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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煤炭开采项 目采空塌陷区水土流失监测方法初探

屈 振 军
榆林市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

陕西 榆林

摘 要 大规模煤炭生产引发的采空塌陷区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
。

积极探索新型煤炭生产模

式下的人为水土流失的监控思路与监测方法意义重大
。

对采空塌陷区采用塌陷监测带的方法
,

因地制宜

地综合考虑了地形地貌
、

地表被覆物
、

交通
、

农业生产等多种因素
,

合理布带
,

综合应用多种监测方法
,

形成

时间纵向与空间交叉 的立体监控体系
。

这种监测方法可适应新型长臂机械化综合开采法的煤炭生产的条

带式作业布局方法
,

具有
“

集中布设
,

方便管理
,

监测手段集中
,

内容全面
,

信息量大
”

的特点
,

是当前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的一种探索
,

同时它也需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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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矿区位于晋陕蒙接壤区
“

黑三角
”

腹地 的陕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纲要 》中明确提出
,

在
“

十一

西省榆林市北部
,

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结合 五 ”期间要加强对重点地 区
,

特别是 国家重大开发建

带上
,

是黄河 中游多沙粗沙的重要来源地
,

也是 国家 设工程项 目区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对于大型煤炭

级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
。

近年来
,

随着 生产项 目而言
,

积极探索适应新型煤炭生产模式下人

国家新的能源战略的实施
,

神府矿 区煤炭开发力度不 为水土流失的监控思路与监测方法
,

深人分析因煤炭

断加大
。

煤炭生产企业不断引进 国外先进的采煤工 开采地表沉陷引起 的地表生态及水土流失作用机理
,

艺技术与装备
,

投人新建或改扩建矿井工程
,

大批新 评价由此引发的农业生产及水土流失危害程度的影

型煤矿陆续投人生产
。

伴随着大规模
,

高强度的采掘 响
,

既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课题
,

也是国家和

工艺的运用
,

煤炭生产对当地水土资源与自然环境产 煤炭生产企业深化矿区水土保持管理
,

加快矿区生态

生 了深刻的影响
,

出现了水土流失现象和新的环境问 重建的迫切要求
,

对推进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综合

题
,

尤以大面积采空塌陷区的环境问题备受关注
。

防治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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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煤炭生产项目采掘方式分析

断型矿井采拥工艺特点

据对神府矿区已建成及正在建设的大型矿井的

调查
,

新建现代化矿井普遍采用长臂综合机械化开采

法 简称
“

长臂综采
”

