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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煤矿根据上级对编纂地方志的指示精神，为了弄清蛟河矿区的基本情况和煤炭

生产建设发展的经验教训，找出规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蛟河矿区现代化生产建

设推向前进，子一九八七年八月着手编纂《蛟河煤矿志》。

《蛟河煤矿志》从收集资料到编写成书，用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全矿各单位和编

写的同志例出了辛勤的劳动，现在这本志书同大家见面了。它虽然有缺点和遗漏，但它

却是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蛟河煤矿一百一十年间基本情况的较为完备的志书。

这本志书的编写是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经过对本地

区，本单位的调查研究，全面地分析现实状况．科学地记述本矿自然、社会、人文、历

史和现状。蛟河煤矿勤劳的矿工，为开凿矿井，建设矿区，扩大生产，改革技术，哺育

人类文明，付出了代价，脊梁蜂谷永存，旧貌焕新颜，无闻的奉献推动着社会进步。采

矿业的经济管理虽然创不出来千秋大业，但经验和教训能唤醒未来的反响和借鉴。

编纂一本反映蛟河煤矿过去和现在基本状况的志书，对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走出

一条发展煤炭生产的新路子是大有裨益的。具有一百一十年开发史的蛟河煤矿，经历清朝

末年，中华民国，日伪统治。特别是我党领导的四十一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伴随着

中华民族的崛起，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历史的变革、企业的盈衰、生产

的起伏、科技的演变，政治的得失，以及发生过的成功、失误，挫折、教训都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为洞览古今，明察矿情，经世致用的工具书：又是向职工、家

属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最实际的乡土教材。这本矿志它能为党的战

略目标和总任务服务，为矿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为现实生产服务，也能为本矿领导施

政、决策、教育提供依据，有利于矿区的经济改革和文明建设。

《蛟河煤矿志》的编写，是在本矿各级组织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资料尚属充实，内

容亦较丰富，受托当代，未负前驱，无愧后辈，收获巨大，成果可嘉，受到全矿干部、

工人的关怀，得到了东蒙煤炭工业公司和珲春矿区建设指挥部的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指导，现在我们把这本习作奉献给大家，请多提宝贵意见。

我代表蛟河煤矿和矿党委向支持((蛟河煤矿志》编辑工作，提供资料．协助出版，

给以指导的有关部门和个人及编纂矿志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张景树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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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煤矿志》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建国

前后煤矿生产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了矿山开发的过程和客观规

律，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经验、教洲，更好地为煤炭事业的发展服务：反映了蛟河煤

矿从开发到迄今一百多年的历史沿革，鉴往知今，为后人提供有益教材；挖掘集企业管

的实践史料和数据，为进一步促进老矿挖潜，发展多种经营，深化改革，振兴蛟河煤

矿提供历史借鉴。

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单立末列入编里外，分基本建设，煤炭生产，安全工作，经营

管理，文教卫生，生活福利，政治工作，人物录共八编。

志书基本上是采用述、记、传、志、录、图、表等形式，利用横排竖写的方法，将

其有关资料纳入志书中图、表分别列入各章节中。

本志书上限追溯到清朝末期的l 8 7 7年，下限迄于l 9 8 7年底，部分内容延续

蓟l 9 8 8年。

本志书采用白话文、记述体。人物称谓，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于历史上涉及到的

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是非功过，不加褒贬，不作评论，以其本来面目记述予史实之中，

力求用事实说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原貌。

志书中所提“建国前后”均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为准。

本志书附录了曾在蛟河煤矿工作过的原矿级以上领导干部名单和现任矿副总工程师

以上的领导干部名单。

刘喜才

·九八九年

l





蛟河煤矿机关办公大楼

奶子山立井雄姿



下中

中工

岗人

一俱

条乐

街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憩 日 一 自





#辑人日合影



序 言

说 明

领导人题词

蛟河矿区井田分布图

蛟河煤矿新貌i照片)

