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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卷八煤炭

压缩降温。因而，煤炭产量急剧下降，办矿单位大多数撤出矿区，仅维持永春煤矿(天湖山

矿务局前身)的小规模生产。泉州市煤炭工业第一次经受大上大下的挫折。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以下简称“三五”时期)，国家派出福建省301

地质队对天湖山矿区和剑斗矿区进行第二次地质勘探，并把开发天湖山煤田列为重点。在此

期间，天湖山矿务局的大蔗沟矿井、曲斗矿井、天湖岩一号矿井、杏山头矿井和永春县煤矿

的磨刀坑矿井以及安溪县的剑斗煤矿等一批国有煤矿相继动工兴建，并建成投产生产能力为

9万吨／年的大蔗沟煤矿井。

“文化大革命”期间，泉州市煤炭生产建设虽也受到干扰和冲击，但煤炭行业的广大干

部职工抵制“左”的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在逆境中奋进，充分显示煤炭职工

“特别能战斗”的作风，并锻炼和考验了干部队伍，为泉州市煤炭工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

期奠定基础。

1971～1980年的“四五”、“五五”计划时期，泉州市的煤炭工业除继续完成“三五”

时期开工的矿井改建扩建外，还相继新建永春县煤矿南湖一、二号矿井和德化县曾坂煤矿，

新增生产能力10万吨／年。在国有煤矿大发展的同时，乡镇煤矿开始迈步。从1974年开始，

国家对乡镇煤矿采取扶持政策，予以适当投资和无息贷款，并由市、县工业主管部门安排专

门人员分管煤炭。在“五五”期间，先后成立省、市、县三级煤炭工业局(公司)，加强对

煤炭工业的行业领导，促进全市煤炭企业生产、建设、经营、安全、购销等项工作的全面进

展。煤炭产量从1970年的9．16万吨提高到1980年的65．23万吨，增加6．12倍。

198l～1990年，泉州市的煤炭工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指引下，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天湖山煤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基本完成，矿井的基建和技改取得显著成绩，增强全市煤

炭工业发展的后劲。至1991年底共完成国家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8145万元。是

年底泉州市有国有煤矿4处12个矿井，核定生产能力64万吨／年；在建矿井1个，设计生

产能力9万吨／年。

煤炭产量持续稳定发展。全市煤炭总产量从1980年的65．23万吨提高到1990年的

124．42万吨，翻了近一番。其中国有煤矿产量从1980年的48．84万吨提高到1990年的

54．52万吨。尤其是乡镇煤矿和个体煤矿在中央“国有、集体、个人一起上，大中小煤矿一

起搞”的方针指引下，各级政府进一步从政策上和资金、资源、技术上扶持乡镇煤矿的发

展。乡镇煤矿的原煤产量从1980年的16．38万吨提高到1990年的69．90万吨，翻了两番

多。至1990年，全市开办乡镇煤矿72个，登记井口1173处，煤炭产量超过国有煤矿，占

全市总产量的56％，成为泉州市煤炭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煤矿的迅速发展，不仅对

全市煤炭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提高利用矿区边角资源，对产煤地区的脱

贫致富、经济繁荣也做出突出贡献。

煤矿的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增强，企业素质不断提高。1985年矿务局铅坑矿井获全国

地方煤矿矿际竞赛先进单位称号；1986年永春县新村煤矿实现矿井标准化；1989年天湖山

矿务局和永春县煤矿分别被评为福建省先进企业和基础级企业；全市国有煤矿采、掘、机、

运、通及地测和调度、化验、档案、计量等质量标准化工作也都有明显进步。

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安全状况趋向好转。十多年来，煤炭行业认真贯彻“安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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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总体推进”及“装备、管理、培训”并重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

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安全监察管理，实行专管和群管相结合，党政工团齐抓共管；

坚持经常性的安全检查，加强现场管理，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重视各级领导、安全人

员及操作人员的安全和技术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同时加强矿井的安全技术改造，更新

煤矿的装备，增强矿井的抗灾能力，1980～1990年国有煤矿使用自有安全措施专用资金累

计达500万元以上。由于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全市国有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扩大增收节支门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在增收方面，一是挖掘生产潜力，

