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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云南白牛厂银多金属矿区位于红河与南盘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东侧的德厚河水文地质单元

的补给区%属红河流域'为确保矿山的安全高效开采%须对矿床的充水通道&充水因素等进行分

析'通过对云南白牛厂银多金属矿进行水文地质条件调查%详细分析矿区的水文地质特征%认为

矿区充水通道主要为矿区的构造破碎带"矿床充水因素主要为大气降水&地下水&地表水!地下水

是矿床充水的主要水源%大气降水与地表水是矿床充水的影响因素"该矿床为顶板和地板直接充

水的水文地质条件中等 复杂的岩溶裂隙含水层充水矿床'预测了矿山开采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如雨季发生突水等$%提出了防治措施及建议'

关键词!

!

水文地质特征"充水因素"岩溶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中等 复杂类型"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

!

FG(%>(

!

文献标识码!

!

H

$

!

引言

云南白牛厂银多金属矿区位于红河与南盘江两

大水系分水岭东侧的德厚河水文地质单元的补给

区%属红河流域'地势南西高&北东低%最高点为白

牛厂后山%海拔
!!'G>JD

"最低处为牛作底河流出

矿界处%标高
%G&$>$$D

%亦为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

位置%相对高差
J"G>J$D

'属构造侵蚀溶蚀低中

山&高原侵蚀河谷地貌类型%沟谷发育%呈树枝状'

矿区内主要河流有牛作底河&响水沟河&白羊

河&核桃冲河&新厂冲沟和老厂大箐沟&洋街子#矿界

外$#图
%

$'牛作底河为矿区的主要河流%发源于矿

区西部外围的放羊坡+大黑山+大红地一级分水岭

附近%在咪尾北西入矿境%流经矿区北部出矿境%标

高
%G&$D

左右"白羊沟&响水沟&核桃冲河均为牛

作底河的支流%发源于矿区中部"新厂冲沟和老厂大

箐沟位于矿区东部%发源于大尖坡%流经阿尾%最终

注入矿区外围的岩峰窝落水洞"洋街子河位于矿区

南东部%发源于大尖坡&鱼塘&三心附近%于矿区南界

出境%最终于坝心潜入地下%排泄于文山境内'矿区

属低纬度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

气温
%">G S

%最高
##>" S

%最低
!>& S

%无霜期

##'

天%年降雨量
"%J>"DD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直

接决定着矿井建设及开采阶段的矿井涌水量和防水

措施)

%

*

%因此%随着白牛厂银多金属矿的开采%为确

保安全施工%有必要对其水文地质条件进行研究'

%

!

矿区水文地质特征

#"#

!

矿区含$隔%水层特征

根据矿区地层岩性&岩溶与裂隙发育程度&富水

性等%将矿区地层划分为以下
G

个含#隔$水层'

#

%

$第四系#

g

$砂砾石土孔隙含水层'零星分



图
#

!

白牛厂矿区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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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

河溪"

!>

水文地质分区界线"

#>

测流点及编号"

(>

红河州与文山州分界线"

J>

矿区范围

图
!

!

中寒武统龙哈组裂隙走向玫瑰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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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D7,.*+

布于沟谷及地形低洼地带%岩性为冲积&残坡积砂砾

石%砂质黏土及碎石等松散堆积物'厚
$

"

!J>$$

D

'富水性弱%浅井抽水单位涌水量
U

N$>$$!%

"

$>$#(W

(

1

0

D

'

#

!

$中泥盆统古木组#

T

!5

$及下泥盆统芭蕉箐

组#

T

%

E

$岩溶强含水层'分布于矿区北东角%出露不

全'岩性为灰岩&白云岩&生物碎屑灰岩'厚
!#"

"

#(%D

'区域岩溶发育%洼地&漏斗&落水洞&溶洞星

罗棋布"并发育岩溶暗河管道%暗河流量
''>&#

"

"'J>%JW

(

1

%水质类型为
\)K

#

)7

0

9

5

型%

A

\N

'>G

%矿化度
N$>%%'

"

$>($G

5

(

W

"无泉水出露'

该含水层远离矿区%下伏又

有相对隔水层下泥盆统坡脚组

#

T

%"

$&坡松冲组#

T

%"

*

$%对矿

床充水无影响'

#

#

$中寒武统龙哈组#

,

!

