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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台格庙矿区井田划分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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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结合新街台格庙矿区的煤质赋存情况， 对矿

区的井田划分提出了三种划分方案， 并从矿区的开发建设方式、 矿井开采方式、 地面工业场地布置

方式以及后期投产运营等方面对三种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 研究表明， 矿区南部区域划分为一、
二、 三、 四号井， 矿区北部区域划分为南北向两个特大型矿井（五、 六号井）， 即全矿区划分为六个

矿井的划分方案较为合理， 对矿区今后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街台格庙矿区； 矿区开发； 井田划分； 开拓方式

　 　 中图分类号： ＴＤ２１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０９５９（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６－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ｅ Ｔａｉｇｅｍｉａ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ＪＩ Ｗｅｎ－ｒｕｉ

（Ｓｈｅｎｄｏｎｇ Ｃｏ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Ｙｕｌｉｎ ７１９３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ｅ Ｔａｉｇｅｍｉａ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ｉｔ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Ｎｏ １ ｍｉｎｅ Ｎｏ ２ ｍｉｎｅ， Ｎｏ ３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Ｎｏ ４ 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ｉｎｅｓ （Ｎｏ ５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Ｎｏ ６ ｍ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ｉｎｅ ａｒｅ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ｉｘ 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ｊｉｅ Ｔａｉｇｅｍｉａｏ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新街台格庙矿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中南部，
行政区划隶属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是新街矿区

总体规划中的西部后备区。 矿区呈丘陵地貌， 为侵

蚀性丘陵及风积沙漠区， 地表植被稀疏， 地势中部

高四周低， 最高点海拔标高 １５０１ ６ｍ， 最低点海拔

标高 １２５９ ０ｍ， 一般海拔标高 １３００～１４２０ｍ， 相对高

差 １２０ｍ。 矿区东部与新街矿区相邻， 南部和西部与

呼吉尔特矿区相邻， 北部与高头窑矿区相邻， 矿区

东西宽 ９ ７ ～ ２６ ０ｋｍ， 南北长 ３７ ７ ～ ４３ ７ｋｍ， 面积

７７１ ０ｋｍ２， 总资源量 １４４２５ ７９Ｍｔ。 煤炭外运主要通

过矿区铁路专用线， 该线路主要为台格庙新街矿区

服务。 矿区周边主要有兰嘎一级公路、 包茂高速、
伊成公路、 乌阿公路及其他乡村公路， 地形相对较

好， 可以满足建设要求。

１　 矿区煤质赋存情况及井田划分原则

１ １　 煤质赋存情况

矿区煤层赋存于中侏罗统延安组， 全区隐伏， 煤

系地层构造形态为一向西倾斜的单斜构造， 并发育宽

缓的波状起伏， 地层倾角 １° ～３°， 构造复杂程度属简

单类。 自上而下含有： ２－１ 上、 ２－１、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３－１ 下、 ３－２、 ４－１、 ５－１、 ５－２、 ５－３、 ６－１、 ６－
２、 ６－２ 下、 ６－３ 煤， 共 １５ 层， 其中除 ３－１ 下煤与６－２
下煤为局部可采不稳定煤层外， 其余均为大部可采较

稳定煤层， 煤层埋藏深度一般大于 ５００ｍ 而小于

１０００ｍ， 资源量估算垂深 ５１９～９１９ｍ， 煤层赋存情况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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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煤质为低灰～特低灰、 低硫、 低磷、 高～特高热

值的不黏煤、 长焰煤及弱黏煤， 是良好的民用及动力

用煤， 适用于火力发电。 煤中焦油产率高， 为富～高

油煤， 可作低温干馏原料煤。

表 １　 煤层赋存情况

煤层 煤层厚度 ／ ｍ 可采厚度 ／ ｍ 与上煤层间距 ／ ｍ 可采程度 稳定程度 结构复杂类别

２ 煤组

２－１ 上 ０～６ １２ ０ ８０～６ １２ — 局部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２－１ ０～６ ６４ ０ ８０～６ ６４ ０ ９３～３９ ９１ 局部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２－２ 上 ０～６ ７８ ０ ８０～６ ７８ ０ ６０～５７ ９６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２－２ ０～８ ４５ ０ ８０～８ ４５ ０ ２６～６９ ６４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２－２ 下 ０～２ ５５ ０ ８０～２ ５５ １ ４１～２６ ６５ 不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３ 煤组