积极开展矿井地质找煤，组织老矿区复采，提高矿井能力利用率。1985～1990年，矿务局

复采回收的煤炭共计86．28万吨，平均占其年总产量31．18％，其价值达3753．18万元；二

是提高煤炭质量，矿务局实行按质论价，1984年增收20余万元，1985～1990年共增收

790．13万元，占同期利润总额的35．4％；三是增加块煤销售量，块煤、粉煤二者差价一般

为15～30元傀。矿务局从1985年开始从混煤中拣块煤，至1990年共销售块煤33．76万
吨，共增收428．32万元(不含拣选费用)，占6年利润总额的19．2％。县属煤矿年售块煤

量约占总销售量的7％～10％，乡镇煤矿块煤量约占其产量的10％～15％。在节支方面，各

煤矿主要从修旧利废，抓定员定额和单产单进提高劳动生产率，依靠科技进步，降低消耗上

做文章，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的改变。泉州市煤炭系统的多种经营发展不平

衡，省属企业矿务局发展较早，规模较大，拥有电雷管制造、运输、汽车修配、机械加工、

建筑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多种门类的产业。多种经营的固定资产达798万元，1985～1990

年的产值累计4771．64万元，其中1989年实现产值1337．88万元，实现税利227万元，占

全局税利总额的29．9％。市煤炭工业公司发展多种经营，主要在汽车运输、招待所和经营

部分矿山设备方面。县属煤矿的多种经营起步慢，尚未形成规模，仅永春县煤矿有桔子园

200余亩，每年收入几万元。永春乡镇煤矿所在的乡镇，主要是以煤养副，依靠煤炭生产积

累的资金，发展乡镇的林、茶、果、汽车运输业和开办一些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

矿区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泉州市各煤矿均地处偏远山区，改善煤炭职工

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主要做下列工作：解决职工看病难。1970年，天湖山矿务局创办职工

医院，其他国有煤矿及其矿井都设有卫生所；矿工子女入学难初步得到解决。除德化县煤矿

外，其他煤矿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都能在矿区内就近入学；建立文化娱乐设施。1985年

以来天湖山矿务局相继建立4座卫星地面接收站，县属煤矿都有电视差转台，闭路电视、广

播、电影、阅览报刊杂志较普遍；解决国有煤矿职工的后顾之忧，执行职工家属户口农转非

政策。从1985年执行这项政策后到1990年，天湖山矿务局农转非4批，共1282户4519

人，县属煤矿6批，共311户1140人；煤矿职工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有明显改善。目前

每人平均住房面积矿务局8．5平方米，县煤矿8．2平方米；煤矿职工的工资收入逐年提高。

1990年，矿务局年人均收入2604元，县属煤矿2405元；矿容矿貌大为改观，生活福利设

施逐步完善。

泉州市煤炭工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不仅已具一定规模，而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国有煤矿井型小、矿井地质构造复杂、煤层不稳定、技术装备和机械化水平低，煤炭

工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加上煤炭价格长期偏低，以及合理开发利用泉州市有限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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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6份地质勘查报告。其间，在“全民办矿，全民办地质”的高潮中，地质生产的浮夸，盲

目追求钻探进尺和储量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煤矿地质勘查成果的准确性。1962～1963年，

福建省地质部门和煤炭工业部门，在福建省储量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对上述6份地质报告

进行复审核实，其成果全部降级处理。

1966--1970年，福建省地质局301地质队对天湖山矿区各井田及安溪剑斗矿区进行普

查勘探，提交铅坑、南湖、杏山头、荷殊、长汀、天湖岩井田及剑斗煤矿后井井田等勘查报

告。

1975--1988年，福建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97地质队对天湖山煤田的曾坂矿区、剑斗