4

$

白云岩夹粉砂岩岩溶裂隙中等

强含水层'中寒武统龙哈组一

至四段#

,

!

4

7C8

$分布于矿区大

部分地段%岩性为灰色中厚层夹

薄层白云岩&砂质白云岩&粉砂

质白云岩夹白云质粉砂岩#占

%$L

左右$%厚
#'#

"

J#%D

'岩

溶较发育%中寨至元宝山一带地

表分布有洼地&漏斗&落水洞和

溶洞'地表裂#溶$隙多呈
?`

向#图
!

$%面积裂 #溶$隙率

!>%L

"

%$L

"钻孔中裂#溶$隙

高度
$>%$

"

%(>'#D

%平均
%>"&

D

%岩溶率
$>$'L

"

!$>$$L

'

由地表向下岩溶与裂隙发育程度逐渐减弱%溶洞&溶

#裂$隙无充填的占
'&L

%充填的占
!%L

'岩溶发育

最低下限标高
%J&#>J#D

#

X[G$ #!

$%钻孔施工时

孔内漏水%通过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水位一般随孔深

加深而逐渐下降"但也有极少数孔如
X[G$ J

%

X['& #$

分别在
'JD

%

!#$D

处水位急剧下降%说

明该层裂#溶$隙发育%但不均匀'该含水层中地表

泉水出露众多%在与第四系接触处出露有上升泉%旱

季流量#观测时间
#

+

(

月和
%$

+

%!

月$以
$>$$!J

"

!>&'W

(

1

居多%个别达
G>!'&

"

%%>GGW

(

1

#

@#&

%

@(&

$%平均
$>&"(W

(

1

"泉点出露标高
%'!J

"

!$'#

D

'据长观点资料统计%雨季流量最大
%!%>""W

(

1

#

@"!

$%最小
%>J!W

(

1

#

@#$

$"旱季流量最大
%%>GG

W

(

1

#

@(&

$%最小
$>$"W

(

1

#

@#$

$'地下水位埋深%沿

河谷两岸为
%$

"

%JD

%元宝山至马鞍山一带为
G%

"

%#"D

%水位埋深&标高与地形密切相关'钻孔抽水

试验结果#表
%

$表明%钻孔水量较小%单位涌水量一

般为
$>$$%

"

$>$%#!W

(

1

0

D

%仅
X['& !G

孔涌水

量较大%单位涌水量为
$>%''%W

(

1

0

D

'其原因

是%涌水量小者主要为覆盖区%岩溶及裂隙发育弱%

渗透性差"涌水量大者地表多为裸露区%岩溶发育%

钻孔深部裂隙较发育%且
X['& !G

又位于地下水

的局部排泄区'水质类型为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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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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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5

#

%$L

$%

\)K

#

)7

0

9

5

#

%$L

$%

\)K

#

9

5

0

)7

#

JL

$%

\)K

#

9

5

0

)7

0

?7

#

JL

$%

\)K

#

0

@K

#

9

5

0

)7

#

JL

$型'

A

\

值
G>J

"

">J

%其中分析

样品
A

\

值
'>%

"

">J

的占
"$L

%

A

\NG>J

"

'>$

的

占
!$L

'分析样品矿化度
$>%%!

"

%>"&'

5

(

W

%其中

矿化度
$>%%!

"

$>!!%

5

(

W

者占
&$L

%矿化度
$>JGJ

5

(

W

和
%>"&'

5

(

W

的各占
JL

'

该地层为矿层顶板%富水性中等 强%是矿床顶

板充水的主要含水层'

#

(

$中寒武统田蓬组#

,

!