３－１ ０～６ ８４ ０ ８０～６ ８４ ８ ３１～４０ ０３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３－１ 下 ０～１ ９１ ０ ８０～１ ９１ ０ １８～３３ ８９ 不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３－２ ０～４ ０１ ０ ８０～４ ０１ ５ ８０～３１ １３ 不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４ 煤组
４－１ ０～４ ９４ ０ ８０～４ ９４ ０ ３７～２９ ８０ 局部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４－２ ０～１ ９２ ０ ８０～４ ９４ ２ ５２～２７ ０５ 不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５ 煤组

５－１ ０～３ ５５ ０ ８０～１ ９２ ４ ４９～３６ ６６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５－２ ０～３ ８２ ０ ８０～３ ８２ ０ ５３～２８ ０４ 局部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５－３ ０～２ ７５ ０ ８０～２ ７５ １ ４２～３８ ２５ 局部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６ 煤组

６－１ ０～６ ７９ ０ ８０～６ ７９ １ ４３～４０ ４５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６－２ ０～６ ６７ ０ ８０～６ ６７ ３ ８４～３８ ８３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６－２ 下 ０～２ ６３ ０ ８０～２ ６３ ０ ８５～１８ ２８ 不可采 不稳定 简单

６－３ ０～６ ７５ ０ ８０～６ ７５ １０ ９４～３４ ５６ 大部可采 较稳定 简单

１ ２　 井田划分原则

１） 矿区井田划分坚持 “高起点、 高技术、 高

质量、 高效率、 高效益” 的五高建设方针， 充分依

托自然资源与技术装备优势， 以特大型或大型井田

为主， 实行规模化、 集约化生产， 向规模要效益，
实现安全生产［１－４］。

２） 井田划分应考虑充分利用 “资源整装配置，
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 的有利条件， 坚持统筹规

划、 合理布局、 有序开发、 有效利用和规模经济的

原则［５－７］。
３） 井田划分应考虑划分的井田尺寸合理， 能与

矿井规划生产能力相适应、 与矿区开发强度相适应、
与矿区建设规模相适应； 井口和矿井工业场地位置，
应有利于地面的联合布置（联合矿井模式）， 减少重

复建设［８－１０］。
４） 井田划分应充分考虑煤层赋存条件， 尽量简

化同一矿井内各煤层的压茬关系， 为矿井的安全高

效打下坚实的基础； 尽量减少同一矿井内的局部赋

存煤层的次边际经济资源量， 以节约资源。
５） 井田的划分应结合煤层赋存条件， 按照一个

矿井两个工作面模式， 采用先进技术装备， 设计和

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 矿区东、 南部勘查程度相对

较高， 且煤层赋存稳定， 厚度大， 属重点开发区，
宜建设特大型矿井； 矿区北部、 西北部勘查程度相

对较低， 且煤层赋存条件较差， 工作面单产能力小，

宜以工作面产量确定矿井规模。
６） 由于该矿区地形高差大、 地面季节性河流沟

谷发育， 且井田建设规模大， 井田的划分应充分考

虑地面工业场地以及地面装车站的布置， 地面装车

站不宜布置于隧道中、 桥梁上以及沟谷中。
７） 井田划分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力求矿井生

产环节少、 井巷工程量少， 建设工期短， 投资省、
达产快、 效益好， 使矿区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２　 矿区井田划分方案及比选

２ １　 井田划分方案

２ １ １　 方案一： 七井方案

根据煤层赋存情况以及砾石层分布情况， 结合

矿区铁路走向， 将矿区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域； 对于

东部区域， 为尽量减少各井田三角煤量、 将铁路压

煤与大巷煤柱重合， 设计以平行新恩铁路方向向北

平移 ５ｋｍ 作为一号井的北部边界， 再向北平移 １２ｋｍ
划分为三号井， 三号井北部边界与矿区铁路之间区

域划分为五号井； 对于西部区域， 从井下工作面的

布置以及合理集中开采考虑， 沿勘探线方向划分为

四块， 从南向北分别为二号井、 四号井、 六号井以

及七号井， 其中二号井、 四号井、 六号井北部边界

与一、 三、 五号井北部边界在矿区中部无缝对接，
全矿区共划分为七个井田， 从而形成七井方案， 如

图 １ 所示。
１） 一号井田位于矿区最东南部， 西以新恩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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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七井方案布置示意图