矿区和天湖山矿区的有关井田进行找煤勘探工作，对矿区外围进行1：50000地质填图。

经过几次地质勘查，在天湖山煤田共投入勘探工作量有钻孔468个，钻探进尺

196990．24米，硐探2843．3米，槽探67823．48立方米，井探993．59立方米。勘探面积近

80平方公里。基本查清煤田的地质构造，煤层赋存的地质条件，为煤矿的开采提供依据。

第一节含煤地层

主要含煤地层是古生代二迭系下统龙岩组。厚870米，含煤面积约125平方公里。自下

而上为：

第一段(P1L1) 厚约350米，为滨海陆相含煤地层。含煤36层，其中可采煤层7层

(64、63、62、60、54、53、37号)，总厚5．25米，平均单层厚0．75米。局部可采煤层7

层(59、52、51、47、41、36、33号)，总厚2．9米，平均煤厚O．41米。该段煤层均属薄

和极薄煤层。主要可采煤层为54、60、62和63号，是泉州市国有煤矿的主要开采对象。其

他煤层比较适合于乡镇煤矿的开采。此外，37和4l号煤层在天湖岩、含春井田上部，走向

上稳定性好，是乡镇煤矿的主要开采对象之一。该段是天湖山煤田的主要含煤段，储量的集

中段。

第二段(P，L2) 总厚约50米，为浅海相泥岩沉积。该段富含海相动物化石(称动物

泥岩段)，不含煤。

第三段(P】L3) 总厚大于315米，为滨海陆相、过渡相夹少量浅海相沉积地层。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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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米。该段煤层属薄和极薄煤层。第三段含煤地层主要分布于天湖山煤田南端的安溪县

剑斗矿区和北端的德化县曾坂矿区。

第二节矿区构造

天湖山煤田地质构造复杂，褶曲、断裂发育，在漫长的成煤历史时期，经受多次强烈的

地质构造运动，包括以海陆交互相为主的龙岩组含煤建造经东吴运动的地壳抬升，中生代早

期印支运动使沉积地层褶皱隆起以及早侏罗世开始的燕山运动的影响等，使天湖山煤田的地

质构造景观千姿百态，煤层形变尤为剧烈，各种类型的褶曲一应俱全，有的平卧、有的翻

转，褶曲规模及幅度大小不一。

天湖山煤田由于经受后期地质构造运动的改造，广泛发育的缓倾角断裂，沿德化阳山至

安溪剑斗北东向复背斜的两翼分布，致使龙岩组(P】L)被较大规模地推覆于不同时代的地

层之上，造成地层的重复或缺失，给矿区带来很大的影响。其典型代表为天湖山矿区的F31

断层，其基本形态、特征及规模是：南北延伸8．5公里，东西宽6．75公里，控制面积29．5

平方公里，走向以北北东向为主，倾向北西，倾角平缓，局部变陡至50--60度；水平推覆

距离5公里以上，控制断面最大标高+1115米，最低标高一2米；断面形态呈北东向规则的

高低带相间排列，最大幅度200米以上。F3】断层上下盘的构造形态具有不同的特点，．下盘

(东部矿区)以轴向北偏东20--35度，向南亦向北倾伏的线状紧密褶皱为主，因而煤层在倾

向上稳定性差，在走向上稳定性较好，断层较稀少，主要有北北东斜切正断层和北西向张性

阶梯状断层。由于强烈褶皱的影响，不少临界厚度(0．5米)的极薄煤层发生成煤物质的塑

性流动，在空间走向上形成一系列厚煤带，使得一些原先为不可采的极薄煤层具备一定的工

业利用价值，从而提高整个矿区的资源利用率。F31断层的上盘亦为龙岩组一段含煤地层

(P1 L1)，其构造以总倾向为北西向、倾角变化剧烈的单面斜构造为主，局部褶曲发育，北西

向和北东向断层较多，对开采影响较大。F3】断层增加天湖山矿区的含煤地层厚度，因而增

加矿区的煤炭储量。

缓断裂构造在天湖山煤田的北端和南端广泛发育，造成曾坂矿区和剑斗矿区缺失龙岩组

一段地层，仅剩龙岩组三段地层，导致含煤性降低。曾坂和剑斗这2个矿区构造景观与天湖

山矿区有较大区别，即构造形态以单斜构造为主，斜交断层发育，不仅影响开采，而且使井

田的范围大为缩小。

第三节矿区水文地质与瓦斯地质

一、水文地质

矿区水文地质相对简单，矿井涌水主要受大气降水的影响。矿井在早期生产过程中多为

平硐开拓，因而矿井水均自流出硐；当转入暗斜井下山开拓时，涌水量有所增加，但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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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岩溶水的威胁。各矿区浅部小煤窑的开采，往往在暴雨季节导致沟谷洪水冲毁地面生产