#

$灰岩&白云岩&砂泥

岩岩溶裂隙弱 中等含水层'岩性为灰至深灰&暗灰

色薄至中厚层状生物碎屑%鲕状&核状石灰岩%粉晶&

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夹绢云母粉砂岩%

中部为板岩%下部为生物碎屑白云岩%约占
(JL

%厚

!!&>$&D

'岩溶发育微弱%仅见一些细小的溶蚀现

象%地表风化破碎强烈%钻孔揭露灰岩裂隙宽
$>%

"

$>!;D

%溶#裂$隙高
$>G

"

">%!D

%岩溶&裂隙发育

中等%发育率
(>%$L

"

%'>($L

%多无充填%少数泥

砂&钙质及黏土充填'据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动

水位随孔深缓慢下降%变幅小'出露泉点
%'

个%泉

水流量
$>$$!J

"

%>!(#W

(

1

%仅有
!

个泉点流量分

别为
%>&G%W

(

1

#

@GJ

$和
!>&'$W

(

1

#

@G%

$%平均流量

$>G(&W

(

1

%观测时间为旱季#

#

+

(

月和
%%

+

%!

月$%泉点出露标高
%'($

"

!$%JD

'

X[G$ J

和

X[G$ %(

孔降深分别为
%&>(%D

和
(G>#!D

%单位

涌水量分别为
$>$$!'GW

(

1

0

D

和
$>$$$('W

(

1

0

D

#表
%

$'

坑道内滴水&淋水现象较多%原
FT!%$

坑道曾

测得坑口总流量
%>&GW

(

1

%水化学类型为
\)K

#

)7

0

9

5

%

@K

(

0

\)K

#

)7

0

9

5

%

\)K

#

0

@K

(

)7

0

9

5

%

\)K

#

9

5

0

)7

%

@K

(

0

\)K

#

0

)4 )7

0

?7

'分析样品中%

A

\N'>%

"

">J

的占
"!L

"

A

\N

G>J

"

'

的占
%"L

'分析样品矿化度
$>$"#

"

%>#&G

5

(

W

%其中
$>$"#

"

$>!G!

5

(

W

的占
'#L

%

$>'J&

"

%>#&G

5

(

W

的占
!'L

'

该地层为矿层底板%富水性弱 中等%为矿床直

接充水含水层'

#

J

$中寒武统大丫口组#

,

!

.

$砂板岩裂隙弱含

水层'岩性为灰黄色&深灰色粉砂质板岩%粉砂质泥

岩&粉砂岩%中部夹泥质条带灰岩&核形石灰岩&鲕状

灰岩&泥质条带鲕状灰岩%厚
((#>(JD

'裂隙&岩溶

不发育'据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动水位随孔深

缓慢下降%变幅小#

$>%G

"

$>($D

%个别
%>#!D

$%静

止水位埋深
#$>J!

"

"G>"!D

%标高
%"(G>J"

"

%"(G>(GD

%地下水位埋深与地形密切相关'出露

泉点
'

个%流量
$>$#&

"

$>!!%W

(

1

#个别
%>!(#W

(

1

$%平均
$>#$W

(

1

#不含长观断层泉
@!$

$%唯长观泉

流量最大
J!>!JW

(

1

%最小
%>&G%W

(

1

%平均
%%>&'

W

(

1

%泉点出露标高
%'J$

"

%&"'D

%水质类型以

\)K

#

)7

0

9

5

为主%次为
@K

(

0

\)K

#

0

)4 )7

0

?7

和
\)K

#

0

@K

(

)7

0

9

5

%

A

\N'>%

"

">J

%矿

化度
$>$"#

"

$>%&!

5

(

W

%最大
$>'J&

5

(

W

'

该含水层富水性弱 中等%为矿床的间接充水含

水层'

#

G

$下寒武统大寨组#

,

%

.