的新型开采技术
。

该技术是近

年来从美国
、

澳大利亚等煤炭生产大国引进的先进煤

炭采掘技术
。

该技术具有生产工作面宽
,

采区走向

长
,

采掘高度大
,

开采速度快
,

机械化程度高
,

开采强

度大等特点
。

一般单条工作面宽达 一
,

最

高可达
,

年可推进
,

单一工作

面年产量可达
,

单矿年产量

可达 , 级
。

由于引进了移动式液压支架的

顶板支撑技术
,

实行全部跨落式的顶板管理办法
,

使

作业面间不留煤柱
,

或少 留煤柱
,

采完工作面全部放

顶
,

使煤炭资源的回采率显著提高
,

基本实现 了高产

高效的煤炭生产模式
。

目前已建成投产的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神

木大柳塔一活鸡免矿
、

神木愉家梁矿等大型矿井
,

均

采用长臂综采与连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

年产原煤均

达 , 以上
,

取得了较好的生产效益
。

照此

模式
,

在愉林的神府矿 区
、

榆神矿 区和榆横矿 区
,

新

建
、

改扩建中的一大批大型矿井均引进 了长臂综采技

术
,

即将陆续投人生产
。

新型矿井开拓布局特点及采空姗陷规律
“

长臂综采
”生产技术井下 开拓与布局的基本特

点如下
。

主要开拓 系统井巷的布设
。

根据井 田

范围分布
,

一般在井田 中心纵向布设 主井巷道
,

并与

主采煤层相衔接
,

作为输煤与通风的主要通道
。

主井

巷道一般较长
,

达数公里
,

纵贯井田区
。

根据需要可

结合主斜井布设副斜井平洞
,

作为辅助运输与通风通

道
。

采煤作业 面的布设
。

采煤作业 面一般垂直

于主
、

副巷道
,

根据采煤盘区划分
,

在运煤巷道一侧或

两侧布设
。

作业面宽度 不等
。

顶板

管理的特点
。

全部跨落式管理
,

即随着回采推进
,

逐

步卸载支架
,

使采完作业 面顶板在 自然来压作用下
,

发生局部断裂
,

全部跨塌
。

开拓方向
。 “

长臂综

采
”法一般采取退采法或 回采法

,

即从作业 面条带的

较远端开始
,

由远至近采掘
。

多层水平作业面的

布设
。

多数矿井井田内可采煤层达为 层
,

根据

需要一般布设 多个水平的采掘巷道
,

形成立体式开

采
。

采掘时按先上后下 的顺序
,

先采顶层煤
,

再逐层

采下层煤
。

如神东公 司榆家梁矿可采煤层为 一 和
一 ’煤

,

按先采处于上层的
一 ’煤

,

后采下层 的 一 ,

煤

的顺序开采
。

在新型采煤模式下
,

采空地表塌陷也呈现出一定

的规律性
。

地表塌陷区与井下作业 面呈上下对

应关系
,

为条带式分布 采空区作业带在各盘区

集中布设
,

各条带间相互衔接 各采空塌陷带随

作业面回采长度不 同
,

在时间上呈现 出一定的周期

性
,

且一般在一年左右 当同时开采两层 以上煤

层时
,

可能引起地表的二次或多次沉陷现象
。

采空塌陷监测方法

监侧体系总体布局思路框架

大型矿井井 田分布范围较大
,

一般达几 十甚至
, 多

,

采取全面监测的方法费时费力
,

难以实

施
,

不便于管理
。

根据对新型矿井的采煤技术与工艺

特点及地表采空塌陷规律分析
,

并结合对已投产矿井

的实地调查
,

可对采空塌陷区采取集中布带
,

综合监

测的观测与监控方法
。

总体思路为 在煤炭采区内
,

结合作业生产计划安排
,

选择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

性的地段
,

垂直于井下作业带方向
,

布设横跨多条作

业面的纵向监测带
,

带内含盖老塌陷区
、

新塌陷区
、

正

塌陷区
、

未塌陷区和非采区 不可能塌陷区
,

甚至二

次塌陷区等不同性质的地貌单元
,

形成多单元的纵向

对比序列
,

集中采取多种地 面定点
、

定位观测技术与

措施
,

综合采集塌陷区内土壤
、

植被
、

地下水和农业生

产
、

生活等系统性的水土流失信息数据
,

对比不同徽

地形
、

地表被硬物和农业生产单元内
,

在不同的塌陷

年限内水土流失因子
、

状况及农业生产生活的变化
,

进而掌握塌陷引起的地表生态影响规律
。

采空塌陷

区监测带总体布设状况见图
。

圈 采空姗陷区监侧带总体布设方法偏视示 圈

监侧带规格选择与确定

监测带的规格应 以满足监测指标样本采集的需

求为准
。

其中由于微地形地貌单元的性质不同
,

可能

引起的生态因子与水土流失变化各异
,

因此地形地貌

单元的完整性
,

是确定监测带带宽的限制性因子
。

如

在黄土梁如与沟坡的不同部位
,

沟坡的阳背等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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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影响规律
。