目 录

概 述

第一章 蛟河矿区地理

第一节 矿区地理⋯⋯⋯⋯⋯⋯⋯⋯⋯⋯⋯⋯⋯⋯⋯⋯⋯⋯⋯⋯⋯⋯⋯⋯⋯l

第二节 蛟河煤田交通位置⋯⋯⋯⋯⋯⋯⋯⋯⋯⋯⋯⋯⋯⋯⋯⋯⋯⋯⋯⋯⋯l

第三节 气候⋯⋯⋯⋯⋯⋯⋯⋯⋯⋯⋯⋯⋯⋯⋯⋯⋯⋯⋯⋯⋯⋯⋯⋯⋯⋯⋯l

第二蠢 姣河煤田地质

第一节 地质综合简述⋯⋯⋯⋯⋯⋯⋯⋯⋯⋯⋯⋯⋯⋯⋯⋯⋯⋯⋯⋯⋯⋯⋯2

第二节 地质构造⋯⋯⋯⋯⋯⋯⋯⋯⋯⋯⋯⋯⋯⋯⋯⋯⋯⋯⋯⋯⋯⋯⋯⋯⋯3

第三==节 水文地质⋯⋯⋯⋯⋯⋯⋯⋯⋯⋯⋯⋯⋯⋯⋯·⋯⋯⋯⋯⋯⋯⋯⋯⋯”4

第三章 矿产调查与勘探

第一节 巢炭储量⋯⋯⋯⋯⋯⋯⋯⋯⋯⋯⋯⋯⋯⋯⋯⋯⋯⋯⋯⋯⋯⋯⋯⋯⋯4

第二节 煤质变化情况⋯⋯⋯⋯⋯⋯⋯⋯⋯⋯⋯⋯⋯⋯⋯⋯⋯⋯⋯⋯⋯⋯⋯5

第三节 其他有益矿产⋯⋯⋯⋯⋯⋯⋯⋯⋯⋯⋯⋯⋯⋯⋯⋯⋯⋯⋯⋯⋯⋯⋯6

第四节 矿产调查及勘探⋯⋯⋯⋯⋯⋯⋯⋯⋯⋯⋯⋯⋯⋯⋯⋯⋯⋯⋯⋯⋯⋯6

第五节 蛟河煤矿各主要历史阶段⋯⋯⋯⋯⋯⋯⋯⋯⋯⋯⋯⋯⋯⋯⋯⋯⋯⋯8

第四章 矿区煤田的开发

第一节 清朝寨期的开发⋯⋯⋯⋯⋯⋯⋯⋯⋯⋯⋯⋯⋯⋯⋯⋯⋯⋯⋯⋯⋯⋯16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开发⋯⋯⋯⋯⋯⋯”⋯⋯⋯⋯一⋯⋯⋯⋯⋯⋯⋯⋯⋯⋯”16