安全设施，甚至引入井下，冲毁巷道、设备直至造成淹井。1981年德化曾坂矿井因此而淹

井7次，1986年天湖山矿区的大蔗沟矿井因此造成几十万元经济损失，1990年安溪县煤矿

生产矿井和基建矿井都遭受较大损失。1987年，天湖山矿务局开始在下洋施工+565平硐，

全长近3公里，作为含春矿井的主平硐，已经和将要与大蔗沟矿井、铅坑矿井、天湖岩矿井

相贯通，除曲斗矿以外，其余矿井水都能自流排出地表。安溪县煤矿后井矿井由于断层导水

并与温泉相通，把热水引入井下，造成井下高温。

二、瓦斯地质

由于中生代火成岩对天湖山煤系地层的侵蚀、烘烤及本煤田主要含煤地层变形剧烈，断

裂发育，沟谷切割，使整个煤田呈开放状态，因而与成煤时期相伴生的瓦斯(主要成分甲烷

CH4、硫化氢H2s、氮气N2)已大部分逸出消失，使泉州市各煤矿瓦斯含量变少，矿井瓦斯

相对涌出量为2．07～3．06立方米肫，无突出或爆炸危险，均为低瓦斯矿井。30多年的开
采过程尚未发生瓦斯煤尘爆炸事故。

80年代以前，对泉州市各煤矿矿井瓦斯地质未引起足够重视，提交报告的勘探井田均

未进行瓦斯测定工作，矿井日常生产管理也较少进行瓦斯测试工作；80年代开始，国有煤

矿逐步建立和完善测风测气制度，勘探井田报告也增加瓦斯资料。

虽然泉州市各煤矿的瓦斯含量不大，但在矿井的日常生活中，因一氧化碳(CO)、二氧

化碳(c02)和氮气(N2)这些有毒或窒息性气体的含量普遍较高，导致井下因中毒或窒息

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

第四节储量与煤质

至1990年，泉州市已探明或基本探明含有煤炭资源的矿区3个，井田15个，总地质储

量1．25亿吨。其中工业储量7061．7万吨。在已勘探的井田中，按勘探程度分，详终井田3

个，探明储量2595万吨；普勘和普终井田8个，探明储量7924．6万吨；找煤井田4个，提

交储量709．5万吨。另外，上姚、柳坑、红旗桥、珍地、青阳等5个井田虽都开展一定的地

质工作，但由于投入勘探工程量不足，所以未能求出储量。在探明的储量中，按地域分，永

春县占84．2％，安溪县占13．5％，德化县占2．3％；按隶属关系分，省属矿务局占

69．36％，县属煤矿占22．02％，乡镇煤矿占8．62％。

天湖山矿务局铅坑、大蔗沟、曲斗、含春及天湖岩一、二号矿井所在井田的地质储量分

别为1497．4、403．6、312．3、1582和2603．2万吨，合计6398．5万吨。经开采验证及生产

地质勘探资料的补充，实际情况与原地质报告有较大出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先后两

次对矿井地质储量进行核实，结果为铅坑、曲斗等井田储量有所增加，而天湖岩井田储量却

大幅度减少，累计减少地质储量1879．3万吨，减幅达29．4％。至1990年末全局共采出原

煤771．6万吨(不含乡镇煤矿的产出量)，动用地质储量1504．3万吨，保有地质储量

4894．2万吨。

1969年6月，永春县煤矿磨刀坑矿井建井时没有地质资料，采取边采边探。1982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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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矿井力时，估算地质储量160万吨，其中工业储量117．8万吨。1990年核实储量，全矿