根据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与毛乌素

沙地过渡地带的地貌特点
,

搜盖完整地貌单元的带宽

一般需 一
。

带长可据所需监测年限确定
。

一般单条作业带宽在 之间
,

单条采煤作

业面工作时间在 个月
。

综合考虑监测带夜盖

不同类型塌陷单元 因素
,

监测带长可确定为
,

可满足 的监测需求
,

也可根据实际

需要向前延伸
。

监侧区域位一选择要求

监测带具体位置的选择
,

需注意被选地段的典型

性和实施管理方便性的原则
。

典型性与代表性原

则
。

典型性与代表性必须综合兼顾两方面因素
。

一是

地表形态与地面人为活动的代表性
,

即整体地形地貌
、

土壤植被
,

生产
、

生活相关设施
、

村落等分布的典型性

与代表性
。

二是要考虑井下生产布局 因素的代表性
,

即采煤工作面的生产现状
、

规划计划情况
,

力争使所选

地段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塌陷单元
,

体现监测带筱盖面

的完整性
。

方便管理的原则
。

即所选地段在满足

以上要求的前提下
,

尽可能靠近村庄
、

道路
,

交通相对

便利
,

适于后期管理工作的落实
。

因此在确定不 同井

田区的监测带时
,

应坚持多方案比选的原则
,

经充分论

证与实地踏勘后
,

优选最佳的布设方案
。

监侧内容及方法

在确定监测带总体布设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
,

依

据国家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规范
,

结合煤炭生产项

目的具体特点
,

需系统设计监测带的水土流失监测内

容
、

方法与指标
,

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技术依据
。

在

监测带内按照抽样原理综合布设土壤
、

植被
、

地下水

监测点和样方区以及农业生产典型农户监测点
,

作为

长期定位观测点
。

沉 降
、

位移监测

布设方法
。

在监测带带缘线上
,

每 布

设地面位移与沉陷监测桩
。

观测桩为断面 。

。 ,

长约 。 的混凝土桩
,

埋深约 。 ,

外

露 。 ,

顶埋设刻有十字线槽的钢筋露头
。

并在监

测带内或周边相对稳定
,

不受沉陷影响地带布设基准

桩 个
,

作为照准桩
。

监测方法
。

使用全站仪或经纬仪配合水准

仪等测量仪器
,

定期监测置镜桩至每个照准桩的坐标

与高程
,

确定每个监测点的相对坐标与高程变化
,

绘

制动态三维控制网
,

分析地表形变
。

监测频次
。

汛期每周观测 次
,

非汛期可 一

个月或一季观测 次
。

活动剧烈期每天观测 次
。

土壤理化性状监测

土壤水分变化观测
。

土壤含水量测定一般

每 定时观测一次
,

在降雨产流后加测一次
,

若能

在雨前加测一次更好
。

测点设在小区保护带上
、

中
、

下部
。

观测设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共 层
。

观测方法有两

种 用取土钻取样
,

烘干法测定和用时域反射仪观测
。

土壤水分蒸发采用精密蒸渗仪测定
。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

①土样采集 在监测带不 同开采年小区 内
,

按

形采样
,

采样层次与土壤水分监测对应
。

② 土壤理化性质测定 对土样进行处理后测定

其机械组成
、

容重
、

孔隙度
、

团粒含量 和土壤 值
、

养分等理化性质
。

测定方法按常规方法处理
。

③测定频次 该项工作每 进行一次
,

采样地

点和时间要统一
。

植被监浏

调查 标准地 的设置 与测 定
。

① 标准地 面

积 乔木
,

灌木林
,

草地和作物

植被 ②调查测定项 目 树高 植株高
、

胸

径 地径
、

叶面积 ③仪器设备 测高仪
、

测径仪
、

叶

面积仪
。

植被盖度指标及测 定
。

① 郁闭度 采用 面

积法和测针法
。

②植被盖度 测定林草地上林草植

株冠层或叶面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面积
,

其值与标准

地面积之 比即为植被盖度
。

林地的植被盖度与郁闭

度概念类似
。

采用 网格法测定之
。

③ 植被筱盖率

测定林草地上林草植株冠层或叶面在地 面上 的垂直

投影面积
,

其值与统计区总面积的比值即为植被覆盖

率
。

测定方法同上
。

④生物量调查及测定 林
、

灌地

上部分生物量采用标准枝法测定
,

即用林分平均直径

的平方和树高的乘积估算不 同器官的生物量
。

⑤草

地或作物生物量 采用收获法测定
。

⑥植被类型及组

成调查 采用实地调查法调查树种及草种构成状况
。

地下水监侧

” 生产生活水井观测
。

在监测 区 内若有深水

井
,

则以该水井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

