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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煤矿区地质灾害与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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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查了矿区地层岩石的性质及分布
、

地质构造及活动构造
、

地貌的类型及分布等灾害

地质背景
，

阐述了地质灾害的类型
、

成因
、

分布和致灾程度
，

提出了防减灾害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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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陕西渭北煤矿区东起韩城
，

西至铜川耀

县
，

包括韩城
、

澄合
、

蒲白和铜川 �个矿务局
。

矿区年产原煤约 ����万 �。

渭北煤矿区处于

关中平原北侧
，

建成早
，

规模大
，

人 口密度高
，

经济发达
。

由于矿区所处地质环境及矿区开

发中人类一工程活动
，

矿区范围内存在严重

的多类型的地质灾害
。

特别是近年来矿区建

设发展加快
，

但又缺少长远的地质环境规划
，

因而使矿区地质环境急剧恶化
，

地质灾害频

繁发生
，

严重威胁着矿区的安全与发展
，

并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 区域地质环境

地质灾害是在一定的地质环境中发生

的
，

是以区域地质为基础的
。

渭北煤矿区的地

质灾害和矿区地质构造特征
、

岩石地层组成

及地貌形态等条件有关
�
从区域地壳稳定性

—现代地壳活动对工程安全的影响来看
，

则和矿区新构造运动的性质有关
。

�
�

� 矿区的地层与构造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下古生界石灰

岩
，

厚约 ��� � �上古生界砂岩
、

泥岩含煤岩

系
，

地质灾害多发生在此地层中�零星出露的

新生界第三系和广泛发育的第四系黄土
，

黄

土是重力型地质灾害主要发育的地层
。

渭北矿区处于鄂尔多斯台向斜南缘
。

台

向斜 自更新世以来表现为大面积
、

大幅度的

上升
，

上升幅度 �����������
。

矿区含煤地

层表现为向北缓倾斜的单斜构造
，

构造简单
。

但矿区边部以石灰岩为主的地层构成了断褶

翅起带
，

地貌上表现为低山带
。

它是一个比台

地内部更为活跃的强烈上升带
，

而且构造强

化
，

断裂发育
。

与之相邻的渭河地堑则是一个

急剧的大幅度下沉区
，

使得侵蚀基准面大大

降低
，

导致矿区水系急剧下切
。

如黄河在禹门

口以上为著名峡谷段
，

韩城桑树坪矿区注入

黄河的水道多以直角交汇
，

或以钝角�倒钩

式�及悬空式注入黄河
。

渭北矿区的几条较大

河流
，
主河谷均发育有多级基座阶地

，

高砾石

层分布于山坡中部或低山顶部
。

河流穿过石
“

灰岩山地时多呈峡谷或谷中谷地貌
。

这种高

陡的边坡为重力型地质灾害的产生提供了

条件
。

新构造活动中的断裂活动
，

以韩城矿区

，
煤炭科学基金项 目

，

��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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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恩科等
�

渭北煤矿 区地质灾害与防治对策

最 明显
，

韩 �城�一合�阳�大断裂更新世以来

升降幅度在 ��� � 以上川
，

也存在错开黄土

层与冲积层的第四纪断层
。

煤矿区内的地裂

缝
、

矿区东部的地震活动等都表明
，

这里新构

造活动是很强烈的
。

�
�

� 矿区的地貌特征

渭北煤矿区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缘
，

基岩被大面积黄土覆盖
，

属土地貌区
，

矿区外

缘是断续分布的由下古生界石灰岩构成的低

山山地�称北山山地�
，

山顶不同程度也有薄

的黄土分布
。

标高在 ���� 以上的山地一般

裸露基岩
，

为剥蚀地形
。

从大的地貌区划来

看
，

渭北矿区可划分出 �个地貌单元
�

�
�

韩城黄土斜梁区 为黄土
“
戴帽

”
山

地
，

表现为黄土斜梁地貌景观
�

�
�

澄合一蒲白黄土台源区 第四系厚

度较大
，
地形平坦开阔

，
基岩仅见于深切沟谷

之底部
，

表现为切割的黄土台源地貌
�

�
�

铜川黄土残源梁弗区 基岩被大面

积黄土覆盖
，

老的黄土源受到强烈的切割
，

在

大的沟谷两侧表现为梁命地形
，

构成明显的

波状丘陵景观 �

�
�

北山山地一剥蚀构造低山区 由石

灰岩构成
，

断续分布于渭北矿区之外缘
。

渭北煤矿区总的地貌属于黄土台源边缘

区的侵蚀类型
，

沟深坡陡
，

地形切割密度大
。

黄土的特殊物理力学性质�节理发育与湿陷

性等�
，

大大提高了灾害的危害程度
，

如黄土

崩塌
、

滑坡及采空区沉陷等
。

黄土是地质灾害

产生的静态背景
。

� 矿区地质灾害概述

矿区内地质灾害主要有地震
、

活动断裂
、

滑坡
、

崩塌
、

地面裂陷
、

土壤侵蚀及泥石流等
。

�
�

� 地震

渭北矿区时有中
、

小型地震发生
，

尤以矿

区东部为多
。

如韩城矿区 自公元前 ��� 年以

来
，

曾有 �级以上地震发生
，

震级超过 �级的

两次川
，

据韩城地震台记录统计
，

当地 ����

年至今
，

震级 ���级的有 �� 次之多
，

每年

有 ����� 次 �级以下地震
。

澄合矿区也曾有

�级以上地震发生
，

韩城
、

合阳被划为陕西省

地震危险带
，

认为其有发生 �级以上地震的

地质背景
。

铜川矿区为相对稳定区
，

但其地震

烈度则位于 �度区边缘
，
防震工作亦不可

忽视
。

�
�

� 活动断裂

活动断裂一般是深大断裂复活构成的现

代地壳活动带
。

活动断裂的活动本身就是一

种严重的灾害
，

它在地表表现为构造裂缝
，

破

坏工程设施 �同时活动断裂往往又是孕震断

层
，

它的突发性活动可导致地震
。

渭北煤矿区

东部的韩一合大断裂就是典型的活动断裂
。

它由矿区东部边界的禹门口以北以北北东向

延至澄合矿区外缘
，

直接暴露于地表
，

下盘为

基岩山地
，

上盘为渭河平原
，

构成平原与山地

的分界线
。

韩一合断裂以蠕动为主
，

据韩城地

震台测试
，

该断裂在不停地缓慢活动
。

在地

表
，

寺庄河
、

据水河等水系在断裂带附近转向

并与断裂走向一致
。

韩城市区 ����年发生至

今仍在活动的三条地裂缝
，

其形成是韩一合

活动断裂组中隐伏于黄土层下的活动断层在

地表的反映
。

此外
，

展布于蒲白矿区的杜康沟

断层
、

铜川矿区的枣庙断层也是活动断层
。

�
�

� 滑坡

滑坡在渭北煤矿区普遍分布
，

致灾程度

十分严重
，

矿区西部尤甚
。

受地貌类型和岩石

组成影响
，

东部以基岩滑坡为主
，

西部则以土

体滑坡为主
。

较大的滑坡如韩城电厂滑坡
、

铜

�����旧滑坡
、

王石凹和金华山风井滑坡等
，

造

成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
。

中小型滑坡各矿区

均可见到
，

亦有萌生滑坡区存在
。

滑坡常导致

房屋倒塌
、

村庄搬迁
、

河流填塞及矿山工程设

施破坏等灾害事件发生
。

�
�

� 崩塌

崩塌多发生在黄土台源 区的厚层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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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是矿区在特定的地貌及水文地质条件下