$&冲庄组#

,

%

,&

$砂

板岩及灰岩岩溶裂隙弱含水层'上部浅灰色粉砂质

板岩%泥质粉砂岩%深灰色薄至中厚层状泥质条带灰

岩%鲕状&核形石灰岩"下部深灰&灰绿色板岩%粉砂

质板岩夹长石石英砂岩或碳质粉砂岩%未见低%厚
"

%"'>(JD

'微细裂隙发育%多呈
?`

向或
?B

向'

溶蚀现象不明显'仅出露泉点
J

个%流量
$>$%(

"

$>#!JW

(

1

%平均
$>%("W

(

1

#观测时间
(

月和
%%

月$'

@%!

长观泉点%流量最大
%>!(#W

(

1

%最小

$>$$#W

(

1

%平均
$>%#(W

(

1

'水质以
\)K

#

0

@K

(

)7

0

9

5

型为主%次为
\)K

#

)7

0

9

5

%

@K

(

0

\)K

#

)7

0

9

5

型%矿化度
$>%G#

"

$>'J&

5

(

W

%最

大
%>("

5

(

W

%

A

\N'

"

">J

'

该含水层富水性弱%为矿床的间接充水含水层'

#"!

!

断裂带水文地质特征及对矿床充水的影响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走向以
?``

为主%是

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及容矿构造"近
@?

向次之)

!

*

'

主要断裂有
M

%

%

M

!

%

M

#

%

M

(

%

M

J

%

M

G

%

M

'

%

M

"

%

M

&

%

M

%$

%

M

%%

等'

#

%

$

?``

向断裂'

M

%

!正断层'位于矿区北东部%走向
?``

%倾

向
@@̀

%倾角
G$o

%两头延出区外%长约
J>#VD

'上

盘地层为寒武系冲庄组至龙哈组%下泥盆统坡脚组

和芭蕉箐组"下盘地层为寒武系大丫口组+龙哈组%

泥盆系坡松冲组+坡脚组及芭蕉箐组'断层破碎带

中见断层泥&糜棱岩&构造透镜体及断层角砾%泉水

流量
$>!!%

"

!>&'$W

(

1

%断层交汇处泉水流量
%>($J

"

!>&'$W

(

1

'富水性弱 中等%多数地段不导水或

导水性差%而两盘为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地段%导水

性好%但远离矿体%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

M

!

!正断层'东部至核桃冲附近与
M

%

相交%向

西经咪尾村延出矿区外%矿区内长
#>'VD

%倾向

@̀

%倾角
("o

"

'$o

'上盘地层为寒武系田蓬组"下

G'(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表
#

!

白牛厂矿区钻孔抽水试验结果

R7/43%

!

F0D

A

.+

5

,31,-3104,1*U8-.44<*431.+,<3Y7.+.0;<7+

5

D.+3

项目

抽水试验层位

X['GC! X[J#C% X[J%C%J X['&C!G X["#CJ

,

!

4

X[G$CJ X[G$C%(

,

!

#

X[J&C"

M

#

孔深(
D %"(>'# !!$>$" (%$>%$ #('>%( %'#>&J !#!>#' #!G>&J !$$>!(

试
验
段

自(
D 'J>$$ !G>GG !$>%% ('>"$ ('>$# %#G>G( !#$>G# %#">&"

至(
D %((>G# G$>$" #!$>$$ !$&>J$ %%!>$$ !#!>#' #!G>&J %'G>G%

长度(
D G&>G# ##>(! !&&>"& %G%>'$ G(>&' &J>'# &G>#! #&>G#

静止水位
埋深(

D 'J>## !'>&' !%>#& !J>G( #>"! "G>"! (!>#( JG>%'

标高(
D %"J&>#$ %"(&>%( %&!(>'$ %""">G$ %"'#>(% %"(G>(G %"(!>!# %"'!>!#

恢复水位
埋深(

D '%>J$ !'>!G !#>!J !G>%" #>J! &%>(" ((>&!

