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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包

括；步骤一：确定回灌目的层；步骤二：预计注水

量；步骤三：选择回灌井位置；步骤四：设计终孔

层位和深度；步骤五：设计井身结构；步骤六：进

行回灌井注水试验，确定目的层回灌能力；所述

步骤三中回灌井位置的钻孔轨迹距离井下巷道、

硐室需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所述步骤四中的终

孔层位一般选取渗透性较好的砂岩层。本发明是

将矿井水通过带有套管的钻井，选择裂隙发育、

渗透性良好的深部砂岩含水层进行回注，减轻矿

井水处理压力，且回注不会对含矿层产生不良影

响，并能对深部含水系统进行有效补给，参与到

新的地下水循环中，实现地下水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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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一：确定回灌目的层；

步骤二：预计注水量；

步骤三：选择回灌井位置；

步骤四：设计终孔层位和深度；

步骤五：设计井身结构；

步骤六：进行回灌井注水试验，确定目的层回灌能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种所确定

的回灌目的层具有最小主应力和破裂压力低，且回灌目的层岩性纯净，以粗砂岩段孔渗条

件最好，并且回灌目的层取芯裂缝相对发育段，具有较大的厚度，利于压裂裂缝扩展延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的预计

注水量通过线性回归法根据母杜柴登矿MC‑1井和纳林河二井NL‑1井压水试验数据建立的

对数回归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中的预计

注水量可根据V＝πR2Hφ公式估算，且V为注入介质体积，m3；R为处理层半径，R＝500m(3a)；

H为处理层厚度，H＝69m(渗条件较好段69m)，Φ为处理层孔隙度，取7.4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回灌井

位置的钻孔轨迹距离井下巷道、硐室需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中的终孔

层位一般选取渗透性较好的砂岩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

构采用三开、三级套管结构，且井身结构的表层需通过Φ580mm钻头钻穿风积砂层，下入Φ

508mm螺旋套管。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

构的一开设置为Φ445.5mm钻头钻进入完整基岩不小于5m，下入Φ339.7mm套管。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

构的二开设置为Φ311.1mm钻头钻至回灌水层砂岩顶部，下入Φ244.5mm套管。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井身

结构的三开设置为Φ215.9钻头钻进至回灌层底部35m完钻，下入Φ177.8mm套管及圆孔式

滤水管，不进行水泥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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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井水深井回灌相关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矿开采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开采层与周围含水层水关系较

为密切，造成矿井涌水量较大，这就使得必须对矿井水进行抽出处理，抽出的水必须经过一

定的物理化学处理才能用于生产生活和直接排放，不仅造成成本的提高还对周围环境产生

一定的影响，而深井回灌技术不仅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利于形成“良性回灌”，降低地下水

污染风险；

[0003] 但是，现有技术的矿井水多采取处理加工后再利用甚至直接排放等方式，部分废

水进行回收利用，用于矿山生产所需，但仍有大部分废水重金属检测超标，无法达到排放标

准，此举不仅会造成成本的过高，还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

现有技术的矿井水多采取处理加工后再利用甚至直接排放等方式，部分废水进行回收利

用，用于矿山生产所需，但仍有大部分废水重金属检测超标，无法达到排放标准，此举不仅

会造成成本的过高，还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包括；步

骤一：确定回灌目的层；步骤二：预计注水量；步骤三：选择回灌井位置；步骤四：设计终孔层

位和深度；步骤五：设计井身结构；步骤六：进行回灌井注水试验，确定目的层回灌能力。

[0006]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一种所确定的回灌目的层具有最小主应力和破

裂压力低，且回灌目的层岩性纯净，以粗砂岩段孔渗条件最好，并且回灌目的层取芯裂缝相

对发育段，具有较大的厚度，利于压裂裂缝扩展延伸。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中的预计注水量通过线性回归法根据母杜柴

登矿MC‑1井和纳林河二井NL‑1井压水试验数据建立的对数回归模型。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中的预计注水量可根据V＝πR2Hφ公式估算，

且V为注入介质体积，m3；R为处理层半径，R＝500m(3a)；H为处理层厚度，H＝69m(渗条件较

好段69m)，Φ为处理层孔隙度，取7.49％。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中回灌井位置的钻孔轨迹距离井下巷道、硐

室需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四中的终孔层位一般选取渗透性较好的砂岩

层。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构采用三开、三级套管结构，且井身

结构的表层需通过Φ580mm钻头钻穿风积砂层，下入Φ508mm螺旋套管。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构的一开设置为Φ445.5mm钻头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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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完整基岩不小于5m，下入Φ339.7mm套管。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构的二开设置为Φ311.1mm钻头钻

至回灌水层砂岩顶部，下入Φ244.5mm套管。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五中井身结构的三开设置为Φ215.9钻头钻进

至回灌层底部35m完钻，下入Φ177.8mm套管及圆孔式滤水管，不进行水泥固井。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

[0016] 1、本发明是将矿井水通过带有套管的钻井，选择裂隙发育、渗透性良好的深部砂

岩含水层进行回注，减轻矿井水处理压力，且回注不会对含矿层产生不良影响，并能对深部

含水系统进行有效补给，参与到新的地下水循环中，实现地下水有效保护；

[0017] 2、本发明有助于利用地质屏障的隔离和封闭作用将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场所远离