笫三节 日伪时期的开发⋯⋯⋯⋯⋯⋯⋯⋯⋯⋯⋯⋯⋯⋯⋯⋯⋯⋯⋯⋯⋯⋯17

第四节 解放后时期的开发⋯⋯⋯⋯⋯⋯⋯⋯⋯⋯⋯⋯⋯⋯⋯⋯⋯⋯⋯⋯⋯18

笫五节 蛟河煤矿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19

第五章 矿工生活

第一节 矿工的苦难生活⋯⋯⋯⋯⋯⋯⋯⋯⋯⋯⋯⋯⋯⋯⋯⋯⋯⋯⋯⋯⋯⋯2l

第二节 矿工的反抗斗争⋯⋯⋯⋯⋯⋯⋯⋯⋯⋯⋯⋯⋯⋯⋯⋯⋯⋯⋯⋯⋯⋯26

笫三节 建国后均矿工生活⋯⋯⋯⋯⋯⋯⋯⋯⋯⋯⋯⋯⋯⋯⋯⋯⋯⋯．．⋯⋯。30，

第六章 管理体制

1



第一丧

第一二裘

第：j爱

笫因袭

连同前的凯构设遴

蛟河炭矿的移l构设置

j二墨孰伍

+，矗工队伍

第七鼙 分述⋯⋯⋯⋯⋯⋯⋯⋯⋯⋯⋯⋯⋯⋯⋯⋯⋯⋯⋯⋯⋯⋯⋯⋯⋯⋯⋯⋯33—74

大事记⋯⋯⋯⋯⋯⋯⋯⋯⋯⋯⋯⋯⋯⋯⋯⋯⋯⋯⋯⋯⋯⋯⋯75一儿7

第一编 基本建设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各历史阶段情况⋯⋯⋯⋯⋯⋯⋯⋯⋯⋯⋯⋯⋯⋯⋯⋯⋯⋯⋯⋯⋯⋯118

