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水化学特征的
顺和煤矿太灰水动
力条件分析汇报人：

2024-01-30



• 引言

• 顺和煤矿区域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 水化学特征分析

• 太灰水动力条件分析

• 基于水化学特征的顺和煤矿太灰水动力条件评

价

• 结论与展望

contents

目
录



引言

01



煤炭资源开采与水资源保护矛盾突出01

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地下水系统受到严重扰动，太灰水作为重

要的水资源之一，其动力条件变化对矿井安全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水化学特征反映水文地质条件02

太灰水的水化学特征可以反映其赋存环境、补给来源及水动力条件，因

此通过分析水化学特征可以揭示太灰水的动力条件及其变化规律。

为矿井水害防治提供理论支撑03

通过对顺和煤矿太灰水动力条件的研究，可以为矿井水害防治提供理论

支撑，为类似条件下的煤炭资源开采提供参考。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学者在煤矿水害防治方面开展了

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但在太灰水动力条件分析方面仍存在

一定不足，如缺乏长期系统的监测数

据、研究手段相对单一等。

国外学者在矿井水害防治及水资源保

护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但

在具体应用到顺和煤矿等类似条件时

仍需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

太灰水动力条件分析将更加注重多学

科交叉融合、多种方法综合应用，以

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

随着煤炭资源开采方式的转变和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太灰水动力条

件分析将更加注重生态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以顺和煤矿太灰水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水化学特征来揭示其动力条件及其变

化规律；具体内容包括太灰水水样采集与测试、水化学特征分析、水动力条件模拟与预

测等。

研究内容

本研究采用现场调查、室内试验、数值模拟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现场

调查主要收集顺和煤矿地质水文资料及太灰水水样；室内试验主要对水样进行测试分析

，获取其水化学指标数据；数值模拟主要基于水化学特征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模拟预测

太灰水的动力条件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顺和煤矿区域地质及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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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主要出露地层包括石炭系、二叠系、第三

系和第四系，其中石炭系和二叠系为含煤地层。

地层结构

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次之。断裂构造发育，

规模不等，性质各异，对煤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影响较大。

构造特征

区域内岩浆岩活动较弱，对煤层影响较小。

岩浆岩活动

区域地质特征



含水层

区域内主要含水层包括第四系松

散层孔隙含水层、石炭系太原组

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二叠系砂

岩裂隙含水层等。

隔水层

各含水层之间发育有稳定的隔水

层，如石炭系本溪组铝土质泥岩

隔水层、二叠系山西组泥岩隔水

层等。

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通过径流向低洼处排泄。不同含

水层之间水力联系较弱。

水文地质条件



赋存状态
地下水以静储量为主，动储量为辅。在断裂构造发育地段，地下水赋存状态较为复杂。

运移规律
地下水运移受地形、地貌、构造和岩性等因素控制。在平原区，地下水以水平运动为主；在山区或丘

陵区，地下水以垂直运动为主。在断裂构造发育地段，地下水运移可能受到阻断或改变方向。

地下水赋存与运移规律



水化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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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布置及样品采集

采样点选择

根据顺和煤矿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

和水文情况，合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采样点。

样品采集

定期采集太灰水样品，确保样品的代

表性和准确性，同时记录采样时间、

地点、天气等相关信息。



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进行水质测试，包括物理指标（如色度、浑浊度等）和化学指标（如pH值、总硬度、溶解性

总固体等）。

测试方法

根据测试结果，结合相关标准和规范，对太灰水的水质进行评价，确定其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评价指标

水质测试方法与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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