产生的灾害事件
。

西部矿区较发育
，

分布广
，

危害大
。

如铜川市 ����年 �月底连续降雨
，

��月 �日南关发生崩塌
，

毁房屋 �� 间
、

窑洞

�孔
，

死亡 �� 人
�同 日铜川王益乡

、

高楼河乡

相继发生三次崩塌
，

使 �� 人丧生
。

据西安地

质学院对铜川滑坡调查统计
，

铜川市区崩塌

和座落体数达 ���余处
，

面积�包括滑坡�占

市区面积的 ���
。

渭北煤矿区崩塌多属小型
。

据古滑坡
、

崩

塌分布与井下采空区对 比
，

���以上的古滑

坡和崩塌发生在采空区上覆的黄土斜坡中
，

性质以塌落为主
。

如铜川矿区金华山旺西村

����年 �月 �� 日发生的面积为 �
�

���
，
的

崩塌就位于金华山采空区上
，

崩塌前山体已

出现地表裂陷变形并形成近 � � 的座落

陡坎
。

�� � 地面裂陷

地下采矿工程破坏了采区围岩的初始应

力场
，

使采空区的岩石破碎
、

冒落
、

离层乃至

地表发生岩移或形成盆地
、

地裂缝
、

塌陷及滑

坡等
。

此灾害几乎遍布渭北各矿
，

使耕地破

坏
、

道路中断及村庄迁址等
。

尤其近年来地方

小窑乱采
、

乱挖
，

更增加 了这一灾害的严重

性
。

如韩城矿区仅 ����年为赵家山等 �个村

庄搬迁
，

费用达 ��� 万元
。

蒲白矿区仅 ����

年的土地修复费达 �� 万元
。

�� � 土壤侵蚀

土壤侵蚀是一种不引人注意而又十分严

重的累进式地质灾害
。

随着矿区的发展
，

土地

开发面积越来越大
，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导致

水土流失
，

土地急剧剥蚀
，

如韩城矿区
，

侵蚀

模数为 ��������� �����
� · ��

，

铜川矿区

为
’

����一���������
� · ��

。

新构造运动使

黄土台源大幅度上升
，

基准侵蚀面降低
，

亦导

致侵蚀加剧
。

�� � 泥石流

渭北煤矿区沟深坡陡
，

梁弗纵横
，

谷底及

斜坡上风化积存了大量松散碎屑物
，

遇雨季

极易爆发泥石流
。

泥石流可大片发生
，

其物质

由粘土及砾石混杂而成
。

泥石流主要分布于

矿区的排研场区
、

崩塌
、

滑坡区和黄土源区
。

� 防治对策

研究地质灾害的目的不仅在于查明其类

型
、

成因
、

分布及致灾程度
，

重要的是提出矿

区防灾
、

减灾的对策
，

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

消除地质灾害对矿区安全的威协
。

对策涉及

两方面
，

一方面是管理
，

另一方面是技术问

题
。

这里就技术问题提几点认识
。

�
�

渭北矿区为黄土山地
，

做好黄土研

究�黄土地貌
、

黄土地层
、

黄土力学性质等�
，

是矿区防灾
、

减灾的基础
。

�
�

测制大比例尺地质灾害分布图
、

预

测图
，

为矿区的灾害治理和工程建设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
。

�
�

新建工程及井下采区的布置
，

应对

工程范围内地质灾害作好评价
，

预测可能引

起的地质灾害
，

加强地面保护
。

�
�

渭北煤矿区绝大多数外力型地质灾

害均与地下开采有关
，
开采沉陷

、

扰动诱发边

坡失稳
，

引起滑坡和崩塌构成灾害链
。

做好灾

害链的整体研究
，

做好地面岩移观测
，

加强地

面保护是抑制重力型地质灾害的重要环节
。

�
�

滑坡是渭北煤矿区致灾最严重的地

质灾害
，

加强矿区斜坡稳定性分析研究
，

加强

老滑坡的观察与监测
，

对 已开始活动的萌生

滑坡积极治理
，

做到防患于未然
。

�
�

加强矿区内小煤窑管理
，

严禁以牺

牲地质环境而攫取地质资源的短期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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