路、 矿区专用线为界， 东部、 南部以矿区边界， 北

部以 ２ － ２ 煤赋存边界为界。 井田东西长约 ９ ３ ～
１４ ５ｋｍ， 南北宽约 ９ ８～１６ ０ｋｍ， 面积约 １５０ ５ｋｍ２。
井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２７５１ ７７Ｍｔ， 预 计 可 采 储 量

１８１０ １６Ｍｔ。 井田内主要开采煤层为 ２ － １、 ３ － １、
３－２、 ５－１、 ６－２、 ６－３ 等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１ ８ ～ ３ ５ｍ 之间， 并有大面积

３ ５～５ ０ｍ 以上区域， 仅局部煤层厚度在 ０ ８ ～ １ ８ｍ
之间， 各煤层压茬关系简单， 工作面单产能力大，
矿井建设规模为 １５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用系

数， 一号井服务年限为 ８６ ２ａ。
２） 二号井田位于矿区最西南部， 西部、 南部以

矿区边界为界， 东部与一号井无缝对接， 北部至 ５１
勘探线向北约 ４００ｍ 处。 井田东西 长 约 １１ ５ ～
１６ ５ｋｍ， 南北宽约 ９ ７ｋｍ， 面积约 １４０ ８ｋｍ２。 井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２８９５ ９０Ｍｔ， 预 计 可 采 储 量

１９３２ ７８Ｍｔ。 井田内主要开采煤层为 ２－１ 上、 ２－１、
２－２ 上、 ３－１、 ５－１、 ５－３、 ６－２、 ６－３ 等煤层。 根据

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１ ８ ～ ３ ５ｍ 之间，

并有大面积 ３ ５ ～ ５ ０ｍ 以上区域， 仅局部煤层厚度

在 ０ ８～１ ８ｍ 之间， 各煤层压茬关系相对简单， 工

作面单产能力大， 矿井建设规模为 １５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用系数， 二号井服务年限为 ９２ ０ａ。
３） 三号井田位于矿区中东部， 西以规划矿区铁

路专用线为界， 东以矿区边界为界， 北以 ２７－１２ 孔

与 ２３－２ 孔连线为界。 井田东西宽约 １０ ７ｋｍ， 南北

长约 １２ ２ｋｍ， 面积约 １２５ ９ｋｍ２。 井田内共有资源量

２５２２ ３２Ｍｔ， 预计可采储量 １８６６ ５２Ｍｔ。 井田内主要

开采煤层为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６－１、 ６－２ 等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主采煤层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１ ８～５ ０ｍ 之间， 局部可采煤层厚度在 ０ ８～１ ８ｍ 之

间， 并且各煤层压茬关系简单， 工作面单产能力大，
矿井建设规模为 １５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用系

数， 三号井服务年限为 ８８ ９ａ。
４） 四号井田位于矿区中西部， 西以矿区边界为

界， 东与三号井无缝对接， 北至 ２９ 勘探线向北约

６７０ｍ 处， 南与二号井无缝对接。 井田东西宽约

７ ７～１３ ３ｋｍ， 南北长约 １１ ３ｋｍ， 面积约 １１６ ７ｋｍ２。
井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２２１６ ４５Ｍｔ， 预 计 可 采 储 量

１５４６ ４０Ｍｔ。 井田内主要开采煤层为 ２－１、 ２－２ 上、
５－１、 ５－２、 ５－３、 ６－２、 ６－３ 等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