标高(
D %"G>%# %"(&>"J %&!!>"( %""">$G %"'#>'% %"(%>"$ %"#&>GJ

降深
=

(

D %%>'! %">G' J!>"( %'>$J J#>&( %&>(% (G>#! (#>J#

涌水量
T

(#

W

(

1

$

$>%JJ $>%(( $>%&& #>$! $>$J# $>$J#J $>$!!

#

$>$$#J

单位涌水量
U

(#

W

(

1

0

D

$

$>$%#! $>$$G% $>$$#" $>%''% $>$$% $>$$!'G $>$$$('

影响半径
:

(

D !J>"& #%>J! G'>## J(>&G #'>$! ">G" ">'J

渗透系数
[

(#

D

(

8

$

$>$%'J $>$!%# $>$$%#J $>%$(J $>$$%% $>$$!% $>$$$#J

盘地层为寒武系大丫口组&冲庄组&田蓬组和泥盆系

坡松冲组&坡脚组&芭蕉箐组'上&下两盘与寒武系

呈不整合接触'沿断裂带发育宽
J

"

%$D

的挤压破

碎带%断裂带两盘岩石具明显褶皱&破碎及片理化现

象'沿断裂带出露泉点
!

个%流量
$>!!%

"

$>!"%

W

(

1

%富水性弱'坑道内断层带干涸无水%但接触面

上具涌水和渗水现象%流量
$>$!'#

"

$>!JW

(

1

%断

层破碎带不导水%对矿床充水无影响'

M

#

!正断层'位于马路脚凹塘+白羊沟+刀冲

坡一线%东部在马路塘凹塘以北交汇于
M

%%

%并错断

M

%$

和
M

'

%继续向西延伸并延出矿区%矿区内全长

'>GVD

%沿走向弯曲延伸%尤其在南东段呈蛇曲状'

断层面倾向
@@̀

%倾角
&o

"

#'o

%一般为
!(o

'断层

位于
=

%

矿体之上%大致沿
=

%

矿体与顶板围岩接触

部位顺层发育)

#

*

'上盘地层为寒武系龙哈组&田蓬

组白云岩&砂页岩和泥盆系砂页岩"下盘为寒武系田

蓬组和泥盆系坡松冲组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泥质

粉砂岩夹白云岩&泥质条带灰岩'断层带宽
!

"

J$

D

%厚
$

"

!$>!(D

不等%由断层角砾&断层泥&碎裂

岩组成'角砾成分以白云岩&灰岩和粉砂岩为主%砂

质&泥质&白云岩&钙质和硫化物胶结%胶结疏松%地

表泉水流量
$>$G!

"

$>#!JW

(

1

%坑道内该断层顶板

具滴水和渗水现象%滴水量
$>%"GW

(

1

'

X[J& "

孔简易抽水流量
#

$>$$#JW

(

1

%单位涌水量
#

$>$$$$"W

(

1

0

D

'富水性弱%不导水%该断层破碎

带总体属相对隔水层%仅局部地段因断层泥薄或缺

失而具微透水现象%对矿床充水影响小'

M

(

!正逆断层'由两断裂
M

(C%

%

M

(C!

