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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井资源概况

1.1 矿井可采煤层

某煤矿井田范围内的可采煤层是 4、8 及 13 号，其

余均为不可采或有零星可采点的不可采煤层。4 号煤为

稳定大部可采煤层，8 号煤层为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

其他煤层为不可采煤层，13 号煤层为全区稳定可采煤层。

1.1.1 4 号煤层

位于山西组上部第一旋回，上距 K4 砂岩 1.98-36.56m， 

平均 16.07m。区内全部可采，煤层厚度为 0.60-3.28m，

平均 2.25m，属中厚煤层，仅井田中部 GX08-01 孔、

GX09-02 为薄煤层。煤层横向连续性较好，厚度变异系

数为 35%，属稳定大部可采煤层。4 号煤层结构简单，

含 1-2 层夹矸。

1.1.2 8 号煤层

位于山西组底部，8 号煤层上距 4 号煤层 34.48-

53.00m，平均 43.74m，下距 K3 砂岩 4.16-24.44m，平均

10.55m。煤层厚度为 0-2.38，平均 0.93m，井田北部不

可采，南部可采，为较稳定大部可采煤层，井田内南部

施工的 15 个钻孔均可采及厚度在 1.00m 以上，北部施

工的钻孔均不可采，厚度小于 0.50m，有时尖灭。该煤

层结构简单，煤层较厚时含 1-2 层夹矸。

1.1.3 13 号煤层

表 1   可采煤层特征一览表
含煤
组段

煤层
编号

煤层厚度
（m）

层间距
（m）

结构
稳定
性

可采
性

可采
系数

山西
组

4
0.60-3.28

2.25
简单 稳定

全区
可采

93%

34.48-53.00
43.74

8
0-2.38
0.93

简单
较稳
定

大部
可采

56%

63.51-73.73
68.61

太原
组

13
11.99-15.43

14.15
中等 稳定

全区
可采

100%

位于太原组中下部，煤层厚度全区变化不大，厚度 

11.99-15.43m，平均值为 14.15m，厚度变异系数为 6%， 

井田南部较薄，北部较厚，属稳定全区可采煤层。含 0-8

层夹矸，夹矸总厚度 0-1.25m，单层夹矸厚度最大 0.45m， 

夹矸岩性主要为炭质泥岩、泥岩、粘土岩，属中等结构

煤层。

1.2 矿井水文地质概况

4 号煤层的直接充水含水层，主要是砂岩裂隙含水

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水文地质勘探类型定为二类一

型。

8 号煤层其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砂岩裂隙含水层，由

于西部大面积煤层属带压开采煤层，岩溶水是其间接充

水含水层。8 号煤 910m 底板等高线以东属非带压开采 

区，矿床水文地质类型为二类一型；在煤层底板等高线

150-910m 之间突水系数小于 0.06MPa/m，矿床水文地质

类型为三类一型；在煤层底板等高线 150m 以西突水系

数介于 0.06-0.10MPa/m 之间，矿床水文地质类型为三类

二型。

13 号煤层其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砂岩裂隙和太原组灰

岩岩溶裂隙含水层，深层岩溶水是其间接充水含水层，

13 号煤底板等高线 650m 以东突水系数小于 0.06MPa/m，

矿床水文地质类型定三类一型；在煤层底板等高线 260-

550m 之间，突水系数介于 0.06-0.10MPa/m 之间，矿床

水文地质类型定三类二型；在煤层底板等高线 260m 以

西，突水系数大于 0.10MPa/m，矿床水文地质类型定为

三类三型。

1.3 矿井开采技术

根据井田形状及煤层赋存特点，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为 8.0Mt/a，采用斜立混合的开拓方式，布置有主斜井、