若无深水井
,

在

第 开采区 内打深水井
,

监测地下水位
。

地 下水位 的监 测采用 自计式水位计进 行
。

每 测定一次
,

在塌陷活跃期
,

每周测定一次
。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对农业生产影 响监测
。

在监测 区 内若有深

水井
,

则以该水井监测地 下水位的变化
。

若无深水

井
,

在第 开采区 内打深水井
,

监测地下水位
。

对农村生活设施影 响监测
。

地下水位的监

测采用 自计式水位计进行
。

每 测定一 次
,

在塌

陷活跃期
,

每周测定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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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水土流失及气象因予监浏

背景资料包括地理位置
、

海拔
、

地形地貌
、

面积
、

处理
、

土坡性质等主要方面
。

地形地貌 记录监测带地貌部位
、

坡度
、

坡

形
、

坡向及所包含的微地形特征和粗糙度
。

面积
。

包括监测带范围和面积大小等
。

地表处理
。

若是林草地
,

要观侧树种 草 主要

组成
、

龄级
、

密度
、

郁度闭 盖度 及层次结构等特征 若是

农地
,

要观测作物种植及种植制度
、

生长及产量
、

施肥
、

耕作管理
,

尤其水土保持耕作管理更应详细量测等

土城观测
。

土属土种定名及土壤主要性质
。

其中土壤剖面层次结构
、

机械组成
、

容重
、

孔隙度
、

团

粒含量等物理性质和土壤 值
,

每 测定一次
。

土地资源与利用
。

包括土地类型
、

土地利用

结构
、

治理投资强度
、

主要作物产量等

在上述背景资料调查的基础上
,

对以下内容进行

长期定时定位监测
。

采用美国全 自动气象监测站进行
,

包括 日照
、

降

水量
、

降水强度
、

气温
、

湿度
、

蒸发
、

风向
、

风速等气候

指标的总量及其过程
。

具体方法参见仪器使用说明
。

仪器安装根据有关气象观侧规定进行
。

监侧点位布设

沿主采巷道按开采带宽
、

开采年划分 个区
,

其

土壤水分监测点如图 所示
,

用时域反射仪测定
。

在

距离土坡水分监测点 内
,

任意方向选择 点
,

用

环刀法测定土城容重等土壤性质因子
。

在每个监测

带内根据实际植被状况选择标准调查地 林地
、

灌木
、

草地或农作物
,

调查胸径 地径
、

树高 株高
、

理盖

度
、

叶面积等
。

在监测区 以内选择平坦地形
,

建立气象监测站
,

监测气象因子
。

在监测区内若有深

水井
,

则以该水井监测地下水位的变化
,

若无深水井
,

在第 开采区内打深水井
,

监测地下水位
。

在监测

带带缘线上
,

每 布设地面位移监测桩
。

结 语

采空塌陷区监测带布设法
,

适应了新型“
长臂综

采法 ”
的煤炭生产的条带式作业布局方法

,

具有以下

特点
。

集中布设
,

管理方便
。

一般煤炭生产项 目

井田范围涉及区域大
,

监测工作外业任务量大
,

采用

纵向监测带方法
,

通过选择典型 区段集中布设监侧

带
,

可在较小的工作范围内
,

实现综合监控
,

大大方便

了监测数据信息的采集管理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纵跨不同沉降年限时段
,

形成时间纵向对 比序列
,

可

较好地反映出在产生沉陷的不同时期内地表生态环

境的变化过程与作用机理
,

为研究沉陷区稳定过程的

生态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

地表形态覆盖面完整
,

可较好地反映出沉陷现象对不同地貌单元所产生的

影响与变化
,

为指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监

测手段集中
,

内容方法多样
,

全面
,

信息量大
,

为深人

开展科学研究打好基础
。

本文监测带的布设思路
,

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

建

议国家积极开展矿区水土保持监测与治理工作的科

学研究
,

不断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
,

解决生产

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

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并逐步完善
、

改进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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