井地质储量降为114．2万吨，其中工业储量89．5万吨、D级储量24．7万吨，建井以来动用

储量68万吨，出煤量49．9万吨。永春县煤矿南湖一号矿井建井时提交地质储量409．9万

吨，其中工业储量337．7万吨，1990年核实储量时，全矿井地质储量为304．9万吨，其中

工业储量269．5万吨，地质储量比原地质报告少105万吨，工业储量少68．2万吨。

1970年，安溪县煤矿后井矿井地质储量932万吨，其中工业储量344．2万吨。1982年

核实储量时，地质储量下降42％，工业储量下降64％。1990年，再次核实储量时，全矿井

地质储量198．88万吨，工业储量为168．65万吨。

永春县乡镇煤矿1989年前没有正式划出储量供其开采，1989年10月30日，永春县人

民政府与省属天湖山矿务局就乡镇煤矿与国有煤矿矿界划分达成协议，乡镇煤矿可以开采利

用国有煤矿井田范围内的上部、浅部和边角块段的煤炭资源以及国有煤矿已报废的水平、区

段、采区中的残煤、次要煤层，天湖山矿区乡镇煤矿开采利用这部分煤炭资源的地质储量为

3863万吨。此外，经地质勘探划归乡镇煤矿开发利用的尚有荷殊、西萍、长汀、上姚和红

旗桥等井田，计有地质储量1784万吨，其中上姚和红旗桥井田的725万吨地质储量属可靠

程度差的估算储量。因此，永春县乡镇煤矿开采的总地质储量为5647万吨，其中3629万吨

为经省煤炭工业总公司批准的新储量，包括37、41号煤层及5l、54、60、62号煤层的边角

块段尚未计算储量的部分。

安溪县乡镇煤矿主要开采国有县煤矿后井井田和东阳井田范围内的浅部及边角块段的煤

炭资源。1985年由县营煤矿和县煤炭工业公司达成矿界协议，将国有煤矿风井标高以上的

资源划归乡镇煤矿开采，未计算具体储量。此外，乡镇煤矿还在湖珍矿区等地开采，虽做过

一定地表地质工作，但未求地质储量的一些薄和极薄煤层。

表8—1 天湖山煤田各矿区、井田煤炭地质储量分布表 单位：万吨

探明储量
矿区名称 井田名称 报告性质

小 计 工业储量 远景储量

湖头井田 找煤 26．2 17．1 9．1

曾坂矿区
山茶井田 找煤 15．7 15．7

阳山井田 找煤 213．6 213．6

天 上姚井田 找煤

湖
柳坑井田 找煤

山

矿 大蔗沟井田 普勘 403．6 311．3 92．3

区 铅坑井田 普勘 550．6 394．5 156．1

曲斗井田 普勘 312．3 120．8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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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泉州市县营煤矿储量表 单位：万吨

井田 勘探 地质储量 核实储量 保有储量(1990年)
矿井名称

名称 程度 合计 工业 远景 合计 工业 远景 合计 工业 远景

永 磨刀坑矿井 柳坑 找煤 114．2 89．5 24．7 25．4 25．4 O

春 南湖一号井 南湖 详终 431．0 300．0 131．0 304．9 269．5 35．4 174．0 149．0 25．0

县

煤 南湖二号井 南湖 详终 98．9 38．6 60．3 63．2 40．4 22．8 33．3 10．5 22．8

矿 小 计 529．9 338．6 191．3 482．3 399．4 82．9 232．7 184．9 47．8

安 后井矿井 后井 普勘 932．1 344．2 587．9 543．0 125．0 418．0 100．3 12．5 87．8

溪

县 大畲矿井 东阳 普终 583．0 263．0 320．0 583．0 263．0 320．0 583．0 263．0 320．0

煤

矿 小 计 1515．1 607．2 907．9 1126．0 388．0 738．0 683．3 275．5 407．8

德 曾坂矿井 湖头 找煤 26．2 17．1 9．1 25．9 19．4 6．5 5．9 2．4 3．50

化

县 山茶矿井 山茶 找煤 15．7 O 15．7 35．7 20．O 15．7 35．7 20．O 15．7

煤

矿 小 计 41．9 17．1 24．8 61．6 39．4 22．2 41．6 22．4 19．2

合 计 2086．9 962．9 1124 1669．9 826．8 843．1 957．6 482．8 474．8

注：永春县煤矿磨刀坑矿井未经地质工作，故无地质储量数据。

天湖山煤田可采煤层煤质属于含水分中等、中等灰分、特低硫、低磷、中等发热量的质

优无烟煤。

表8—4 天湖山煤田各煤层煤质主要指标表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发热量 全硫量 固定碳
矿区 煤层号 灰熔点

(％) (％) (％) (卡肮) (％) (％)

53 8．00 14．38 3．10 6311 0．26 66．29 1270

天
湖

59 6．90 23．41 3．52 6186 0．16 71．31 1360

山
矿 60 5．77 13．30 3．85 66踟 O．20 70．39 1240

务
局

62 7．14 18．24 3．13 6344 0．15 74．42 1370

63 7．16 18．80 3．42 6248 O．15 73．54 136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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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分 灰分 挥发分 发热量 全硫量 固定碳
矿区 煤层号 灰熔点

