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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山煤矿区煤尘产生的主要原因探讨

陈 振 民
郑州煤田地质学院地质系

,

郑州市

摘架 离山煤矿区有两层主要可采煤层 石炭系的一 煤和二迭系的二
,

煤
,

在同一矿井采用相同的采煤设备和采煤

工艺
,

当开采一 煤层时
,

几乎不产生煤尘
,

当开采二 煤层时
,

煤尘污染却十分严重 因二 ,
煤层在未开采前就遭到了

高 山巨型滑动构造的强烈挤压和揉磨
,

煤层结构和构造被破坏
,

使之成为硕粒细小的粉末状
,

为煤尘产生的物质条件
。

一 煤层因未受滑动构造影响
,

使其结构构造完整如初 因此
,

篙山地 区以及受滑动构造影响的相邻或其它地 区煤尘

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滑动构造对煤层的破坏程度
。

关橄词 篙山煤矿
,

煤层结构
,

煤尘
。

篙山煤矿区是指沿篙山山脉两侧分布的僵龙
,

荣

巩
,

登封
,

新密四煤田
。

西起焦支线
,

东至京广铁路
,

北临

黄河
,

南依箕山 图
。

区内主要可采煤层有晚石炭太原

组的一
,

煤层和早二迭系山西组底部的二
,

煤层
,

两煤层

倍 日平均浓度为
,

日平均浓度

为
, ,

低于或接近该地区的背景值 为
, 、

为
, 。

大峪沟煤工业广场

 为
,

是 背 景 值 的 倍 为

, ,

是背景值的 倍 为
,

等于

背景值
。

由此看出本区煤矿床的开发引起大气环境污染

的主要因子是煤尘
。

告山煤矿区煤尘产生的首要机理

图 高山煤矿区地理位置图

全 区发育 厚度稳定 一 煤层平均厚度为 左右
,

二 煤层厚度一般在 一 之间 ,煤质优 良 一 煤层

为中灰
、

低磷
、

高硫
,

二 煤层为低灰
、

低磷
、

低硫
、

高发热

量的无烟煤和贫煤 煤层埋藏浅
,

倾角小
,

开采技术条

件较为简单
。

除新密煤田中西部开采强度较大和其它煤

田局
一

部有地方小煤矿开采外
,

绝大部分地 区均未被开

采
。

在不久的将来
,

这里将是河南省的主要煤炭基地之

禽山煤矿区煤尘污染状况

河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

郑州市环境监测站曾分别

对僵龙煤田铁生沟煤矿
、

荣矾煤 田大峪沟 煤矿工业广

场大气中的总悬浮微粒
、 、

进行了监测
。

铁 生沟煤 矿工业广场大气 中的 日平 均浓度 为
,

是该地区粉尘浓度背景值 的

目前国内外普遍认为是采矿过程 中对矿层的破
、

装
、

运
、

卸
,

以及深加工等生产程序
,

为粉尘污染提供了

物质基础
。

但是
,

笔者通过对篙山地区 个煤 田生产矿

井的实地调查发现
,

该地区煤尘的产生与上述因素关系

不大
,

而主要取决于所开采的煤层
。

在不同的井田内开

采同一煤层
,

煤尘的产生量大致相同 而在同一井田内

或同一矿井中
,

即便是采用相同的采煤方法和采煤设

备
,

煤尘的产生量都因开采煤层的不同而显示出很大的

差别
。

如荣巩煤田大峪沟煤矿
,

 年投产以来
,

一直开

采太原组底部的一
,

煤层
,

煤尘污染甚微
,

但是
,

自

年开采二
、

煤层以来
,

煤尘的污染极为严重
,

下风侧的树

木沾染上了厚厚的煤尘
,

农作物也因煤尘的沽染
,

生长

受阻
,

籽粒较瘦小
,

甚至 出现空穆或枯萎
,

夏季农民不能

在室外乘凉
,

室内煤尘也到处可见
,

从而引起了严重的

矿村之间纠纷
。

经井下对一 煤层和二 煤层的观察对

比
,

二 煤层的开采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煤尘
,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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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煤层 在未开采之 前
,