组成%走向

? C̀@B

%呈舒缓波状%东起响水沟东侧%西延至白羊

沟西侧并相交%全长约
%>JVD

%断层面倾向
!%$o

"

!#$o

%倾角
#$o

"

($o

'下盘为中寒武统龙哈组第一&

二段白云岩及不整合其上之下泥盆统坡松冲组&坡

脚组砂岩&泥岩%粉砂岩"上盘以中寒武统龙哈组第

三段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粉砂岩及不整合其上的下

泥盆统坡松冲组砂岩为主'断裂破碎带宽
$>J

"

'>$D

%见棱角状角砾岩&断层泥%角砾岩为钙质胶

结'该断裂两盘的寒武系基底显示上盘下降&下盘

上升%而泥盆系盖层则显示上盘上升&下盘下降%断

层影响带内见小溶孔%地表泉水流量
$>$%(

"

$>(G(

W

(

1

%最大达
!'>'(W

(

1

'富水性弱 中等%局部导

水%对矿床充水有间接影响'

M

J

!正断层'位于圆宝山北侧%东止白牛厂北%

西与
M

#

相交%长约
!>(VD

%断层倾向
%&#o

"

!!Jo

%

倾角
#$o

"

($o

'

M

J

在寒武系基底显示为正断层%在

泥盆系盖层则为逆断层'其下盘为中寒武统龙哈组

第三段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砂岩及不整合其上的下

泥盆统坡松冲组第一至三段砂岩"上盘为中寒武统

龙哈组第四段白云岩和下泥盆统坡松冲组&坡脚组

砂泥岩'破碎带宽
$>(

"

%>!D

%由构造角砾岩及断

层泥组成'沿断裂带泉点流量
$>$#(

"

$>#!JW

(

1

'

富水性弱%上&下盘为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地段%具

导水作用%而上盘&下盘为碎屑岩含水层地段%不导

水'该断层远离矿体%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

M

G

!正断层'东与
M

%$

相交%西止响水沟右岸%全

长
!VD

'断层面倾向
@̀

%倾角
!Jo

"

($o

'其上&下

盘均为中寒武统龙哈组白云岩&粉砂质白云岩&白云

质粉砂岩'破碎带宽
$>J

"

%>!D

%由构造角砾岩组

成'沿断裂带地表仅出露
%

个泉点%流量
$>$%(W

(

''(

第
!"

卷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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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层上&下盘穿越龙哈组地段具导水作用%对矿

床充水有直接影响%但富水性弱%影响小'

M

'

!正断层'位于穿心洞北%东止阿尾中寨的

M

%%

交汇后延出区外%西与
M

(#

交汇%全长
J>%VD

%倾

向
@@̀

%倾角
#(o

"

JJo

'上盘地层为中寒武统龙哈

组第一至四段%下盘地层为中寒武统田蓬组及龙哈

组第一至三段白云岩&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砂岩及砂

岩'断距
#

%J$D

%破碎带宽
$>G

"

%>"D

%由构造角

砾岩组成%局部见断层泥%断层带出露泉点
(

个%流

量
$>%(

"

$>#&%W

(

1

%最大
%>'GW

(

1

'断层上&下盘

穿越中寒武统龙哈组地段具导水作用%但富水性弱%

仅局部中等%对矿床充水虽有直接影响%但影响小'

M

"

!正断层'位于乌鸦山北部
#$$D

处%东与

M

&

交汇%西与
M

(#

交汇%全长
%>"VD

%产状
!$$o

"

!#$o

+

G%o

"

GJo

%上&下盘地层均为寒武系中统龙哈

组第一至三段白云岩&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砂岩'断

层破碎带宽
$>(

"

%>%$D

%由构造角砾岩组成%局部

见断层泥%未见泉水出露'导水性好%但富水性弱又

远离矿体%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或影响小'

#

!

$

?B

向断裂'

M

&

!正断层'南至图边延出区外%北部与
M

"

%

M

'

断层相交%全长
!>'VD

'上&下盘地层均为寒武系

中统龙哈组第一至三段白云岩&粉砂质白云岩&白云

质粉砂岩%断裂带上未见泉水出露'导水性好%富水

性中等%但远离矿体%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或影响

小'

M

%$

!正断层'位于纵跃冲沟#新厂冲沟上游$

东%沿走向呈,

@

-形%并被
M

'

%

M

%%

%

M

%#

错开%错距
($

"

%!$D

%南西端延出区外%北东端与
M

%%

相交%全长

约
#>&VD

%断层面倾向
?`

'断层上盘为中寒武统

龙哈组第二至四段白云岩&粉砂质白云岩及白云质

粉砂岩%下泥盆统坡松冲组砂岩&粉砂质泥岩及砾

岩"下盘为下泥盆统坡松冲组&坡脚组砂&泥岩及中

寒武统龙哈组第一&二段和田蓬组第二&三段白云

岩&粉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粉砂岩&灰岩&粉砂岩&粉

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断裂带附近见泉水点
!

