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卷 第四期 地质找矿论丛 1 9 97
.

1 2 7 3

东坪金矿床充水因素探讨
¹

吕作刚 穆生莉
(武警黄金第八支队

,

河北遵化
, 0 6 420 0)

提 要 东坪金矿赋存于偏碱性杂岩体中
,

所处水文地质单元为中低山分水岭近侧的基岩裂隙水

区
,

东坪沟是矿区唯一的地表水体
,

地下水有第四系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

矿床充水因素主要为地

表水和第四系孔隙水
,

其次为基岩裂隙水
。

基岩裂隙水直接渗漏到矿坑
,

地表水和第四系孔隙水通

过基岩裂隙渗漏到矿坑
。

东坪金矿床实属以基岩裂隙水直接充水
,

地表水和第四系孔隙水间接充水

的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类型的矿床
。

关键词 东坪 含水层 充水因素

1 区域水文地质概况

东坪金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燕山台褶带与内蒙地轴交界部位的南侧
。

矿床赋

存于水泉沟偏碱性杂岩体中
。

矿区地处燕 山山脉西段与坝上高原衔接地带
,

属海河水系洋河支流清水河
、

白河支流红土

河分水岭西侧
,

地形北
、

东高
,

南
、

西低
,

海拔 1450 m 一 Zo o om
,

相对高差 55 om 左右 (图 1)
。

区内

属大陆性气候
,

冬季严寒
,

夏季凉爽
,

年平均气温 3
.

64 C
,

年均降雨量 484
.

3m m
,

年最大降水量

6 81
.

lm m
,

年最小降水量 265
.

Zm m
。

属洋河
、

桑干河盆缘中低山基岩裂隙水贫水区
,

基岩广泛

裸露
,

山间沟谷堆积 了冲洪积坡洪积砂砾石松散层
。

按地下水赋存类型和埋藏条件
,

分为基岩

裂隙水区和第四 系孔隙水区
。

2 矿区水文地质

矿 区位于清水东坪沟流域水文地质单元的中部
,

相对侵蚀基准面标高 14 0 0 m
,

地形坡度

大
,

地下分水岭与地表分水岭一致
,

边界条件清楚
。

2
.

1 地表水

东坪沟河是矿区内唯一地表水体
,

流经矿区中部
,

汇水面积 60k m “,

其中
,

富矿地段 1 号脉

¹ 收稿 日期
: 19 , 7一 0 8 一21 改回 日期

: 199 7 一。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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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坪金矿区地理位盆图

Fig
.

1 M a p s ho w in g g eo g r a p hie 卯
s itio n o f DO

n g p in g A u d e

卯
sit

群 以上 37 km
2 。

河床自然坡降 3 % ~ 5 %
,

水面宽 Zm 一 4 m
,

水深 0
.

Zm ~ 0
.

6m
。

枯水期为 12 月

至翌年 3 月
,

流量 1 5 om
3

/ h ;
平水期 4 ~ 6 月和 1 0

、

1 1 月
,

流量 Zo o m 丫h ~ 3 oom
,

/ h ;
丰水期 7 ~ 9

月
,

流量 8 0 Om
3

/ h一 4 3 3 6 m 丫h
,

最高达 lo 9 6 4 m 丫h ;
期中 4 月份 为冰雪融化期

。

2. 2 含水层及隔水层

?
·

2
·

1 含水层

2
.

2
.

1
.

1 第四系孔隙水 第四系孔隙水主要为全新统冲洪积砂砾石孔隙含水层
。

分布于东坪

沟地带
,

宽 50 m ~ 20 o m
,

岩性为砂砾石
,

结构较松散
,

含水层厚 sm ~ 15 m
,

水位埋深 Zm ~ g m
.

单井出水量 1 3
.

6 m 丫h ~ 4 o m 丫h
。

渗透性较好
,

但不均一
,

水位年变幅 lm ~ 1
.

sm
。

其次为上更

新统坡洪积含砂土碎石孔隙水含水层
,

分布于东坪沟两侧
,

宽 lo o m 一 30 0 m
,

岩性为泥砂质碎

石层
。

水位埋深 15 m ~ 40 m
,

含水层厚度 sm ~ 巧 m
,

含水性较差
,

该层水与下伏基岩风化裂隙

水水力联系较密切
。

2
.

2
.

1
.

