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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岱河煤矿投产40周年之际，《岱河煤矿志》正式出版并同广大读者见面。

这是岱河煤矿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是全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全矿职工家属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岱河煤矿于1965年12月25日投产，1969年达到60万吨设计水平；1980

年实现产量翻番；1988年最高年产达160万吨。至2004年底累计生产原煤

4657万吨。

投产40年来，岱河煤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考验，在极左思潮

泛滥，“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广大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认准了一个理：干

煤矿，不出煤不行!他们顶住压力，坚守岗位，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多出煤炭。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春风吹拂，岱河煤矿历届党政领导班子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带领广大职

工，弘扬“以严治矿，团结奋进”的企业精神和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

统，顽强拼搏，锐意进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先后荣

获全国大庆式企业、全国环境优美工厂、全国煤矿质量标准化矿井、全国双十佳

煤矿、全国先进基层党委⋯⋯不少干部、工人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省人大代表、

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全国煤矿十佳矿长，部、省级劳动模范。这些荣誉既是

岱河煤矿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淮北矿区和安徽省大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闪光点。

这部六十余万字的《岱河煤矿志》忠实记载了岱河煤矿40年风雨路。忠实记

载了岱河煤矿生产、经营、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岱河煤矿的资料总汇、信息总

库、舆情总览和百科全书。既“存史”，又“资治”，以此为鉴，使我们在施政决策的

过程中增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直接起到服务于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

《岱河煤矿志》以生动、翔实、准确的资料构成了一部信史，是对全矿职工家

属，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乡土教育最直接、最



真实、最可信的教材o’

《岱河煤矿志》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编写成功，出版发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

新形势下“众手成书”的特点，集中体现了全矿职工的才能和智慧，也凝聚了编写

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们谨向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集团公司史志工作

者，向历届老领导、老同志，向矿志编写组的全体同志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并

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并指正。

㈣愀二萝墩?痢记
-'0 0五年十月



凡 例

一、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客观记述和反映岱河煤矿的历史及现状，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以便更好地为煤矿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采用编、章、节、条、目五层结构，另加附图、附表。

三、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语言尽可能精炼准确，通俗易懂；引用文字加引号，转述大

意不加引号。 +

四、“大事记”以时为序。条目记载到日，日无考则记载到月，月份无考则记载到年。

五、“人物传略”按照史家通例，生不立传，仅收录已故的副矿级以上党政干部。

六、“荣誉”分别记述历年荻市、局(集团公司)级以上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

七、“人物简介”收录历任副矿级以上党政领导和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及全国人大代表、

党代表、政协委员，只做简要介绍，不加评论。

八、称谓：人物直书其名，不加职务称谓，不加褒贬词语；地名均用全称。

九、纪年：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十、计量单位及计算公式均以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和计算公式为准。

十一、煤矿专业技术用语。本志使用时不另注释。

十二、各种数据均以矿计划科统计数据为准。

十三、断限：本志上限为建井开始，下限至2005年6月底，部分略有顺延。

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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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河煤矿原名皇后窑煤矿，曾用名淮北跃进六矿，隶属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处淮北市(相山)东北4千米的高岳镇。北临连霍高速公路，东靠京福高速公路(合徐段)，

西近201省道。煤矿专用铁路向西1千米与符夹线相接。铁路符夹线北接陇海线，南接京沪

线，经青阜铁路接京九线。矿区交通十分方便。

井田位于东经1 16049’45”一1 16058’45”，北纬33058’30”一34'91’24"。北以河洼地堑为界与朔

里煤矿井田相邻，南至杨庄地堑与朱庄煤矿井田相接，东南以一350等高线与张庄煤矿为技术

边界，东北部与石台煤矿及杜集区房庄煤矿相连，西部为煤层露头。煤层开采深度一50一一550

米。井田南北长约5．6千米，东西宽1．3—4千米，面积19．16平方公里。井田内地势平坦，地

面标高海拔31．5—33．5米，相对高差一般不超过2米。气候为海洋一大陆过渡性气候。冬季

寒冷多风，最低气温一18一一20℃，最大积雪厚度350毫米，土壤冻结厚度300毫米；夏季炎

热多雨，最高气温可达35～42℃。岱河流经区内1千米左右，最高洪水位为海拔35．85米。

井田内含煤地层以二叠系下统的下石盒子组为主，山西组次之。石炭系太原组含薄煤层

不可采．本溪组不含煤。石炭、二叠系含煤共17层，煤层总厚9．76米。可采煤层及局部可采

煤层共5层，平均可采煤层总厚6．97米，煤系地层总厚588．17米，含煤系数4．66％。下石盒

子组煤层为井田内主要含煤段，有可采煤层4层，即3、4、5及2煤层。其中3煤层为主采煤

层；4、5煤层稳定性较差，局部可采。2煤层厚度变化大，不稳定，开采价值不高且大部分地段

已被开采活动破坏。山西组仅含可采煤层l层，即6煤层，分布极不稳定，局部可采。各煤层

因岩浆侵入普遍变质程度较高，煤种较多，有焦煤、瘦煤、贫煤、无烟煤、天然焦，以瘦煤和焦

煤为主。煤中有害成分磷、硫的含量低。工业用途主要作为动力用煤。

矿井地质构造类型为二类Ⅱ型。褶曲西部简单、东部稍复杂，由2个向斜(官庄、马庄)和

1个背斜(吕庄)组成。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组成杨庄地堑的F·、F2正断层，组成河洼地堑的

HF2、1170断层及HF3断层等，并为井田边界之断裂构造。井田内主要断裂构造有EFI、EFI．t、

EFI．2、317I、EF4等，且中小断层较发育。

井田充水因素主要为石盒子组下段(3煤组含水层)与山西组(6煤组含水层)的砂岩裂

隙水。开采6煤层时其底部灰岩裂隙岩溶含水是主要充水因素。开采中主要受煤层顶板砂岩

裂隙的影响，但由于上下都有隔水层，其补给条件差，地下水以静储量为主。

矿井采用立井多水平开拓，主井、老副井开拓至一水平一250米。为提高矿井生产能力，

1971年开始延深勘探并设计。采用立井辅以暗斜井的开拓方式，先后增凿东风井和新副

井。新副井开拓至二水平一350米，三水平为辅助水平采用下山开采。1989年一水平报废，运

输大巷、回风大巷及部分采区上山留作回风巷道，其余巷道封闭。二水平大巷采用集中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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