(％) (％) (％) (卡腕) (％) (％)

54 7．40 18．62 3．83 5712 0．2l 73．50 13700

永
春 60 8．18 22．52 3．52 5956 O．16 74．06 1351

县
煤 62 7．80 22．98 3．82 5931 0．16 73．70 1374

矿‘
64 8．55 24．73 3．63 5799 0．15 70．26 1383

10 7．71 18．53 3．05 6412 O．25 72．98 1373

安
溪 13 6．98 19．52 2．93 6343 0．19 72．71 1316

县
煤 16 7．41 13．77 2．04 6820 0．26 77．77 1421
矿

17 7．76 16．96 1．96 6497 0．25 74．73 1401

德 23 6．02 28．83 6．13 5168 0．35 62．79

化
4 9．83 7．35 4．26 6671 0．67 79．98 1437

县

煤
25 9．15 11．82 8．07 6209 0．69 73．65 1416

矿 26 4．09 14．65 4．15 6542 0．40

第二章煤矿建设

泉州市的煤矿建设始于1956年，此时在安溪县的珍地村北青和永春县的天湖山铅坑分

别建设1处小煤矿，进行非正规的开采，年产煤8299吨。1958～1960年开办煤矿形成热

潮，共创建数十处小矿井，但均没有经过正规的设计，匆促上马，生产系统不完善或十分简

陋。60年代前期，煤矿建设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以后，天湖山矿区作为国家的重点开发

矿区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国有煤矿逐步走上正规设计、正规施工、正规勘探的建设道路。乡

镇煤矿在7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进入80年代后，成为泉州市煤炭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30多年的开发建设，全市煤炭工业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国家共投入基本建设资金

8145万元，建成省属天湖山矿务局和永春、安溪、德化等3个县煤矿以及72个乡镇煤矿。

至1990年末，天湖山矿务局有生产矿井4处，原煤生产能力42万吨／年，在建矿井1处，

设计能力9万吨／年；县属煤矿有生产矿井7处，原煤生产能力22万吨／年；72个乡镇煤矿

井口数计1173处。是年全市产煤124．42万吨。此外，煤矿火工用品、机械制造与修配、煤

炭运输、矿区公路、专用铁路和矿区输变电等配套工程以及文教、卫生、生活福利等矿区辅

助设施也逐步建设齐全。基地建在永春县岵山的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97地质队，为泉州市

煤矿建设提供资源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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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煤矿设计与施工

一、设计

1956--1961年，开工建设煤矿没有进行正规的设计。由于初期矿井规模小、开采未按

正规程序进行，因而这一期间的矿井建设都是煤矿内部的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设计前一般都

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与施工设计同时进行，有的甚至出现边施工边设计的情况。

1962年起，除乡镇煤矿以外，泉州市煤矿建设均委托上级设计部门进行比较正规的设

计。1962年福建省重工业厅设计院完成铅坑平硐(10万吨／年)的设计；1966年11月煤炭

部华东设计院完成曲斗平硐(15万吨／年)的设计；1974年8月省燃化设计队完成167厂

(500万发／年)的设计。1975年11月，成立福建省煤炭工业设计研究院。从此，泉州市生

产建设规模较大的煤矿设计任务多数由省煤炭工业设计院完成。80年代后，随着泉州市各

煤矿企事业单位技术力量的逐步增强，开始独立完成或协同完成部分设计项目。1984年矿

务局含春矿井由省煤炭工业设计院完成初步设计后，矿务局则自己完成含春矿井的施工设

计；1987年泉州市煤炭学会组织会员完成从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到施工设计的安溪大畲

矿井(6万吨／年)和德化山茶矿井(2万吨／年)的全部设计任务，其中安溪大畲矿井获省

科协授予的“优秀设计项目奖”。此外，这一时期所有矿井的延深设计、采区设计和乡镇煤

矿的施工设计(没有进行初步设计)都由矿务局、县属煤矿和市、县煤炭工业公司完成。

二、施工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矿井主要施工方法用铁锤打眼，火雷管放炮，人工排矸，油灯

或电石灯照明，竹管排水，自然通风。为了提高掘进速度，建井工人创造出诸如竹木轨道、

木矿车等“土”的施工机具。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有煤矿施工条件逐步改善，井巷施

