿产勘

探和矿 山开发阶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
,

它

直接关系到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和矿 山安全生

产
,

提供的资料要能够作为矿山开采设计的

依据
。

我国的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

是

在新中国成立后
,

随着地质事业和矿山建设

的蓬勃发展
,

在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实践

中开展起来的
。

全国现已有 3 7 0 0多人的专业

技术队伍 (含地矿
、

煤炭
、

冶金
、

有色
、

化

工
、

核工
、

建材等部门 )
。

建国以来
,

全国在已探明的 1 37 种矿产

的 1 5 7 5 0个勘探矿区中
,

均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

为全国县以

上的六千多个已开发利用和正在建设的国营

矿山
,

提供了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
,

满足了矿山开采设计的需要
,

为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了贡献
。

目前
,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陈伍
,

已

是一支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
、

能够解决各种复杂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

的专业技术队伍
。

在矿坑涌水量预测上
,

采

用数值模拟和物理模拟的方法有所提高
,

随

机模拟
、

系统理论
、

信息论等已应用于建立

数学模型
,

电子计算机在矿坑涌水量预测中

已比较广泛的应用
。

流量测井仪
、

钻孔透视

仪
、

超声成象测井仪
、

遥测水位计
、

多孔水

位自记计
,

以及水文物探
、

水文地球化学方

法
、

同位素示踪等新技术新测试方法
、

地下

水非稳定流的理论和方法
、

岩石力学的理论

和方法
,

均已在矿区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工

作中应用与推广
。

二
、

主要的经验与展望

(一 ) 开展矿山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回访

调查有利于提高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的研究水平
。

开展矿山回访调查的 目的是通过已经开

采的矿山
,

验证原有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勘探成果的作用和效果
,

并在开采实践中总

结经验教训
,

指导今后的矿区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勘探工作
。

1 9 7 7 ~ 1 9 7 8年
,

在地质部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局的 统一组 织领 导下 和冶

金
、

煤炭
、

化工
、

建材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及

有关矿山的密切协作下
,

选择了五十五个重

点岩溶充水矿山进行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回

访调查
。

1 9 8 2 ~ 1 9 8 5年
,

全国矿产储量委 员

会又组织有关省
、

自治区储委
,

完成了十七

个典型矿山的工程地质回访调查
。

通过回访

调查
,

了解了矿山开采过程中出现的水文地

质和工程地质问题
,

验 证了 以往 的勘 探工

作
,

深化了对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的

认识
,

总结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的方

法和经验
,

也有利于提高矿区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科学技术理论水平
。

这是一项基础研究

工作
,

今后还应继续开展下去
。

(二 ) 要正确评价大水矿床
`

我国在大水矿床的水文地质勘探试验和

评价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结合我国国

情
,

从总结经验
,

讲求经济效益
,

有利于工

作出发
,

对工业价值已经初步肯定的大水矿

床
,

在结束初勘转人详勘阶段之前
,

可超前

进行专门水文地质勘探
。

从完整的水文地质

单元考虑
,

采用综合手段
、

综合评价的方法
,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
。

要针对矿床充水的主要

含水层
,

布置大 口径
、

大流量
、

大降深和较

长时间的群孔抽水试验
,

以暴露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问题
,

搞清边界条件
,

获得水文地质

参数
。

要对矿坑涌水量作出预测和 评价
,

为

能否转人详勘和开发提供可行性研究的技术

评价依据
。

实践和经验证明
,

这是一种多快

好省的办法
。

(三 ) 要全面地对矿区排水和洪水的结

合进行评价
。

大水矿床要走排供结合
、

统一管理
、

综

合利用
、

综合评价的道路
,

既要减少地下水

对矿床开采的威胁
,

又要作为供水水源充分

利用
,

发挥其综合经济效益
。

大水矿床的排供结合
,

要因地制宜
,

要

认真研究
,

落实具体问题
:

1
.

要分清排供的主次关系
,

以矿 山 安

全为首要前提
,

立足于排
、

排供结合
。

2
.

排供结合要根据不 同矿区 的具体条

件和需水量要求
,

全面考虑
,

统一安排
。

可

山矿山和有关部门
,

根据矿山建设的排水情

况和当地需要来安排
,

要落实地面供水建设

措施和统一管理问题
。

3
。

矿坑排水的利用
,

要根据用水目的
,

确定是直接利用还是净化处理后利用
,

是分

散供水还是集 中供水
。

要充分考虑到丰水期

和枯水期排水量的变化
。

要保护水源
,

防止

污染
。

4
.