2 基岩裂隙水 按埋藏条件分为风化裂隙水和脉状裂隙水

风化裂隙水
:

赋存于基岩浅部风化带内
,

呈片状分布
,

发育厚度一般 35 m 左右
,

水位埋深

sm ~ 30 m
,

含水带厚 0. 3 m 一 30 m
,

沟谷低凹处和第四系下部富水性较强
。

该含水层受大气降水

补给
,

向低凹处径流
,

排泄于沟谷
。

脉状裂隙水
: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
,

主要有四组
:

北西和近南北两组断裂为压性和压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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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多为闭合状态
,

充填胶结程度好
,

基本不含水
,

起隔水带作用
。

近东西和北东方向两组裂

隙
,

多为张性和张扭性
,

裂隙带宽度一般 lm 一 3
.

sm
,

单裂隙最大宽度 0
.

Zm ~ 0
.

3 m
,

一般小于

0
.

ol m
,

呈半充填状态
,

充填物多为高岭土和岩石角砾
,

有补给源时
,

成 为充水裂隙
,

形成脉状

裂隙水
。

其受风化裂隙水补给
,

沿产状 向深部运移
,

当受阻时形成高水头顶托补给上部含水层
,

若有钻孔揭露则形成自流或高水位
。

脉状裂隙水受构造性质和补给源的控制
,

补给源充足时含

水性就强
,

反之则小
。

2. 2. 2 隔水层

区内基岩风化裂隙含水带以下
,

岩石完整
,

裂隙发育差
,

且多被充填
,

除有少量脉状裂隙水

外
,

富水性弱
,

均可视为隔水层
。

坑道调查和钻孔抽水试验
,

水位降低 75
.

9全m
,

涌水量只有

1
.

舫m 丫h
,

也说明了矿脉围岩含水微弱
,

具隔水作用
。

2
.

3 地表水
、

地下水动态特征及其间水力联系

通过对矿区各含水层进行的长期动态观测资料表明
,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动态变化与降水

量密切相关 (图 2 )
。

由于受地下水含水介质及地貌形态影响
,

各含水层均具有各自动态特征
。

流量

(m 3 / h )

降水t

13 90 坑道硫排地下水前
‘

一一一十—
一 1 3 90 坑道硫排地下水后 4 3 38

一人竺丝500050000
.

221250

00(50c00c500
。

2 毛 行 匕 1 0 1名 2 4 6 8 1 0 1 2 2 4 6 8 1 0 12 2

一, 介- 一了一一节r 一一r 一飞万

4 6 8 1 0 1 2 2 4 6 8 10 1 2 2 4 6 8 10 1 2

巨习降水t 巨二〕流t 动态
曲线

巨日冰封期〔三}河水断流

图 2 东坪沟河水流t 动态与降水t 相关曲线图 (月平均 )

F ig
.

2 P lo t s
ho w in g re la tio n b e tw e e n w a te r flow o f Do

n g p in g go
u riv e r a n d ra in fall

东坪沟河水
,

流量变化直接受降水和冰雪融化影响
。

地下水各含水层地下水类型属降水

型
,

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砂砾石孔隙水
,

其动态与河水同步
,

风化裂隙水则滞后 20 天左右
。

脉

状裂隙水由于释放储存量
,

初始水头高
、

水量大
,

而后则逐步递减
。

矿区位于东坪沟上游
,

加之地形及河床坡降大
,

第四系冲积层岩性及厚度变化大
,

渗透性

能具不均一特点
,

在河床狭窄地段
,

第四系较薄
,

地下水转化为地表水
,

反之地表水转化为地下

水
。

冲洪积层下部为基岩裂隙水
,

没有隔水层
,

二者有一定水力联系
。

脉状裂隙水在河床及低

洼地带
,

顶托补给上部含水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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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床充水因素论证

矿区内 1 3 90 m 标高坑道的掘进
,

先后揭露了第四系
,

风化带及脉状裂隙含水带
,

坑道涌水

量 由每小时几十立方米
,

逐渐增大到 40 o m
3

/h 一 60 Om 丫h
。

由于坑道揭露面积大
,

且通过东坪沟

河谷
,

时间又长
,

从而全面揭示了矿床充水来源
。

3
.

1 东坪沟河水对矿坑充水的影响

根据对 1 3 9 o m 标高坑道疏排水前后在不同年份
,

河水流量值的动态资料
,

在降水量基本

相当的条件下进行对 比
,

以及进出矿区水量测定结果
,

均显示了河水是矿坑充水的主要来源之

一 (见表 1
、

2 )
。

表 1 1 3 9。坑道疏排水前后河水流t 变化对比表

T a ble 1 W
a t e r flow

e o m p a r iso n o f伪
n g p in g g o u riv e r p r e a n d 卯

s t d ew a t e r in g fr o m d r ifts

时时期期 日期期 降水量(m m ))) 河水流量 (m 3
/ h))) 备注注

最最最最最大大 最小小 平均均均

疏疏排前前 1 9 8 7
.