第二节 基本建设方针⋯⋯⋯⋯⋯⋯⋯⋯⋯⋯⋯⋯⋯⋯⋯⋯⋯⋯⋯⋯⋯⋯⋯118

第=肇 设计

第一节 组织机构⋯⋯⋯⋯⋯⋯⋯⋯⋯⋯⋯⋯⋯⋯⋯⋯⋯⋯⋯⋯⋯⋯⋯⋯⋯119

第二节 设订技术管理⋯⋯⋯⋯⋯⋯⋯⋯⋯⋯⋯⋯⋯⋯⋯⋯⋯⋯⋯⋯⋯⋯⋯119

第三节 设计任务⋯⋯⋯⋯⋯⋯⋯⋯⋯⋯⋯⋯⋯⋯⋯⋯⋯⋯⋯⋯⋯⋯⋯⋯⋯11 9

第三窜 矿井建设

笫一节 新建矿井⋯⋯⋯⋯⋯⋯⋯⋯⋯⋯⋯⋯⋯⋯⋯⋯⋯⋯⋯⋯⋯⋯⋯⋯⋯120

第二节 恢复矿井⋯⋯⋯⋯⋯⋯⋯⋯⋯⋯⋯⋯⋯⋯⋯⋯⋯⋯⋯⋯⋯⋯⋯⋯⋯12i

第三节 扩建矿井⋯⋯⋯⋯⋯⋯⋯⋯⋯⋯⋯⋯⋯⋯⋯⋯⋯⋯⋯⋯⋯⋯⋯⋯⋯121

第毯章 地面建筑

第一节

第二常

第三节

熬一章 矿井生产能力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笫四节

第五节

笫二编 煤炭生产

初步形成⋯⋯⋯⋯⋯⋯⋯⋯⋯⋯⋯⋯⋯⋯⋯⋯⋯⋯⋯⋯⋯⋯⋯⋯⋯124

恢复与改造⋯⋯⋯⋯⋯⋯⋯⋯⋯⋯⋯⋯⋯⋯⋯⋯⋯⋯⋯⋯⋯⋯⋯⋯127

调整与发展⋯⋯⋯⋯⋯⋯⋯⋯⋯⋯⋯⋯⋯⋯⋯⋯⋯⋯⋯⋯⋯⋯⋯⋯128

平：衡与挖潜⋯⋯⋯⋯⋯⋯⋯⋯⋯⋯⋯⋯⋯⋯⋯⋯⋯⋯⋯⋯⋯⋯⋯⋯131

核定⋯⋯⋯⋯⋯⋯⋯⋯⋯⋯⋯⋯⋯⋯⋯⋯⋯⋯⋯⋯⋯⋯⋯⋯⋯⋯⋯132

第二二牵 开拓掘进及其工艺

第一节 土法掘进⋯⋯⋯⋯⋯⋯⋯⋯⋯⋯⋯⋯⋯⋯⋯⋯⋯⋯⋯⋯⋯⋯⋯⋯⋯135

第二节 开拓方式⋯⋯⋯⋯⋯⋯⋯⋯⋯⋯⋯⋯⋯⋯⋯⋯⋯⋯⋯⋯⋯⋯⋯⋯⋯135

笫三三节 工艺改革⋯⋯⋯⋯⋯⋯⋯⋯⋯⋯⋯⋯⋯⋯⋯⋯⋯⋯⋯⋯⋯⋯⋯⋯⋯136

第四节 工程质量⋯⋯⋯⋯⋯⋯⋯⋯⋯⋯⋯⋯⋯⋯⋯⋯⋯⋯⋯⋯⋯⋯⋯⋯⋯137

第五节 上纲要⋯⋯⋯⋯⋯⋯⋯⋯⋯⋯⋯⋯⋯⋯⋯⋯⋯⋯⋯⋯⋯⋯⋯⋯⋯⋯t37

2

2

2

3心地挖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

～

一

一

一

一

～

～

～

一

～

一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

●

●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卜卜卜煤电工选机化



第三章 采煤方法及凰采工艺

第一节 变化过程⋯⋯⋯⋯⋯⋯⋯⋯⋯⋯⋯⋯⋯⋯⋯⋯⋯⋯⋯⋯⋯⋯⋯⋯⋯l 39

第二节 支护形式和支护材料⋯·-⋯⋯⋯⋯⋯⋯⋯⋯⋯⋯⋯⋯⋯⋯⋯⋯⋯⋯．1 39

笫三节 顶投管理方法⋯⋯⋯⋯⋯⋯⋯⋯⋯⋯⋯⋯⋯⋯⋯⋯⋯⋯⋯⋯⋯⋯⋯l 39

第四节 顶扳管理形置⋯⋯⋯⋯⋯⋯⋯⋯⋯⋯⋯⋯⋯⋯⋯⋯⋯⋯⋯⋯⋯⋯⋯l 40