处%

流量
$>!G$

"

$>#!JW

(

1

'断层两盘多为下泥盆统

坡松冲组%富水性弱%为相对隔水层%导水性差%对矿

床充水无影响%而马路脚凹塘附近两盘为寒武系中

统龙哈组&田蓬组白云岩&粉砂质白云岩&灰岩出露

区段%断层带具导水作用%对矿床充水有一定影响'

M

%%

!正断层'南部止于祭天坡以西%并与
M

#

交

汇"向北错断
M

%

%

M

%#

后延至矿界外'矿区内全长

!>'VD

%沿走向弯曲发育%断层面倾向
B

%倾角
J'o

%

上&下盘地层为中寒武统龙哈组&田蓬组白云岩%粉

砂质白云岩%白云质粉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砂

岩等'沿断层线两侧
%$

"

#$D

%地表泉水流量一般

为
$>JJ(

"

$>G%$W

(

1

%最大
!>&'$W

(

1

'富水性弱

中等%具导水作用%但大部分远离矿体%对矿区充水

无影响%唯新厂冲沟两岸断层两盘为中寒武统龙哈

组&田蓬组白云岩&粉砂质白云岩&灰岩出露地段%对

矿床充水有直接影响'

除上述断层外%尚有
M

%!

%

M

%#

%

M

%J

%

M

(#

等十几条

大小不等走向各异的断层%这些断层大多分布于储

量计算区#涌水量估算区$外围%对矿床充水基本无

影响或影响小'

!

!

矿床充水因素分析

准确分析矿床充水因素对矿山疏通地下水至关

重要)

(

*

'根据矿区出露地层岩性&构造及其富水性%

以及断层导水性特征和矿体分布特征%矿床充水因

素有大气降水&地下水&地表水'

!"#

!

大气降水

大气降水是矿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矿

床充水的影响因素)

J

*

'矿区发育的岩溶管道是矿区

地表水供给地下水的主要通道'地下水动态长期观

测结果表明%泉水流量&钻孔水位和坑道涌水量均与

降水密切相关%降雨时泉水坑道涌水量大增%钻孔水

位突升'枯&雨季地下水流量变化系数
(

"

(%(

倍%

水位变幅
%>#%

"

!G>%(D

'

!"!

!

地下水

地下水是矿床充水的主要水源)

G

*

'第四系砂砾

石土孔隙含水层&下泥盆统坡脚组和坡松冲组砂泥

岩裂隙含水层为矿体的间接顶板%富水性弱%为相对

隔水层%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中寒武统龙哈组白

云岩夹粉砂岩岩溶裂隙含水层为矿体的直接顶板%

富水性中等 强%地下水可直接进入矿坑%是矿床充

水的主要含水层"中寒武统田蓬组灰岩&白云岩&砂

泥岩岩溶裂隙含水层为矿体直接底板%虽富水性弱%

但地下水直接渗入矿坑%是矿床充水的又一含水层"

中&下寒武统大丫口组&大寨组&冲庄组砂板岩及灰

岩裂隙岩溶含水层为矿体的间接底板%富水性弱%亦

为相对隔水层%对矿床充水无直接影响'

!"$

!