排供结合的水量计算
,

要从处 于 同

一水文地质单元的水文地质条件全盘考虑
。

要考虑到地下水流场的相互干扰
,

分别计算

疏排水量和有保证程度的供水开采量
,

除了

计算正常水量外
,

还要分别预侧丰水期的最

大矿坑疏排量和枯水期的供水开采量
,

以作

为矿山开采设计和供水水源的依据
。

5
。

大水矿床在勘探阶段要尽 早建 立地

下水
、

地表水动态观侧系统
。

基建阶段要加

强矿山水文地质工作
,

把防治水工作做在前

面
。

要做好开发阶段矿坑实际排水量和水位

动态的监测记录及水情预报
,

掌握规律
,

采

取有效的综合防治水措施
,

保证矿山安全生

产
。

(四 ) 要重视矿区工程地质工作
。

矿区工程地质工作是矿产勘探和矿山开

发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

起步较晚
,

以往

对此项工作是重视和注意不够的
,

今后在矿

产勘探和矿山开发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

做好这项工作
。

要结合矿山开拓方案
,

对坑

道顶底板的稳固性和露天采矿场的边坡稳定

性作出评价
。

随着矿 山开采深度的 日益增大
,

出现了

高地应力等问题
,

给深部工程地质评价提出

了新的要求
。

要对深部岩石力学性质进行深

入的研究
,

并通过理论分析
,

模型试验
,

数

值计算和现场监测等手段
,

对围岩的应力变

形和酮室稳定性等问题作出预测和 评价
。

随

着近几年来新的开采工艺的出现 (如煤的地

下气化开采
、

水力开采等 )
,

对 工程 地质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我们应有所淮备
。

岩溶地面塌陷是岩溶充水矿床一个比较

突出的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问题
,

危害极大
。

要在调查研究岩溶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的基

础上
,

结合地球物理方法测定塌陷分布
,

预

测可能产生地面塌陷的地段
,

为预防塌陷提

供依据
。

要进一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对塌陷

形成机理进行研究
。

(五 ) 要做好底板进水为主的岩溶充水

矿
`

床 的钻孔加深及底板突水的预测
。

I谊着勘探深度和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大
,

底板 突水对开采的威胁越来越大
,

尤以岩溶

充水的煤矿床为严重
。

要对矿层底板隔水层

和含水层以及断层的导水性详细研究
,

要有

一定数量的地质钻孔在 穿过 矿层 后继 续加

深
,

用以揭露和控制下伏隔水层及岩溶含水

层的发育地带
,

以查明岩溶发育程度
、

富水

性
、

水压以及隔水层的岩性
、

厚度
、

稳定性
、

裂隙发育程度
、

隔水性能等
,

为预测底板可

能突水地段提供依据
。



(六 ) 要对矿区热害和气害进行评价
。

我国有些矿区处于地热异常带上
,

随着

勘探和井探深度的增加
,

出现了热害
。

热害矿区要对热害在矿床开采中造成的

影响和危害进行评价
。

要对地温和井温进行

观测
,

查明地温场特征
、

地温梯度
、

恒温带

的分布和深度
、

岩石热导率
、

热水分布
、

来

源和控制因素
、

水温
、

水压
、

水量
、

化学组

分
,

为经济合理降温和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

还要把地热害和地热利用结合起来研究
,

提

出热水防治和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

充分利用

疏排和热水
。

气害也是影响 矿床 开采 的一个重 要问

题
。

我国有些与近期 岩浆 活动 有关 的铀矿

床
,

含有气体
,

当钻孔揭露含气层 (带 ) 后
,

气
、

水
、

泥沙一齐喷出井 口
,

给勘探和开采

带来困难
。

对于气害矿床
,

要对气体可能造成的危

害进行评价
。

要测定气体的压力和温度
,

查

明含气带 (层 ) 的层位和深度
,

气体的分布
、

来源和控制因素
,

气体的化学组分
,

为防治

措施提供依据
。

(七 ) 矿区水文地质勘探要结合矿坑涌

水量预测方案来进行
。

矿坑涌水量是评价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程度的主要定量指标
,

也是提供作为矿 山

开采设计和排水疏千的主要依据
。

矿坑涌水

量计算的数学模型要建立在正确的水文地质

模型基础上
,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是矿坑涌水

量计算的首要前提
。

因此
,

矿区水文地质勘

探部署要密切结合矿坑涌水量预测方案来考

虑
,

以满足涌水量计算所需的资料
。

过去有的矿区工 作范 围局 限于 矿床地

段
,

没有从区域和整 个水 文地 质单 元来考

虑
,

待勘探结束进行矿坑涌水量计算时
,

才

发现边界条件不清
,

计算所需的数据不足而

来不及补救
,

最常见的是忽视了对矿区外围

进行必要的水文地质工作和观测工作
,

这是

应该吸取的教训
。

矿坑涌水量计算要密切结合矿山开拓方

案来进行
,

要计算第一开采水平 (或基建开

拓水平以上中段 ) 的矿坑涌水量和估算下一

开采水平的涌水量
,

还要计算正常涌水量和

最大涌水量
。

要继续从实践上和理论上研究岩溶充水

矿床
,

特别是以暗河管道充水为主的矿坑涌

水量预测方法
,

要逐步建立起不同矿床水文

地质类型
,

各种边界条件的矿坑涌水量计算

的数学模型和通用电算程序
。

要针对矿坑涌

水量计算中存在的大降深
、

承压转无压的特

点
,

以及产生三维地下水流问题和非线性流

态向题
,

矿坑瞬间突水量的预测等问题进行

深入的研究
。

( 八 ) 要重视开展矿区 ( 山 ) 环境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工作
,

要对矿区环境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问题进行评价