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１ ８ ～ ３ ５ｍ 之间， 并有部

分 ３ ５ ～ ５ ０ｍ 以上区域， 区内各煤层压茬关系相对

简单， 工作面单产能力较大， 矿井建设规模为

１５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用系数， 四号井服务

年限为 ７３ ６ａ。
５） 五号井田位于矿区东北部， 西部、 北部以规

划矿区铁路专用线为界， 东部以矿区边界为界， 南

部与三号井无缝对接。 井田东西宽约 ７ ０ ～ １０ ０ｋｍ，
南北长约 ６ １～１２ ２ｋｍ， 面积约 ８０ ８ｋｍ２。 井田内共

有资源量 １４１０ ２９Ｍｔ， 预计可采储量 １０１５ ４１Ｍｔ。 井

田内主要可采煤层为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５－１、 ６－１
等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０ ８～３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３ ５～５ ０ｍ 以上， 各可

采煤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不大，
考虑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１０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用系数， 五号井服务年限为 ７２ ５ａ。

６） 六号井田位于矿区中西北部， 西以矿区边界

为界， 东与五号井无缝对接， 北至 ９ 勘探线向北约

１１４０ｍ 处， 南与四号井无缝对接。 井田东西宽约

５ ４～ ７ ８ｋｍ， 南北长约 １０ ５ｋｍ， 面积约 ６２ ５ｋｍ２。
井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１００３ ９９Ｍｔ， 预 计 可 采 储 量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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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７０Ｍｔ。 井田内主要可采煤层为 ２ － ２ 上、 ２ － ２、
４－１、 ５－２、 ６－１、 ６－２、 ６－３ 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

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０ ８ ～ ２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

在 ２ ５～３ ５ｍ 之间， 各可采煤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小， 考虑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

为 ５ ０Ｍｔ ／ ａ。 按照 １ ５ 的储量备用系数计算， 六号井

服务年限为 ８２ ２ａ。
７） 七号井田位于矿区最北部， 西部、 北部、 东

部均以矿区边界为界， 南部与五、 六号井无缝对接。
井田东西长 ６ ０ ～ １６ ０ｋｍ， 南北宽 ３ ５ ～ ７ ７ｋｍ， 面

积约 ９３ ８ｋｍ２。 井田内共有资源量 １６２５ ０６Ｍｔ， 预计

可采储量 ９５４ ８４Ｍｔ。 井田内主要可采煤层为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４－１、 ５－１、 ５－２、 ６－１、 ６－２、 ６－３ 煤

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０ ８～
２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２ ５ ～ ５ ０ｍ 之间， 各可采煤

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小， 考虑

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８ ０Ｍｔ ／ ａ。 按照 １ ５ 的储量

备用系数计算， 七号井服务年限为 ７９ ６ａ。
２ １ ２　 方案二： 六井方案 Ａ

考虑到矿区北部区域煤层埋藏深、 开发成本高、
应尽量建设特大型矿井的建议， 故而将七井方案中

的五、 六号井合并为五号井开发建设， 则矿区北部

区域划分为南北向两个特大型矿井， 全矿区划分为

六个矿井， 如图 ２ 所示。
１） 一、 二、 三、 四号井情况同七井方案中的

一、 二、 三、 四号井。
２） 五号井位于矿区的中北部， 西部、 东部以矿

区边界为界， 北部与六号井相接， 南部与三、 四号

井相 接。 井 田 东 西 １２ ５ ～ １５ ７ｋｍ， 南 北 ９ ５ ～
１０ ０ｋｍ， 面积约 １３８ ６ｋｍ２。 井 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２２８５ ４６Ｍｔ， 预计可采储量 １５７２ ０９Ｍｔ。 井田内主要

可采煤层为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５－１、 ６－１ 等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０ ８ ～ ３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３ ５ ～ ５ ０ｍ 以上， 各可采煤层压

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不大， 考虑矿

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１５ ０Ｍｔ ／ ａ。 副立井、 回风立

井设于井田东部煤层赋存较厚区域， 初期即将大巷

延伸至井田最东部区域， 于 ２－２ 上煤与 ２－２ 煤北翼

分别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 煤厚约 ３ ５ｍ 与 ６ ５ｍ，
工作面生产能力约 ５ ０Ｍｔ ／ ａ 与 １０ ０Ｍｔ ／ ａ， 以 ２ 个综

