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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康发能源有限公司达县保康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修改对照表
专家姓名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是否修改

完善

专家确

认签字

专家三

1.明确矿区矿井开拓方

式的采区划分，以及开

采现状涉及的开采区

域、标高、开采煤层等

P23-24已补充一、二采区为上

山采区，位于+220m水平以上；

三、四、五采区为下山采区，

位于+220m水平以下；分别简

介外连煤层、内连煤层、K23

煤层的开采区域和标高，其余

煤层未开采。

☑ 是

□ 否

2.细化矿区所涉及的 3
条溪沟水文情况

P42-43已补充3条溪沟的沟长、

汇水面积、沟谷两岸坡度、水

流量等水文情况

☑ 是

□ 否

3.调整“（六）矿体地质

特征”至“（三）工程地

质”之前

已将“矿体地质特征”调整至

“工程地质”之前 P39
☑ 是

□ 否

4.校核“（三）工程地质”

关于岩体结构与实际表

述的工程地质岩组内容

之间的一致性；核实泥

岩、粉砂质泥岩、钙质

泥岩、炭质页岩、煤层

等为半坚硬岩组的正确

性，以及与变形破坏、

稳定性的一致性；对于

井巷围岩稳定性表述

“而炭质页岩、泥质页

岩和煤层的力学强度

低，属坚硬-半坚硬工程

地质岩组。煤层顶、底

板为砂岩、砾岩，岩层

稳定，抗压抗风化能力

强，稳定性好，属坚硬~
半坚硬工程地质岩组，

整体介于半坚硬和坚硬

之间，易发生顺层剥离、

滑坡、底鼓等现象”出

现的相互矛盾进行校核

P41修改泥岩、粉砂质泥岩、

钙质泥岩、炭质页岩、煤层等

为较软岩组，稳定性较差；砂

质岩为主的较硬岩组稳定性较

好；炭质页岩、泥质页岩和煤

层的力学强度低，属较软岩组；

煤层顶、底板为砂岩、砾岩，

岩层稳定，抗压抗风化能力强，

稳定性好，属半坚硬工程地质

岩组，整体介于半坚硬和坚硬

之间，不易发生顺层剥离、滑

坡、底鼓等现象 P42。

☑ 是

□ 否



专家三

5.完善水文地质特征表

述。明确界定矿区内各

含水层类型，特别是自

流井组、新田沟组;明确

地下水类型属于潜水或

承压水；明确各地下水

类型、含水层在补径排

和埋藏之间的水力联

系，补充矿床充水因素

（充水水源、充水方式、

充水强度）补充矿产勘

查获取的水文地质参数

情况；明确现状矿井排

水及对应剖面图的含水

层划分与现状疏干影响

层位和范围，并充分考

虑相邻历史矿山的分布

与影响

P43-47补充自流井组为砂岩裂

隙含水层（潜水），其余含水层

地下水类型属于承压水；新田

沟组为泥岩隔水层；已补充各

含水层的 K值；地下水的径流

模式：大气降水→岩层裂隙→
含水层→采空区→巷道→地面

沟谷；矿山现状开采外连煤层、

内连煤层、K23煤层，主要疏干

珍珠冲组（J1zh）底部砂岩复合

含水层、须家河组第七段二亚

段(T3xj7-2)和第六段(T3xj6)砂岩

裂隙含水层，以漏斗的形式疏

干，保康煤矿北部、南部及西

部受相邻煤矿影响，疏干区范

围外延至采空区外 800～
1000m，东部不受相邻煤矿影

响，疏干区范围外延至采空区

外 600～800m；保康煤矿相邻

矿六个，其中，保留生产矿两

个，分别是：金刚煤矿、斌郎

煤矿。关闭矿四个，分别是：

金福源煤矿、新桥煤厂、寿田

嘴煤矿、碾子湾煤矿。其中，

斌郎煤矿、碾子湾煤矿与保康

煤矿范围距离较远，基本上无

水力联系，其采空区水对保康

煤矿范围内的开采基本无影

响；金刚煤矿、金福源煤矿、

新桥煤厂、寿田嘴煤矿边界留

设有约 80m的矿界煤柱，矿间

无水力联系，对保康煤矿无影

响。

☑ 是

□ 否

6.完善地质环境问题现

状相应表述。对于 H1滑
坡、地面塌陷、矸石堆

等应补充相应的平面和

剖面，滑坡范围应在平

面上正确圈定（边界符

合规范）影像上需團定

平面范围、确定影响范

围，剖面图应符合滑坡

的基本特征;采空区塌陷

应修改为采空区地表变

P74已补充并修改相应的平剖

面图和影像图；采空区塌陷应

修改为采空区地表变形；P85
补充采空区影响范围内建筑物

照片，现场调查未见房屋开裂，

采矿现状对地表影响轻；P79
已补充煤矸石沿堆积的坡体纵

向剖面；P108保康煤矿地下水

PH值、硫酸盐、氯化物、铁、

锰、锌、钠、硫化物均符合Ⅰ

类水域标准，总硬度、氮氨、

☑ 是

□ 否



形，结合开采现状分析

三带及安全采深的符合

性与地表影响，地表影

响还需说明建筑物变形

与破坏情况；煤矸石堆

需补充沿堆积的坡体纵

向剖面，制面应与实际

调查的地形地貌一致，

显示堆积体实际特征。

水土环境现状应结合测

试成果，对照相应标准

逐项单指标和综合分析

评价指标符合性，井与

勘查成果对比说明其变

化。含水层疏干应结合

现状排水量，采用有压

转无压大井法计算疏干

影响半径，校核水文地

质参数

亚硝酸盐均符合Ⅱ类水域标

准，综合各项水质指标均满足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Ⅱ类水域

标准，其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较好。相比勘查阶段基本无变

化；P116杨家河沟 PH值、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石油类、铁、锰、砷、铅、隔、