工推广使用风钻湿式打眼，机械装碴，矿车、铁轨运输。乡镇煤矿施工方法仍原始落后。

1975年以后，国有煤矿尤其是矿务局施工手段日渐更新，出现多台风钻湿式同时打眼，正

规循环作业，铲斗装岩机装碴，推进式临时轨道，不少延期雷管全断面一次性爆破，风镐挖

水沟，局部扇风机(简称局扇)通风和砼金属支架等较为先进的施工手段。80年代开始，

矿井施工技术日新月异，光面爆破锚喷，激光指向，毫秒雷管爆破，长距离通风等新工艺、

新技术开始在矿务局部分矿井中推广使用，掘进速度和工程质量大为提高。乡镇煤矿建井施

工手段也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风钻打眼，电灯或矿灯照明，火雷管放炮，轨道和矿车运

输，局扇通风等开始使用和推广。乡镇煤矿这期间还出现10多个专业井巷施工队伍。

1979年以前，矿务局和县属煤矿的地面建筑及其他工程的施工，大部分由煤炭系统外

的建筑施工队伍承建。1979年矿务局成立服务公司土建队。此后，该土建队除担负矿务局

房屋维修任务外，也承担部分零星、规模较小的地面建筑施工任务。县属煤矿和乡镇煤矿的

地面建筑施工仍由社会上的建筑队伍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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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大蔗沟井田下部来布置首采区，这样不仅投产时间延长，而且井型降至9万吨／年；天

湖岩一号矿井由于储量变化太大，资源的实际情况与设计依据相差甚远，井型由18万吨／年

降至4万吨／年：杏山头矿井和天湖岩二号矿井均由于地质情况变化，储量减少，开采困难，

不得不在建成投产后不久分别闭坑。

矿务局在完成煤矿建设中，还完成生产和生活等配套工程及设施。1967～1978年建成

黄沙、桂洋等小型水电站，仙荣电厂至矿区的输电线路，新村、南山头变电站以及矿区公

路、机修厂、医院、中小学等生产、生活、行政、福利设施。此外，还建成年产电雷管500

万发的167厂。1978年，矿务局与省煤炭工业设计院共同编制出(1978～1985年天湖山矿

区发展规划》，提出矿区集中开发的规划方案，即在新建含春矿井时，在下洋设置平硐，通

过大巷贯通铅坑、曲斗、大蔗沟、天湖岩、含春等5个矿井，实行井下集中运输，减少煤炭

外运环节，并在下洋设置筛选厂与下洋平硐衔接，各矿井生产的原煤经集中筛选后外运。此

后，根据该规划方案，开始含春矿井和下洋筛选厂的工程设计，以及天湖山铁路支线煤矿专

用线的设计，并开展上述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1985年11月，矿务局下洋供水工程开工，

1987年12月投产。矿务局是福建省最早开采煤炭的国有企业之一，也是闽南地区最大的煤

矿企业。至1990年末，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174．6万元，建成铅坑：大蔗沟、曲斗、天

湖岩等4处生产矿井，生产能力为42万吨／年，其中铅坑矿井20万吨／年、大蔗沟矿井9万

吨／年、曲斗矿井9万吨／年、·天湖岩矿井4万吨／年。另有在建的含春矿井1处，设计能力

9万吨／年。

1977年，煤炭工业部授予矿务局“学大庆、赶开滦先进单位”称号；1978年，中共福

建省委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1987年，煤炭工业部授予“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称号；1989年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

1990年，全局有职工3418人，其中固定职工2083人；全员工效0．681吨压，回采工
效4．034吨／I，原煤坑木耗97．1立方米历吨，原煤电耗19．59千瓦时肫，生产掘进率
578米历吨，原煤年产量44。97万吨，实现利润103．2万元。

