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府煤田地处西北地 区最

东端 的陕北地 区
,

它 以 其煤炭

储量 大
、

煤质优
、

地质构造简单
和开采容易而成 为我国煤炭工
业战略西移的首选基地

。

近年

来
,

随着煤 田的 开发建设
,

相继

幕霉 了一系列环境 问题
,

如水

土流失
、

土地沙化等
。

它 的产生

原 因
,

一是矿 区所处的特殊地
质环境条件

,

二是人类工程活

动
。

神府煤 田地处 陕北黄土 高

原北 部 与 毛乌素 沙澳接壤地
区

,

地形西北 高东南低
,

海拔 高
度 9 1 0一 1 3 8 o m

。

区 内黄土沟谷

纵横
,

沙丘连绵
。

气候属大陆半
干 早

、

干 旱 气候
。

年 降 水 量
1 0 8

.

1 一 8 1 9 m m
,

平均 4 3 6 m m
,

蒸发童 1 7 9 0 m m
o

区 内具供水意义的含水层
为 第四系 萨拉乌苏组 ( Q 35 ) 松
散沙孔陈潜水含水层和休罗 系

烧变宕含水层
。

萨拉乌 苏组岩

性为灰黄
、

浅灰及黄揭 色中细

沙
,

厚 。一 1 4 4
.

7 5 m
,

一般 3 0一

5 0 m
。

下伏为延安组 ( J Z y ) 隔水

层
。

其沉积厚度受控于休 罗 系

顶面 古地形
,

在古 沟 系 中厚度
大

,

向边缘逐渐变薄甚至缺失
。

据大量抽水资料
,

单位 涌水量
0

·

1 6 ~ 2
·

1 1 1 / s ·

m
,

渗透系数
1

.

2 7 ~ 1 4
.

8 3 m / d
,

一 般 5 一

10 m / d
。

富水性中等至强
。

接受
大气降水入渗补给

,

入渗系数
0

·

4 1 ~ 0
·

7 0
。

水平逗流
,

自然排
泄

。

单泉流量 10 一 30 4 1/
5 。

烧变

岩是 由 煤层 自燃使围 岩 受 热
“
变质

” 而形成的 一种碎裂结构
岩质

,

接受 降水及萨拉乌 苏组

地下水的转化补给
。

富水性强
( 见《 中国地质 ))1 9 96

.

4 )
。

单位
涌水童 0

.

3 9一 8 8
.

6 7 1 /
s ·

m
。

渗透 系数 4
.

5 6一 1 6 3 1
.

3 o m / d
。

两 主 要 含 水 层 水 质 均 为

H C O 。

一 C
a

或 C a ·

M g 型水
,

矿

化度 < 0
.

5 9 l/
。

神府煤田开采对象为延安

组 (J
2 , ) 煤层

。

近期 开采浅 部
1一 2 、

2 一 ,

号煤层
。

煤厚 3 ~ g m
,

一

般 4 ~ 6 m
。

煤层平缓
,

倾角 < o3
,

埋深 50 一 8 0 m
。

煤层顶板为砂
岩

、

泥岩 互层
,

单轴抗压 强度

34 0 M aP
,

属软弱 至 中硬岩石
,

其层面发育
,

岩体质量 中等至

差
。

R Q D 值 o ~ 5 5 %
。

易胃落
。

练上所迷
,

地表岩性松散
,

植被稀少
,

地形起伏较大
。

矿区

水资派贫乏
,

地质 生态环境脆
弱

。

抗污染破坏的能力极差
。

因

此
,

神府煤田开发规模及速度
,

必须科学合理
。

神府煤 田 开发以 来
,

大童

地面设施的修建挤 占了 区内极
为有限的 河流沿 岸农田

,

据有
关资料 ( 范肖梅 1 9 9 5) 煤田开发
以 来破 坏地表植被 1 7 7 4 2 万

m
Z ,

侵 占农田 6 2 9 5 万 m
Z 。

年增

加水土流失 2 7 8。 万 m
3 ,

年增土

壤侵蚀 4 5 1 4 万 m
3 。

增加入黄河
泥沙 2 0 19 万 m

, 。

使部分地段水

土 流失骤增
,

土地沙化增速扩

展
。

神府煤田浅部谋层的开采
,

还使浅层地下水源受到破坏
,

并相应产生 大童地裂缝
,

导致

地面沉降
,

地下水位下降等
。

地

面设施的兴建
,

还引发 了 一些

地质灾害的产生
。

未来大规模
开采后

,

歼石 山 的环境 问题也
是不可忽视的

。

因 此
,

一 定要重视神府煤
田的环境保护

。

首先应加强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 的研究

。

神府地 区煤炭分
布广

,

而水源缺
,

因此应 充分利
用 有限 的 水 源 为 煤 田 开发服
务

。

在矿井合理布局上
,

应从战

略高度考虑
,

而不应只顾眼前
利益

。

如乌 兰木伦河沿岸矿井
密布

,

是未来环境破坏最严 重

的地 区
。

笔者认为
,

目前神北矿
区 以 大柳塔犷 ( 年产 6 00 万 )t

为 中心
,

把现有的几个犷建设

好
,

规模不宜再扩大
。

新民矿区

在供水水源 未彻底解决前
,

只

能建 2一 3 对中小型井
,

规模为

年产 1 50 万 t 以下
,

偷神矿 区资
源条件好

,

开采条件优于神北
、

新民 区
,

且水源较丰 富
,

可建 2

座大型矿井
。

在煤炭利用 方面
,

除外运
原

、

精煤外
,

还应进行综合利用

的研究并利用 当地丰富的劳动

力 资源
,

促使煤炭就地转化
。

减

轻环境负担
。

在矿区开发的 同 时要大力

开展污水净化
、

土地复垦
、

植树
种草等

。

另外在工程建设设计
时

,

应充分考虑环境效益
。

(陕西煤田地质局 1 85 地质队 )

.范立民

神府煤田地质环境持汪及保护对策

一 2 9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