汞、铬、硫化物均符合Ⅰ类水

域标准，氮氨均符合Ⅱ类水域

标准， 总磷均符合 III 类水域

标准，综合各项水质指标均满

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水域标

准，相比勘查阶段基本无变化；

P112修改为“大井法”承压转无

压公式进行估算

专家三

7.完善地质环境发展趋

势预测相应表述。矸石

堆等应结合最终清理和

堆积状态进行预测，相

应剖面图采用最終状态

的恢复设计剖面。含水

层破坏应采用现状分析

和校核的水文地质参数

正向反演最终采深的涌

水量，在观测数据不齐

和相关分析欠缺情况

下，不宜采用比报法。

修改地表塌陷范围的表

述为地表移动变形

影响范围，相应的水土

质量检测成果纳入现状

分析，预测说明措施变

化和发展趋势。校核泥

石流发育评价。当有涵

洞工程时，其水动力条

件减弱，形成水石分离，

其打分法评价的评分需

调整

P90-93矸石山 1的矸石基本上

清运完毕，今后无变化；矸石

山 2处于稳定状态，今后无变

化，矸石山 3修改为清运完毕

的最终剖面；P112水文地质采

用现状和校核的水文地质参数

正向反演最终采深的涌水量，

采用“大井法”承压转无压公式

进行估算；预测涌水量由 235.3
m3/h修改为 894 m3/h，预测疏

干面积由 5.39km2修改为

10.15km2；地表塌陷范围修改

为地表移动变形

影响范围；P118已将相应的水

土质量检测成果纳入现状分

析，矿山下一步开采与当前开

采方式相同，规模也不会发生

变化，不会引入新的污染源，

今后影响基本无变化，P95因
水动力减弱重新打分由73分变

为 68分

☑ 是

□ 否



8.完善“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评估”综述。归纳现

状、预测简要结论，评

定相应影响危害对象、

危害程度、危险性

已补充现状、预测简要结论

P118-119
☑ 是

□ 否

专家三

9.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可行性分析内容，加

强针对性。针对地质灾

害，对 H1 滑坡进行治

理、对地表变形进行矿

渣回填、动态观测和裂

縫填塞，做好搬迁预案，

对矸石堆进行清理和档

护、复绿；针对含水层

破坏做好闭坑的井口封

闭；针对地形地貌景观

破坏以清除坡体矸石

堆，复绿为主；工业广

场等复耕、复绿；水土

污染以污水处理为主等

措施均是可行的，相应

的难度小至中等

已按照表述进行修改，并增加

与何家村村委会建立“群测群

防”联动机制，做好预警、逃

生撤离路线等应急措施 P135

☑ 是

□ 否

10.核实各土地占压范围

的复垦方向，应尽量结

合地形特征等恢复为耕

地

因矸石堆长期堆放后存在淋滤

水对地面土壤的长期影响，影

响农作物生产；按照复垦专家

要求矸石堆复垦为林地，其他

平坦场地均复垦为耕地

☑ 是

□ 否

11.完善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措施。明确 H1滑坡治

理措施；含水层破坏修

复宜考虑到地下开采，

临时性排水，在闭坑后

做好井口封闭可有效促