地表水

矿区内的牛作底河及其支流白羊沟&响水沟&核

桃冲沟及新厂冲沟&老厂大箐沟%均不同程度地切穿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了矿体顶板+++中寒武统龙哈组白云岩夹粉砂岩岩

溶裂隙中等 强含水层%和矿体底板+++中寒武统田

蓬组灰岩&白云岩&砂泥岩岩溶裂隙弱含水层'其

中%牛作底河天然状态下地下水补给河水%加之距矿

体较远%对矿床充水影响较小"白羊沟天然状态下大

部分地段地下水补给河水%仅中寒武统龙哈组分布

地段地表水可能补给地下水%但补给量微弱%对矿床

充水影响较小"核桃冲沟总体为地下水补给河水#枯

季可能河水补给地下水$%又距矿体甚远%对矿床充

水无直接影响"响水沟天然状态下地下水补给河水%

而当地下水位因矿坑排水下降后%则河水补给地下

水%对矿床充水有直接影响"新厂冲沟流经地层多为

中寒武统龙哈组&田蓬组白云岩夹粉砂岩&灰岩&砂

泥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地下水补给地表水微弱%而地

表水在径流途中以渗透形式补给地下水%对矿床充

水有直接影响"老厂大箐沟下游流经地层为中寒武

统田蓬组灰岩&白云岩&砂泥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地

表水在径流途中以渗透形式补给地下水%对矿床充

水有直接影响'

#

!

水害预测与防治建议

$"#

!

水文地质问题预测

断裂破碎带&大断裂及封闭不好的钻孔等均可

成为溃入性充水通道%涌水量大%对矿床开采危险性

大)

G

*

'矿床开采过程中%尤其是雨季%矿坑涌水量会

较大%采用,类比外推法-预测坑道采空区降深
!JJ

D

处%矿坑系统水位降深
##JD

%雨季涌水量估计为

#J(J&D

#

(

8

%当挖掘到断层或断层交汇处时%存在

发生突水的可能性%危及采矿安全'

矿区岩溶十分发育%疏排水容易引起岩溶坍塌'

矿床进入深部开采后%疏干范围内的水点将会消失%

使沟谷流量减少%会影响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

综上所述%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的主

要问题有矿坑涌水&地面塌陷和泉水断流等'

$"!

!

防治水措施及建议

随着矿床的不断开采%水文地质调查工作不能

停滞不前%可开展更大范围的水文地质工作%涵盖地

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区域%对断裂破碎带与地表

水的连通性等矿区水文地质问题如矿坑涌水&地面

塌陷和泉水断流等进行深入分析%还需要深入研究

矿区地质体的空间形态和地下水的运动规律%以及

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可以建立矿区的

水文地质模型%以指导开采方案和防治水措施的有

效实施'

(

!

结论

#

%

$白牛厂矿区位于区域水文地质单元的上游

补给区%地表水系发育%泉点出露较多"矿体赋存于

M

#

断裂#层$破碎带或下盘白云岩&粉砂岩&粉砂质

泥岩和灰岩之中"

M

#

断裂#层$破碎带为相对隔水

层"矿体顶板为中寒武统龙哈组岩溶裂隙含水层%富

水性中等 强%底板为中寒武统田蓬组+大丫口组岩

溶裂隙含水层%局部具承压性%但富水性弱'

#

!

$矿坑地下水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具降雨型

动态特征%

=

%

主矿体大部分位于地下水位以下%少

部分矿体位于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下%矿坑充水

的主要来源为寒武系中统龙哈组岩溶裂隙含水层%

其次为底板的中寒武统田蓬组+大丫口组裂#溶$隙

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属于岩溶裂隙含水层充水为

主的中等 复杂类型)

'

*

'矿区的冲水因素主要是大

气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

#

#

$矿床开采可能会出现雨季开采或挖掘到断

层等处时发生突水情况%还可能发生岩溶塌陷等危

险'建议可开展更大范围的水文地质工作%建立矿

区水文地质模型%进一步研究矿区地下水的运动规

律%便于矿区安全开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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