采工作面保证矿井生产能力的实现， 后期在压茬关

系难以解决时增加配采工作面。 考虑 １ ４ 的储量备

用系数， 五号井服务年限为 ７４ ９ａ。

图 ２　 六井方案 Ａ 布置图

３） 六号井田位于矿区最北部， 西部、 北部、 东

部均以矿区边界为界， 南部与五号井相接。 井田东

西长 ４ ７ ～ １５ ８ｋｍ， 南北宽 ４ ０ ～ ８ １ｋｍ， 面积约

９８ ５ｋｍ２。 井田内共有资源量 １７５３ ８９Ｍｔ， 预计可采

储量 １０５９ ７６Ｍｔ。 井田内主要可采煤层为 ２ － ２ 上、
２－２、 ３－１、 ４－１、 ５－１、 ５－２、 ６－１、 ６－２、 ６－３ 煤

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０ ８ ～
２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２ ５ ～ ５ ０ｍ 之间， 各可采煤

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小， 考虑

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１０ ０Ｍｔ ／ ａ。 考虑煤层压茬

关系， 初期开采 ２－２ 上煤与 ２－２ 煤， 煤层平均厚度

均约为 ３ ０ｍ， 生产能力约 ５ ０Ｍｔ ／ ａ， 以两个工作面

保证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的实现。 后期在压茬关系难

以解决时增加一个配采工作面， 全矿井以 ２ ～ ３ 个工

作面保证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并实现矿井的稳产。 考

虑 １ ５ 的储量备用系数， 六号井服务年限为 ７０ ７ａ。
２ １ ３　 方案三： 六井方案 Ｂ

方案二中北部五号井需通过井下约 ５ ５ｋｍ 长距

离带式输送机实现北部二井的煤炭洗选、 储运集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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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井巷工程量大； 五号井需单设地面副井工业场

地， 外部联系、 管理较为不便。 设计从地面更易联

合考虑， 将七井方案中的五、 六、 七号井田划分为

东西两个井田， 形成六井方案 Ｂ，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六井方案 Ｂ 布置示意图

１） 一、 二、 三、 四号井情况同七井方案中的

一、 二、 三、 四号井。
２） 五井位于矿区东北部， 西以规划矿区铁路专

用线为界， 北部、 东部以矿区边界为界， 南部与三

井无缝对接。 井田东西宽 ４ ５ ～ １０ ８ｋｍ， 南北长

１３ ４～１８ ５ｋｍ， 面积约 １３７ ９ｋｍ２。 井田内共有资源

量 ２２１５ ４６Ｍｔ， 预计可采储量 １４２４ ４９Ｍｔ。 井田内主

要可采煤层为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５－１、 ６－１ 等煤

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煤层厚度在 ０ ８ ～
３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３ ５ ～ ５ ０ｍ 以上， 各可采煤

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产能力不大， 考

虑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１２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５ 的