副立井和 4 号回风立井、13 号回风立井共四个井筒。

矿井主采 13 号煤层，沿煤层走向南北方向布置一

组开拓大巷，将井田分为东、西两翼。然后分别井田在

中部、北部及南部适当位置沿各煤层倾向布置上、下山，

形成在井田中部南北向设开拓大巷，东西两翼设上、下

山采区的开拓布局。

在 13 号煤 1301 上山巷道正上方重叠布置一组 401

上山巷道。401 上山巷道底部通过 4 煤辅运斜巷与副立

井沟通；401 上山巷道顶部通过 4 号煤仓与主斜井沟通，

通过回风联络巷与 4 号回风立井沟通，形成了矿井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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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 号煤层首采区 401 采区的主、辅运输、通风、排水

等系统。

矿井移交生产时布置 401 生产采区和其首采的 40101 

回采面，并形成 1301 生产采区。401 生产采区生产 1 年

后，1301 生产采区的首采工作面 130101 回采面投入生

产，形成 4、13 号煤层同时开采的生产格局。

2 矿井经济效益因素分析

矿井经济效益主要受矿井生产成本，煤炭价格及矿

井生产产量三方面影响。其中矿井生产成本受巷道掘进

成本及开采技术影响，而煤炭价格则受煤炭市场需求总

量影响较大，矿井生产产量则主要受煤层厚度变化及采

区配置影响。

2.1 矿井可采煤层

4 号煤层煤层厚度为 0.60-3.28m，平均 2.25m 全区

可采，煤层厚度变异系数为 35%，部分区域煤层厚度小

于 1m。由于 4 号煤厚度变化大，因此 4 号煤回采产量

变化大，对采区接替具有影响。由于部分区域煤层厚度

小于 1m，属于薄煤层开采，对矿井井下生产设备配置

及巷道掘进成本具有重要影响，实际生产成本应高于理

论成本。

中部 8 号煤厚度 0-2.38m，平均 0.93m，为大部可

采的较稳定煤层（可采系数 56％），8 号煤层在 08 及

09 号勘探线以北为不可采区，南部区域稳定赋存。由于

8 号煤属于薄煤层开采，巷道掘进属于岩巷掘进，巷道

成本大幅增加，同时由于 8 号煤部分可采，在实际采区

布置中作为配采，对矿井生产产量影响不大。

13 号煤厚度 11.99-15.43m，平均 14.15m，可采系

数 100％。因此作为主采煤层。13 号煤由于厚度较大，

采用放顶煤开采。但 13 号煤属于中等结构煤层，强度 

高，煤层夹矸多，单层夹矸厚度最大 0.45m。在实际生

产中，需要添加矸石筛选处理和顶煤处理，增加矿井生

产成本，但对产量影响不大。

2.2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

井田地质构造条件属简单的第一类。井田内 4 号煤

层直接充水含水层主要为砂岩裂隙含水层，水文地质

条件简单；8 号煤层其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砂岩裂隙含水 

层，西部大面积煤层属带压开采煤层，岩溶水是其间接

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 中等；13 号煤的直接

充水含水层主要以砂岩裂隙含水层为主，岩溶水是其间

接充水含水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 中等 - 复杂类型。

井田内只有 8 个水文地质钻孔，奥灰水顶面控制程

度低，以 8 个钻孔的平均奥灰水顶面标高计算各煤层的

突水系数准确性较差，下一步应进行专门水文地质勘查

工作。同时矿井内各煤层均有大面积带压开采，矿井需

要加强排水，应增加采区水仓。因此矿井水文地质条件

对矿井经济效益影响体现在一方面采区水仓布置增加巷

道掘进量，另一方面强排水设备及管道费用大幅度增加。

2.3 煤炭市场变化情况

煤炭市场变化主要受来自于政策方面影响。由于“碳

达峰”、“碳中和”被提高到国家级战略，国家能源将

从从高耗能型向清洁高效转型。目前国内，火电厂将不

再新建，煤炭市场已经饱和，增长缓慢，属于存量市场；

另一方面，清洁发电装机的快速发展推进，对煤炭市场

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再加上国家大力支持清洁能源发展。

因此可能在 2030 年前，中国碳排放的拐点就会到来，

意味着煤炭消费需求总量的拐点也会提前到来，煤炭价

格将步入下行轨道。

3 经济效益平衡性分析

3.1 矿井经济效益

根据煤炭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实施规定，结合矿

井开采设计，计算得出本项目建设总造价为 360884.00

万元，具体见下表：

表 2   矿井建设总成本

序号 名称 费用（万元）