(二)安溪县煤矿

安溪县煤矿位于安溪县西北的剑斗镇，距县城60公里。安溪一漳平、安溪一天湖山矿

务局公路经过煤矿，漳平至泉州铁路经过矿区。煤炭产品全部通过公路销往安溪及南安、晋

江等县。

安溪县煤矿始建于1955年，是福建省最早开办的县属煤矿。同年12月，由晋江专署工

交部投资1000元在安溪县湖头乡珍地村北青创办县煤矿。1958年7月县煤矿搬迁至安溪剑

斗的大畲，并在此地办矿；9月，县煤矿搬至永春县的冷水坑，并改称为杏春煤矿，下设冷

水坑矿井、牛姆林矿井、新村矿井和大畲矿井，计有职工2000多人，年产量I～3万吨。

1961年因经济困难，杏春煤矿开始精简人员，矿部迁回安溪剑斗大畲，并恢复安溪县煤矿

名称。1963年9月，县煤矿下马停办。

1966年9月，福建省重工业厅决定建设安溪县剑斗煤矿，同时委托天湖山矿务局筹建

处在剑斗村大畲溪边设计6万吨／年和3万吨／年矿井各1对，并决定投资兴建双溪口水电站

1座(装机容量3×400千瓦／台)，作为煤矿的自用电厂。剑斗一号平硐(设计6万吨／年)

1966年6月上马，由于地质资料不足，于1967年停建。1970年11月，省重工业局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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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属煤矿中建井正规化程度较高的矿井，主平硐及地面运输采用3吨架线电机车，6千伏高

压下井，实现机械化通风和反风等。由于矿井地质构造复杂，煤层赋存极不稳定，投产以来

实际生产能力多在1．8～2．8万吨／年之间徘徊。1984年经省煤炭局核定井型降至4万吨／

年。 ．

1979年9月，南湖二号矿井(设计能力3万吨／年)开工建设，1983年10月建成投产。

因这个矿井主采煤层仅37号一层，储量偏少，1984年经省地方煤矿公司同意，井型降至2

万吨／年。从1987年以来的实际开采情况看，若扣除煤炭积压等非生产性因素，南湖二号矿

井的年实际生产能力均能达到2万吨。

永春县煤矿开采二迭系下统龙岩组一段的煤层，磨刀坑矿井可采及局部可采煤层为60、

62、63号；南湖一、二号矿井可采及局部可采煤层为37、41、53、54、60、62、64号煤

层，至1989年末全矿剩余可采储量227万吨。

1969--1990年永春县煤矿累计完成投资764．54万元。1990年有生产矿井3处，核定生

产能力9万吨／年。

1990年，全矿原煤产量6万吨，利润0．12万元，原煤全员工效0．548吨／：r，原煤坑

木耗125立方米历吨，原煤成本70．27元傀。全矿职工总数438人。至1990年末，累计
产煤68．65万吨。

(四)德化县煤矿

德化县煤矿位于戴云山脉西侧的上涌乡曾坂村及割坑乡湖头村，距县城60公里。有德

化一尤溪公路通过煤矿，煤炭除就近供应县水泥厂外，还销往德化城关各瓷厂。

1958年5月，在德化县阳山开办煤矿。1959年3月和1960年8月先后与南安县和晋江

县在阳山联办煤矿。这些煤矿均于1961年7月间下马停办。1970年9月在阳山重办煤矿。

1974年11月，阳山煤矿搬迁到曾坂，并将割坑、上涌两个社办煤矿收归县办，同时改称为

德化县煤矿。在对矿井进行技术改造后，1978年6月建成曾坂矿井，平硐开拓，井型2万

吨／年。同年由省煤炭工业设计院进行扩建设计，设计生产能力为3万吨／年，1981年完成

全部扩建工程，总投资65．5万元。1983～1985年，上级拨款8．8万元，在斜井+594米片

盘及溪南+642米标高施工硐探，但效果不好。

1985～1986年，经省地方煤矿公司同意，·在山茶井田施工硐探，投资9万元，完成井

巷工程198米，取得一定的地质成果。根据普查报告资料及硐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重新圈

定山茶井田储量。1987年7月，山茶井田开工建设，总投资181．67万元，设计能力2万吨

／年，1990年竣工投产。

至1990年末，德化县煤矿累计投资307．23万元，有生产矿井2处，核定生产能力3万

吨／年。

二、乡镇煤矿

(一)建设

泉州市乡镇煤矿始建于60年代。1963年3月，安溪剑斗公社珍地大队开办泉州第一家

队办煤矿。1965年4月和7月，安溪县湖上村和东阳村又相继开工建煤矿。然而这些煤矿

投资极少，建井简陋，每年产煤仅几十吨至百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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