第五节 工艺过餐⋯⋯⋯⋯⋯⋯⋯⋯⋯⋯⋯⋯⋯⋯⋯⋯⋯⋯⋯⋯⋯⋯⋯⋯⋯l 40

第六节 作业形式⋯⋯⋯⋯⋯⋯⋯⋯⋯⋯⋯⋯⋯⋯⋯⋯⋯⋯⋯⋯⋯⋯⋯⋯⋯l 4l

第四誉 下行分层人工假顶采煤法

第一节 基本情况⋯⋯⋯⋯⋯⋯⋯⋯⋯⋯⋯⋯⋯⋯⋯⋯⋯⋯⋯⋯⋯⋯⋯⋯⋯i 43

第一：* 二[=艺⋯⋯⋯⋯⋯⋯⋯⋯⋯⋯⋯⋯⋯⋯⋯⋯⋯⋯⋯⋯⋯⋯⋯⋯⋯⋯⋯l 43

笫节 开采效果⋯⋯⋯⋯⋯⋯⋯⋯⋯⋯⋯⋯⋯⋯⋯⋯⋯⋯·⋯⋯⋯⋯⋯⋯．．1 44

第点密 上行分层殛强夏水力变填开采

第一节 基本瓤咒⋯⋯⋯⋯⋯⋯⋯⋯⋯⋯⋯⋯⋯⋯⋯⋯⋯⋯⋯⋯⋯⋯⋯⋯⋯i 44

嫡二节 采西巷道布置⋯⋯⋯⋯⋯⋯⋯⋯⋯⋯⋯⋯⋯⋯⋯⋯⋯⋯⋯⋯⋯⋯⋯l 45

j．。■!节 采面：￡艺⋯⋯⋯⋯⋯⋯⋯⋯⋯⋯⋯⋯⋯⋯⋯⋯⋯⋯⋯⋯⋯⋯⋯⋯⋯l 45

第四节 充填工艺及效果⋯⋯⋯⋯⋯⋯⋯⋯⋯⋯⋯⋯⋯⋯⋯⋯⋯⋯⋯⋯⋯⋯l 4。

第六露 承力采煤和泵嚣水力运羚

第一节 开辟新途径⋯⋯⋯⋯⋯⋯⋯⋯⋯⋯⋯⋯⋯⋯⋯⋯⋯⋯⋯⋯⋯⋯⋯⋯l 4b

第二节 改革巷道布置⋯⋯⋯⋯⋯⋯⋯⋯⋯⋯⋯⋯⋯⋯⋯⋯⋯⋯⋯⋯⋯⋯⋯l 46

第三节 无压水力运输⋯⋯⋯⋯⋯⋯⋯⋯⋯⋯⋯⋯⋯⋯⋯⋯⋯⋯⋯⋯⋯⋯⋯l 47

第四节 经济效果⋯⋯⋯⋯⋯⋯⋯⋯⋯⋯⋯⋯⋯⋯⋯⋯⋯⋯··⋯⋯⋯⋯⋯⋯．1 47

第七醴 芷规蔼环伟业

第一节 新的生祝⋯⋯⋯⋯⋯⋯⋯⋯⋯⋯⋯⋯⋯⋯⋯⋯⋯⋯⋯⋯⋯⋯⋯⋯⋯l 40

第二节 不睡改革⋯⋯⋯⋯⋯⋯⋯⋯⋯⋯⋯⋯⋯⋯⋯⋯⋯⋯⋯⋯⋯⋯⋯⋯⋯l 4

第三=声 循环方式和怍业形式⋯⋯⋯⋯⋯⋯⋯⋯⋯⋯⋯⋯⋯⋯⋯⋯⋯⋯⋯⋯l 49

第四节 发挥机械效能．．．⋯⋯⋯⋯⋯⋯⋯⋯⋯⋯⋯⋯⋯⋯⋯⋯⋯⋯⋯⋯⋯⋯i 50

第五常 锻炼队伍、增加浚益⋯⋯⋯⋯⋯⋯⋯⋯⋯⋯⋯⋯⋯⋯⋯⋯⋯⋯⋯．，：50

第八章 杀、摄一，运机械化

第一节 祝缓化的形式⋯⋯⋯⋯⋯⋯⋯⋯⋯⋯⋯⋯⋯⋯⋯⋯⋯⋯⋯⋯⋯⋯⋯l 5l

第二笫 在改革《j前进⋯⋯⋯⋯⋯⋯⋯⋯⋯⋯⋯⋯⋯⋯⋯⋯⋯⋯⋯⋯⋯⋯⋯l 52

第三节 效果⋯⋯⋯⋯⋯⋯⋯⋯⋯⋯⋯⋯⋯⋯⋯⋯⋯⋯⋯⋯⋯⋯⋯⋯⋯⋯．．1 53

第九誊 运输

第一t节 移i构⋯⋯⋯⋯⋯⋯⋯⋯⋯⋯⋯⋯⋯⋯⋯⋯⋯⋯⋯⋯⋯⋯⋯⋯⋯⋯⋯l 54

第二节 矿井强升与逶籁⋯⋯⋯⋯⋯⋯⋯⋯⋯⋯．-⋯⋯⋯⋯⋯⋯⋯⋯⋯⋯⋯1 54

第二三节 地面运输与逸煤⋯⋯⋯⋯⋯⋯⋯⋯⋯⋯⋯⋯⋯⋯⋯⋯⋯⋯⋯⋯⋯⋯j 56

第四节 汽车运输及畜力运输⋯⋯一⋯⋯⋯⋯⋯⋯⋯⋯⋯⋯⋯⋯⋯⋯⋯．．．⋯．1 67

第十耄 矿并通风

第一节 自然通风⋯⋯⋯⋯⋯⋯⋯⋯⋯⋯⋯⋯⋯⋯⋯⋯⋯⋯⋯⋯⋯⋯⋯⋯⋯l 5 g_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