生物圈，从而达到长久安全的环保效果，降低矿井水处理成本，保护生态环境；

[0018] 3、本发明有助于将废液置于生物圈以外，是安全的环境处置手段，是利用深层地

质环境的封闭、降解等作用，废弃物将不参与人类和生物的物质循环。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的注入压力与注入量的关系图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结构的压力与注入量关系图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结构的回灌水的工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一，参阅图1‑3，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矿井水深井回灌方

法，包括；步骤一：确定回灌目的层；步骤二：预计注水量；步骤三：选择回灌井位置；步骤四：

设计终孔层位和深度；步骤五：设计井身结构；步骤六：进行回灌井注水试验，确定目的层回

灌能力；

[0024] 在本实施中，步骤一种所确定的回灌目的层具有最小主应力和破裂压力低，且回

灌目的层岩性纯净，以粗砂岩段孔渗条件最好，并且回灌目的层取芯裂缝相对发育段，具有

较大的厚度，利于压裂裂缝扩展延伸。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的进一步限定，本发明中的回

灌目的层是需要具备以下特点：a.最小主应力和破裂压力低；b.测井解释低GR、低密度、高

深浅侧向差异；c.岩性纯净，以粗砂岩段孔渗条件最好；d.取芯裂缝相对发育段和e.具有较

大的厚度，利于压裂裂缝扩展延伸。

[0026] 在本实施中，步骤二中的预计注水量可根据V＝πR2Hφ公式估算，且V为注入介质

体积，m3；R为处理层半径，R＝500m(3a)；H为处理层厚度，H＝69m(渗条件较好段69m)，Φ为

处理层孔隙度，取7.49％。

[0027]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的进一步限定，本发明中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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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预计的线性回归法：

[0028] 根据母杜柴登矿MC‑1井和纳林河二井NL‑1井压水试验数据建立的对数回归模型，

当MC‑1井注水量达100万m3，相应注水压力8.3MPa；NL‑1注水量达到80万m3时，注水压力为

10.2MPa；注入压力和注入量的关系具体可见图1和图2所示。

[0029] 在本实施中，步骤三中回灌井位置的钻孔轨迹距离井下巷道、硐室需要保持一定

安全距离。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是对具体实施方式一的进一步限定，本发明中回灌

井位置的选择应具备以下三点要求：a.井口位于工业广场内，减少征地费用；b.钻孔轨迹距

离井下巷道、硐室保持一定安全距离，避免对煤柱的破坏；c.适当考虑供水供电便捷，减少

矿井水运输成本。

[0031] 在本实施中，步骤四中的终孔层位一般选取渗透性较好的砂岩层。

[0032] 在本实施中，步骤五中井身结构采用三开、三级套管结构，且井身结构的表层需通

过Φ580mm钻头钻穿风积砂层，下入Φ508mm螺旋套管；

[0033] 一开设置为Φ445.5mm钻头钻进入完整基岩不小于5m，下入Φ339.7mm套管；

[0034] 二开设置为Φ311.1mm钻头钻至回灌水层砂岩顶部，下入Φ244.5mm套管；

[0035] 三开设置为Φ215.9钻头钻进至回灌层底部35m完钻，下入Φ177.8mm套管及圆孔

式滤水管，不进行水泥固井。

[0036] 本发明中设置好的回灌井的井身结构需要进行使用前试验，试验采用大流量、长

延时实施回灌，以检验回灌目的层刘家沟组砂砾岩的可注性，同时获取长时间、高强度回灌

条件下受注含水层流场演化、渗透性扩展等方面的相关数据。

[0037] a .泵流量要求：结合压水试验获取的水文地质参数，水泵流量须能满足回灌目的

层的回灌能力。

[0038] b.实验过程：首先，进行连续96小时的静止水位观测，记录静止水位。第一次压力

点注水试验，注水延续时间32小时，最后8小时最大压力8.5Mpa，使压水过程处于稳定状态；

间隔4天后，进行第二次压力点注水试验，延续时间25小时，最后8小时，最大压力8.5Mpa，最

小压力8.0Mpa；间隔6天后，进行第三次压力点的注水试验，延续时间24小时，注水最后8小

时注水压力保持6‑7Mpa。第三次压力点注水试验结束后，观测孔内压力变化.

[0039] c.经过试验后，测试得到的数据与注水量公式V＝πR2Hφ中所计算的结果符合，则

说明回灌井设计完成，若不符，则需要重新设计。

[0040] 本发明所设置矿井水深井回灌方法是将液体废弃物排放到隔离的地层中，使之储

存在地壳特定地方而不受地下水循环影响的废水处理技术，主要通过井和其他类似传输系

统将液体注入到地下多孔岩石层；地下岩石层虽然包括坚硬的砂岩、碳酸盐岩等岩石，但它

们之间或是内部仍然存在有明显的孔洞或缝隙，能够让水和其他流体进入或穿透；所以可

将各种废弃流体灌注到深层地下，并借助重力或泵的作用渗入岩石孔，达到灌注减少外排

的目的。

[0041] 本发明有助于将废液置于生物圈以外，是安全的环境处置手段，是利用深层地质

环境的封闭、降解等作用，废弃物将不参与人类和生物的物质循环。

[0042] 本发明有助于利用地质屏障的隔离和封闭作用将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场所远离生

物圈，从而达到长久安全的环保效果。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4856699 A

5



[004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4856699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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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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