1 井巷工程 6114833.3

2 土建工程 31192.12

3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 76960.08

4 安装工程 28080.04

5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6014.17

6 基本预备费 38620.37

7 瓦斯电厂 4758.00

8 建设期间投资贷款利息 20425.86

9 总费用 360884.00

根据邻近企业近几年的平均销售情况，确定原煤售

价为 444.83 元 /t。计算项目年销售收入 355865 万元。

表 3   矿井销售收入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万t/a）
单价

（元 /t）
销售收入
（万元）

产品煤 663.86 343919

洗大块 万 t/a 235.76 530.17 124993

主或再洗旋流器精煤 万 t/a 256.80 530.17 136148

脱粉（-3mm） 万 t/a 128.48 530.17 68117

粗煤泥 万 t/a 26.52 362.07 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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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 万 t/a 16.30 310.34 5059

混煤小计 428.10 218926

矸石 136.16 0

矸石 万 t/a 136.16 0

铁路专用线  9783

运费 31.24km 663.86 0.47 9783

瓦斯电厂  

年供电量 kWh*104 3420 0.63 2163

年对外供热量 GJ 87000 12.93 113

合计

折合当量煤价 800 444.83

3.2 矿井经济效益盈亏平衡性计算

图 1   还款后第一年盈亏平衡点

图 2   生产年盈亏平衡点
通过对矿井投资、成本及销售价格资料收集整理，

进行矿井经济益盈亏平衡性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计算期内的固定总成本及可变总成本计算盈亏

平衡点如下：

BEP（生产能力利用率）= 固定总成本 /（销售收入

- 可变总成本 - 销售税金及附加）×100％ =33.84％

BEP（产量）=800×33.84％ =270.72 万 t

3.3 矿井经济效益盈亏平衡性评价

根据矿井可采煤层情况，4 号煤厚变化大，而矿井

移交生产时，首采区 40101 回采面。401 生产采区生产

1 年后，1301 生产采区的首采工作面 130101 回采面投

入生产。因此预测投产后第一年年产量 2.0Mt，小于盈

亏平衡量 270.72 万 t，同时由于布置 13 号煤采区，因此

矿方第一年将较大亏损，矿方应加强资金方面管理。随

着 13 号煤层工作面开始回采，矿井生产量将大幅增加，

矿井将进入盈利期。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则要求矿方增加采区水仓和强排

水设备，非开拓大巷因此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对矿井生产

成本具有一定影响，但不会造成矿井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对矿井盈亏平衡点有一定影响，根据生产经验，校正后

的盈亏平衡点 34％ -35% 之间。

目前国内煤炭市场属于存量市场，价格上升空间不

大，而中国碳排放的拐点将会在 2030 年到来，在这期

间煤炭价格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状态。通过以上分析可以

得出，矿井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4 建议

①根据矿井初步设计，4 号煤工作面作为配采工作

面，但由于 4 号煤厚度变化较大，实际生产中，应合理

安排 4 号煤工作面，13 号煤工作面，保证生产接替平衡；

② 4 号煤，8 号煤厚度局部小于 1m，矿方应在后期

做好薄煤层开采设计，保障矿井生产产量；

③国内煤炭市场受政策方面影响较大。国内两会期

间提出“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国内清

洁能源大力发展，对煤炭产生一定挤出效应，建议投资

方应采取谨慎的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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