使地下水的恢复，关键

是防止地面移动变形产

生，故在预留煤柱、充

填等方面应加强；水土

污染的防治是理清污染

源并有效治理和处理，

并考虑处理后水的综合

利用

P158H1滑坡已经建有挡墙和

截排水沟，本方案以监测为主；

P157修改预防措施加强预留煤

柱，坑内的矸石尽量用于采空

区的充填；P157井下涌水和生

产生活废水经污水处理池处理

达标后进行综合利用，用于地

面消防用水，矸石山降尘用水，

地面生产用水等。

☑ 是

□ 否



12.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和数据库建设的设计

与建议。重点放在地表

移动监测，应形成剖面，

采用测量、GNSS、Lidar
等监测手段；地下水、

地表水影响监测以定

点、定期取样检测为

主；土地占压与损毁、

地形景观变化以无人机

定期对比监测为主。补

充数据库建设要求

P175矿山应按照相应规范要求

建立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和数据

库，着重加强地表移动监测；

P178地表移动监测采用 GNSS
自动监测手段形成控制性剖

面；P179设计定点地下水监测

点 2个，地表水监测点 2个，

每年两次定期取样送检；P182
土地占压与损毁、P180地形景

观变化修改为无人机航高

400m、航向重叠度 80%、旁向

重叠度 80%、6.3cm/像素的分

辨率定期对比监测；P175已补

充建立数据库建设要求

☑ 是

□ 否

专家三

13.完善平面图。各平面

图的图例摆放应突出图

面主题，补充影像图比

例尺、方位。地质环境

问题现状图、预测图需

完善评价表，校核疏干

范围和移动变形影响范

围（图切剖面圈绘）土

地损毁现状图需将图内

标注外放，图内做好编

号和标记

已将各平面图中的重要图例放

至最前面；无人机影像图中补

充线段比例尺和指北针；地质

环境问题现状图、预测图中评

价表补充评定相应影响危害对

象、危害程度、危险性；通过

图切剖面圈定新的疏干范围和

移动变形影响范围；土地损毁

现状图需将图内标注外放，图

内做好编号和标记

☑ 是

□ 否

14.完善剖面图。补充水

文地质图，明确含（隔）

水层、疏干的影响范围

附图28～29已补充水文地质图

并明确含（隔）水层、疏干的

影响范围 P111

☑ 是

□ 否

15.补充监测工程布置图
已补充监测工程布置图，附图

30
☑ 是

□ 否

16.完善井口封闭设计

图。建议采用中风化以

上围岩段的混凝土栓塞

封堵

修改为采用中风化以上围岩段

的混凝土栓塞封堵 P159
☑ 是

□ 否

填表说明：

1.“修改情况”一栏应详细填写修改内容，并说明文本页数、图件册页数或附件页数；

2.“是否修改完善”一栏应在评审专家确认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由评审专家在方框内打“√”；

3.“专家确认签字一栏”应在专家签字下方注明签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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