储量备用系数， 五号井服务年限为 ７９ １ａ。
３） 六井位于矿区西北部， 西部、 北部以矿区边

界为界， 东部与五井无缝对接， 南部与四井无缝对

接。 井 田 东 西 宽 ５ ２ ～ ７ ７ｋｍ， 南 北 长 １６ ８ ～
１８ ０ｋｍ， 面 积 约 ９９ ２ｋｍ２。 井 田 内 共 有 资 源 量

１８２３ ８８Ｍｔ， 预计可采储量 １１７３ ８２Ｍｔ。 井田内主要

可采煤层为 ２－２ 上、 ２－２、 ３－１、 ４－１、 ５－１、 ５－２、
６－１、 ６－２、 ６－３ 煤层。 根据煤层厚度分析， 大部分

煤层厚度在 ０ ８～２ ５ｍ 之间， 部分区域在 ２ ５～５ ０ｍ
之间， 各可采煤层压茬关系相对复杂， 且工作面单

产能力小， 考虑矿井的稳产， 建设规模为 ８ ０Ｍｔ ／ ａ。
考虑 １ ５ 的 储 量 备 用 系 数， 六 号 井 服 务 年 限

为 ９７ ８ａ。
２ ２　 井田划分方案综合分析

２ ２ １　 方案一（七井方案）优缺点

１） 优点： ①南部主力矿井（一、 二、 三、 四号

井）资源量集中， 适宜四井联合布置、 北部三井选煤

厂联合布置， 场地集中， 占地较少； ②井田划分与

各煤层赋存特点和可采边界线基本一致， 煤层压茬

关系简单， 边角煤少， 尺寸合理， 利于井下工作面

的布置； ③矿井煤炭直接通过新街铁路专用线集中

外运， 铁路线路最短； ④矿区北部划分为三个井田，
单井规模小、 达产较容易， 矿区生产能力有保证。

２） 缺点： 北部矿井生产能力偏小， 尤其是六号

井生产能力偏小； 北部六号井需用地面长距离带式

输送机实现北部三井的煤炭洗选、 储运集中， 北部

五号井需通过井下长约 ５ ５ｋｍ 大巷实现北部三井的

煤炭洗选、 储运集中。
２ ２ ２　 方案二（六井方案 Ａ）优缺点

１） 优点： ①五号井东部区域煤层赋存条件最

差， 单产能力最低， 而西部区域煤层赋存条件较好，
易于实现厚薄配采； ②五号、 六号井薄厚煤层配采

比较合理， 生产规模高于其他两种方案， 在增加初

期采面、 初期工程量的情况下， 矿区总规模可做到

最大。
２） 缺点： 北部五号井需通过井下约 ５ ５ｋｍ 长

距离带式输送机实现北部二井的煤炭洗选、 储运集

中， 初期井巷工程量大； 五号井需单设地面副井工

业场地， 外部联系、 管理较为不便。
２ ２ ３　 方案三（六井方案 Ｂ）优缺点

１） 优点： ①矿区北部划为东西两个井田， 立井

开拓， 可共用一个集中工业场地， 便于实现地面储、
装、 运、 洗选大联合； ②矿井设计生产能力适中，
初期以一井两面可达产。

２） 缺点： 根据现有地质资料， 六号井煤层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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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多， 资源量大， 但煤层生产能力小， 矿井规模

小， 服务年限长； 五号井如初期开采煤层赋存较好

区域， 则大巷及井筒工程量最大， 矿区总规模最小。
２ ３　 井田方案比选

１） 三个方案南部四井的划分均是相同的， 从煤

层的赋存条件、 工作面及矿井生产能力以及地面集

中布置等方面考虑， 均是合理的。 三个方案的不同

点主要是矿区北部区域划分为三井还是两井、 是东

西划分还是南北划分的区别。
２） 方案二与方案三比较， 其北部区域均划分为

两井， 不同点主是方案二为南北向划分井田， 方案

三为东西向划分井田， 方案三的主要优势是更利于

地面两井的联合， 而方案二的主要优势是更利于井

下厚薄煤层的搭配开采， 另外方案二将五号井主井

井筒设于五、 六号井集中工业场地， 井下通过

５ ５ｋｍ 大巷相连， 也可实现地面主要生产系统、 洗

选系统以及装车系统的集中布置， 且总工程量仍比

方案三少， 因此方案二有一定的优势。
３） 方案一与方案二比较， 其主要区别是北部区

域划分为三个井田还是两个井田， 方案一的主要优

势是北部三个井田生产能力相对较合理， 达产以及

稳产较为容易， 主要劣势为多一个井田， 开发成本

相对较高； 方案二的主要优势是北部两井生产能力

均较大， 矿井数量少， 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主要劣

势为根据目前的开采技术条件， 北部两井稳产均相

对较为困难。 但根据该矿区 “五高五化” 建设标准

以及 “数字煤矿、 智能煤矿” 的建设， 将集成国内

外最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并考虑煤矿开采技术

的发展情况， 方案二后期五、 六号井也是可以稳产

的。 并且方案二总规模 ８５ ００Ｍｔ ／ ａ， 各矿井服务年限

高于 《煤炭工业矿区总体规划规范》 规定的特大型

矿区服务年限。
综合以上分析， 方案二是比较合理的， 即六井

方案 Ａ。

３　 结　 语

矿区井田划分是一项非常系统而复杂的工程，
井田划分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矿区的开发建设方式、
矿井开采方式、 地面工业场地布置方式以及后期投

产运营等诸多方面， 只有经过多方面科学合理的统

筹规划和分析论证， 才能让矿区井田划分方案设计

真正能够指导矿区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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