。

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矿区环境带来很大

变化
。

有些矿山
,

特别是硫化矿床形成的酸

性矿坑水和铀矿床的放射性污染
,

如不经处

理排放出去
,

将会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

染
。

矿区强烈抽水和矿山长期疏千排水
,

不

但破坏了地下水资源
,

而且还产生区域地下

水位下降
,

泉水流量减少或干涸断流
,

造成

供水紧张
。

在岩溶充水矿区
,

还产生岩溶地

面塌陷
,

在滨海地 区产生海水入侵
,

造成地

下水质恶化的后果和危害
。

,

采矿引起矿坑突水
、

突泥
、

地面开裂
、

沉陷
,

露夭采矿场边坡垮塌和滑动等问题
。

因此
,

在勘探和矿山开发阶段
,

要开展环境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研究工作
,

查明矿产

资源开发可能引起的环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问题
,

要对矿区环境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现象

进行监测
、

评价和预报
,

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来保护环境
,

并把它列为矿区 (山 ) 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
。

(九 )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的发

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

这是提高矿区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工作水平的关键
。

要加强生产
、

科研和院校之间以及有关

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
,

开展专题的总结研究

工作
。

要抓好科技人员的业务培训
,

增长新

知识
,

提高专业队伍的素质
。

要加强国内外

科技动态和信息情报的交流
,

积极引用新理

论
、

新技术
,

推广应用新的勘探技术与测试

手段
,

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方法
,

如航卫片

解释
,

地球物理勘探
,

水文地球化学
,

同位

素示踪等有效方法
。

要进一步普及推广地下

水非稳定流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岩石 力学的理

论和 方法
,

要应用数学模型并借助电子计算

机
,

来预测矿坑涌水量 和评 价工 程地 质条

件
。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要适应 当前

改革新形势的需要
,

改变不管矿区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条件简单或复杂
,

一律分兵把守的

组织形式
,

可以考虑建立矿区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专业化队伍
。

要改革现有各部门的矿区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规范
,

制定具有我国特色

的全国统一规范
。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

作要从简单的矿区解脱出来
,

把工作重点放

在复杂的勘探矿区
。

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

下
,

路子要走得宽一些
,

要扩大服务领域
,

如承包矿区 (山 ) 供水勘探
,

环境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调查
,

厂矿工程地质勘察等工作
,

以满足地方的需要
,

又增加对外的收人
。

要

积极为
“

老
、

少
、

边
、

穷
”

地区的脱贫致富

服务
,

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发展 的 需 要 与可

能
,

为其找水打井
,

进行小型水利建设的工

程地质勘察
,

开展矿泉水开发利用的调查评

价以及旅游地质调查等工作
。

(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 )

罗马尼亚的储量

审批管理

曾东 陈华彦

罗马尼亚地质工作管 理 有 几 次变动
。

1 9 7 1年以前为地质委员会
; 1 9 7 1~ 1 9 8 1年改

为矿业
、

石油
、

地质部
; 1 9 8 1年以后分设矿

业部
、

石油部
、

地质部
。

地质工作管理的突

出特点是
:

管理集 中
,

层 次 清 晰
,

衡接默

契
,

为矿山建设服务思想明确
。

地质部地质
、

地球物理研究所负责基础

地质研究
、

专题攻关项目 , 地质部所属的地

质
、

地球物理普查企业
,

担负全国战略性普

查找矿
、

物化探找矿工作
。

工作成果 (地质

图
、

成矿预测 图
、

预测储量资料 “ ·

…等 ) 直

接提供给地质部地 区普查勘探企业 (有关油

气普查资料提供石油部 ) 使用
; 地质勘探工

作由地质部七个地区普查勘探企业负责 (石

油除外 )
,

对复杂矿床有时要进行试采工作
。

所获成果为矿业部门使用
。

关系十分密切
。

在储量管理方面
,

地质部通过
“

部际矿

产储量审批委员会
”

(相当我全 国 储委 ) 的

日常办事机构— 地质部地质储量
、

协调局
,

掌握全国正式审批的地质矿产储量及变更情

况
。

部际矿产储量审批委员会是审批各种矿

产储量报告的国家机构
。

由七个部委的 22 名

成 员组成
,

由地质部长兼任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