555 27
.

666 2 0 6
.

6 444 16 0
.

7 888 1 7 3
.

5 11111

11111 9 8 8
.

555 3 0
.

000 2 0 9
.

7 444 1 9 5
.

4 888 2 0 3
.

3 44444

11111 9 8 9 555 2 8
.

444 2 0 1
.

4 777 1 3 2
.

9 888 1 7 1
.

2 00000

疏疏排后后 1 9 9 0
.

555 3 0
.

777 1 3 2
.

5 444 7 7
.

9 666 1 0 8
.

1 33333

11111 9 9 1
.

555 5 1
.

222 6 4
.

0 000 000 1 0
.

1 77777

11111 9 9 2
.

555 3 0
.

444 000 000 00000

表 2 河水进
、

出矿区损失测试结果表

T a b le 2 W
a t e r 10 5 5 o f Do

n g p in g g o u riv er d u e t o r u n in g th r o u g h th e m in in g a r e a

测测定 日期期 上游流量量 下游流量量 损失量量 损失率(% ))) 测距 (m ))) 备 注注

(((((m 3 /h ))) (m 3

/ h ))) (m
3

/ h )))))))))

111 9 9 1
.

666 2 1 8
.

1 000 1 2 8
.

1 444 8 9
.

9 666 4 1
.

2 555 2 0 0 00000

111 9 9 2
.

888 1 5 7 2
.

1 888 1 3 8 3
.

4 555 1 8 8
.

7 333 1 2
.

0 000 2 0 0 00000

3
.

2 第四系孔隙水对矿床充水的影响

通过对东坪沟第四系内水井水位及泉水测量的观测
,

1 3 90 坑道疏排前为降水型
,

季节性

变化
,

而疏排水后
,

水井水位明显下降
,

泉水流量减少至干枯 (见表 3 )
,

由此证 明
,

第四系孔隙

水也是矿坑充水的来源
,

同时是河水补给矿坑水的渗漏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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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3 9 0 坑道疏排水前后孔隙水动态变化对比表

T a ble 3 C o m p a r iso n o f P o r o u s w a te r dy n a m ie s Pr e a n d p o s t d ew a te r in g fr o m d rift s

观观测点号号 疏排前前 疏排后后 下降值值 备 注注

(((((((((((((((((((((((((((((((((((((((((((m )))))日日日期期 水位(m ))) 日期期 水位 (m )))))))

供供 2 号号 1 9 9 0
.

555 5
.

000 1 9 9 2
.

666 1 8
.

1 000 1 3
.

1 000 5 1 号 泉 1 9 88 年 5 月 流 量量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0
·

6 9m 3

/ h
,
1 9 9 1 年 1 1 月干枯

。。

供供 3 号号 1 9 9 0
.

555 4
‘

555 1 9 9 2
.

666 2 1
.

7 555 1 7
.

2 55555

观观 1 孔孔 1 9 8 9
.

666 5
.

3 666 1 9 9 1
.

1 222 1 4
。

4 111 9
.

0 55555

观观 2 孔孔 1 9 9 0
.

555 2
。

3 444 1 9 9 2
。

666 3
。

6 777 1
.

3 33333

3
.

3 墓岩裂隙水对矿床充水的影响

风化裂隙水富水性弱
,

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

但对第四系孔隙水及河水渗漏起到控制作

用
,

在裂隙发育地段
,

导水性能好
,

渗漏量大
,

反之亦小
。

脉状裂隙水则不然
,

其空间分布不均

一
,

补给量有限
,

有一定的储存量
,

虽在矿坑充水水源中占不到主要位置
,

但当一旦揭露
,

瞬时

流量也较可观
,

当水头降低
,

它也能够渗漏河水和第四系孔隙水
。

全 结论

通过对地表水
、

地下水在 13 9 0m 标高坑道开拓前后观测的对比
,

查清了矿床充水因素
。

即

东坪金矿床充水来源主要为东坪沟河水和第四 系砂砾石孔隙水
,

其次为脉状裂隙水
,

而风化裂

隙水则是河水与第四系孔系水渗漏的通道
。

矿床属以裂隙直接进水
,

河水和第四系孔隙水间接

充水的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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