其结构和构造就已遭到 了严重

破坏 使煤层成为松散的粉状
,

而一
,

煤层的结构构造却

保仔完好
,

即便是经过破
、

装
、

运
、

卸等工序
,

到达地面贮

煤场后仍然呈较大的致密坚硬的块状
。

两煤层的筛分试

验 更说明了这 一点
,

一 」
煤大于 粒级的大中块煤

占 二 煤仅有
,

相反
,

小于 粒级的末煤

却高达
。

二
,

煤层在未开采之前就成颗粒细小的粉末状
,

主

要是由于二
,

煤层的厚度大
,

分布广
,

相对于其上下的高

强度砂 岩
、

粉砂岩
、

泥质砂岩和石灰岩就是一个十分软

弱的岩层
,

在煤层形成之后的印支
、

燕山
、

喜山构造运动

的影响下
,

篙山地区 乃至 整个豫西地区
,

发生 了抬升和

断块掀斜作用
,

使地层重力失去平衡
,

从而导致地 层沿

相对软弱的岩层 二 煤层或其顶底板 发生规模宏大的

层间滑动
。

河南煤田地质公司李万程同志对本区地层的

滑动 滑动构造 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
,

他认为本区地层

滑动是多期多次的
,

并且每次滑动的方向也不同
,

总的

方向是先由北向南滑动
,

后 由南向北滑动
。

本来就比较

软弱的二 煤层在滑动构造的上盘和底盘相对挤压和反

复揉搓下
,

成为颗粒细小的粉末状
。

一 煤层因其厚度

小
,

距二
,

煤层较远
,

除其自身不具备滑动构造的条件

外
,

受上覆滑动构造运动的影响也不明显
。

因此
,

使其仍

然保留着原有的面貌
。

篙山煤矿 区二
,
煤层普遍遭受滑动构造的破坏

。

目

前
,

区内特征 比较明显
,

规模较大的滑动构造如图 所

示
。

在这些地段内
,

煤层破坏严重
,

细颗粒组分 占绝对多

数
,

如受米河一 贾峪滑动构造影响的谷 山井田
,

 

是小于 的粉煤 受大槐
、

扬家洼滑动构造影响的裴

沟井 田
,

小于 的粉煤占
,

在这些地段开采

二 煤层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煤尘污染
。

但是在滑动构造

不甚明显的地段
,

既没有形成宏观规模的滑动构
,

层间

滑动仍然存在
,

二 煤层同样会遭到一定的破坏
,

只是相

对弱一些
,

如 米村煤矿 位于 新密煤 田 二
,

煤层小于

粒级的有
,

新新煤矿 位于登封煤田 二 煤层

小于 粒级的有
,

在这些地段开采时
,

煤尘的

污染可能会相对轻一些
。

以上论述了滑 动构造对煤尘 产生的作用
,

但并不排

除其它因素的影响
,

如煤体和 空气的干湿程度
,

采煤机

械化程度等
,

在煤体和空气潮湿的条件下
,

粉尘再多再

细小也难于飞扬 对于同一煤层如果采用不同的采煤方

法和采煤设备
,

煤的破碎程度有很大的差别
,

一般来说

风镐采煤破碎程度较小
,

炮采较大
,

综合机械化采煤最

大
。

不过这些 因素在篙山煤矿区不如滑动构造作用明显

强烈
。

结语

图 篙山地区构造纲要图

滑动构造 龙门滑动构造 夹沟滑动构造 石坡滑 动构

造 米河
一

贾峪滑动构造 三李滑动构造 任岗

滑动构 造 山寺滑 动构造 圈门滑 动构造

芦店
一

大槐滑动构造 七里岗
一

杨家洼滑动构造

褶皱构造 高山背斜 箕山背斜 风后岭背斜 颖阳

大金店向斜 新密向斜

断裂构造 月弯断层 王口 断层 大槐断层 关 口断

层 薛店断层 高 山断层 草店断层

纸房断层 郭小寨断层 五指岭断层

高山煤矿 区主要开采二
,

煤和 一 煤
,

在开采二 煤

的过程 中
,

煤尘对大气环境污染严重
,

而煤尘的产生主

要是由于该地区极为发育的滑动构造对二
,

煤层的破

坏
,

使之在未开采之前就已成为颗粒细小的粉状
,

为煤

尘的产生提供了先天的物质基础
。

关于篙山地区的煤尘污染
,

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进

行防治
,

其一是改露天贮煤场为封闭式贮煤仓
,

这样即

可防止煤尘的污染又可避免煤炭的损失 其二是在生产

的各个环节 破
、

装
、

运
、

卸 中
,

加强喷雾洒水
,

增加煤和

空气的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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