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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晋城地区近年来煤炭产业存在的市场现状，重点围绕山西兰花科创玉溪

煤矿项目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展开论述，为项目建设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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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矿井项目投资不但要耗费大量资金、物资和人力等宝贵资源，且具有一次性和固定性的特点，

一旦建成，难于更改，因此投资的风险尤为值得关注。尽管如此，只要能在决策前正确的认

识到相关的风险，并在实施过程中加以控制，大部分风险又是可以降低和防范的。正是基于

降低和防范投资项目风险的目的，在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中有必要加强风险分析。 

本项目主要风险来自于同矿井有关的各个方面，其常见风险因素可按图 1 进行分类。 

 

图 1 玉溪煤矿建设项目投资风险因素分类 

下文就以图 1 来对玉溪煤矿项目的风险因素展开论述。 

 

1 市场方面的风险因素 

 

市场风险是竞争性项目常遇到的重要风险。它的损失主要表现在煤炭产品销路不畅，产品价

格低迷等，以至产量和销售收入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细分起来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供求总量的实际状况与预测值有偏差；二是项目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三是实际

价格与预测价格的偏差。 

玉溪煤矿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2.40Mt/a，煤质为优质无烟煤，产品主要为末煤、洗小块和洗中

块，其主要用途是化工原料煤、动力煤及冶金喷吹煤。晋城靠近华中、华南等缺煤地区，与

山西其它矿区相比，具有运距短、运费省的优势，晋城无烟煤品牌效应也十分明显，特别是

块煤多年来一直供不应求，即使在 1998～2000 年煤炭销售不景气的时候，晋城无烟煤也以

较高的价格销售；随着晋城市 8000MW 火电基地和 300 万 t 化肥基地的建设，也可就地消



化一部分产品；对外，煤炭产品畅销国内 20 多个省市，在华东、华南、中南市场占有较大

份额，产品 80-90%流向固定用户，60%流向大中型企业，并远销欧洲、日本、韩国、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率在 10%以上。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市场煤炭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 

矿井利用优越煤层资源条件，采用先进设备，实现集中生产，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

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因此，煤炭产品市场有保障，风险较小。 

 

2 技术方面的风险 

 

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2.40Mt/a，为大型矿井。主斜井井筒倾角为 16°，井筒内装备一台钢丝

绳芯带式输送机，担负矿井原煤的提升任务；井下煤炭采用胶带输送机运输。井下辅助运输

根据煤层倾角小、生产集中的特点采用无轨胶轮车，可有效利用工时，减少辅助运输环节对

生产的制约。 

工作面最大采高为 6.0m，工作面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等均采用国产设备。邻近

寺河矿 6m 采高工作面在高瓦斯条件下产量一直保持在 10.00Mt/a 以上；实际情况表明，本

矿区 3 号煤层采用大采高采煤法达到 2.40Mt/a 以上产量是有保障的，同时回采率、块煤率

也有较大程度提高，可保证矿井较好的经济效益。掘进采用综掘机，满足回采工作面接替需

要。 

根据本区瓦斯大的特点，采取瓦斯抽放、通风并重的管理方式。地面设集中瓦斯抽放泵站，

初期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系统，后期开采二盘区时采用分区通风，新增一回风立井，避免通

风成为矿井生产的瓶颈。 

以上主要生产系统设计上均采用先进可靠的技术、选用国内领先厂家的设备，且矿区内已有

成功的先例，故生产技术风险小。 

 

3 资源方面的风险因素 

 

3.1 煤炭资源 

根据玉溪井田精查地质勘探，3 号煤层共获取资源量 216.69Mt，其中探明的资源量 97.13Mt，

控制的资源量 105.6Mt，推断的资源量 13.90Mt。详细查明了井田构造简单，主要为宽缓的

褶曲和少量的陷落柱，主采 3 号煤层赋存稳定，全区可采。 

井田内主采 3 号煤层厚度 4.62～7.00m，平均 5.85m，厚度大、层位稳定，煤层结构简单。

原煤灰分 14.28%，硫分 0.44%，原煤干燥基弹筒发热量平均 30.19MJ/kg，为低～中灰、特

低磷、特低硫、高发热量的优质无烟煤。因此，井田内煤炭资源可靠，开采条件较好。 

3.2 水资源 

玉溪矿井及选煤厂总用水量为 4147m3/d，其中矿井用水量为 1321m3/d。 

矿井用水采用分质供水的原则。优先考虑将井下排水及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处理后的井下

排水用于井下消防洒水及选煤厂生产补充水，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于选煤厂生产补充水。日

用消防采用地下水源，根据地质报告设计选用第四系地下水源，设计打井 4 座（风井场地 1

座），其中 1 座备用，单井取水量为 40m3/h。 

 由于井下排水水量是根据井田地质报告推算出的，做为水源设计将井下排水水量按 30％折

减。矿井投产后随着井下排水量的增加，根据井下排水的水量水质情况，日用水尽量采用井

下排水，这样一方面可有效的保护地下水资源，同时使已有水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4 工程方面的风险因素 



 

4.1 工业场地 

矿井工业场地位于玉溪村西樊庄河北岸的台地上，场地自然标高+730～+820m，高于百年一

遇洪水位，不受洪水威胁。 

4.2 水文地质 

井田内沟谷发育、地形复杂，矿井开采后，将造成一定程度的地表移动变形，形成塌陷区，

主要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地表裂缝和滑坡，但不会形成积水。井田内煤层埋藏较深，开采裂

隙一般不会波及地面，对地表水系和降雨渗漏影响很小。同时，地表水系对井下的开采也不

会产生影响。 

3 号煤层水文地质条件为二类一型，即简单型。其直接充水含水层为顶板砂岩裂隙含水层，

根据邻近矿井生产经验，其平均吨煤排水系数为 0.63，水量较小。3 号煤层距奥陶系灰岩顶

面有 100m 以上的厚度，无构造沟通或人为破坏，不会导致底板突水。 

4.3 瓦斯 

井田内 3 号煤层瓦斯含量较高，在平面上东部煤层埋藏较浅处瓦斯含量较低，中部和西部瓦

斯含量较高，首采区应选择在瓦斯含量较低处，以利于尽快达产，并能逐步摸清瓦斯赋存特

征，掌握治理方法。地质报告中 3 号煤层瓦斯含量 7.33～15.81ml/g.daf，平均 9.25ml/g.daf。

根据河南理工大学提供的位于井田东南部的测试井的瓦斯含量数据，3号煤层含气量18.21～

27.23ml/g.daf，与地质报告提供的瓦斯含量相比有大幅提高。考虑到井田南部相邻的寺河矿

井在对地质报告提供的瓦斯含量用 1.8 的系数进行修正后，基本符合 3 号煤层瓦斯含量的实

际情况。因此，本井田瓦斯含量有增大的可能，在设计中已充分考虑。 

对瓦斯问题，设计采用本煤层瓦斯抽放，预抽与边采边抽、边掘边抽相结合的综合抽放方法

降低开采时的瓦斯涌出量。 

 

5 投资及融资方面的风险因素 

 

玉溪煤矿建设项目投产后，计算期内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为 20.86％，

大于基准收益率 10%。项目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37.72%，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

有限公司及北京新得远盛投资有限公司具有很强的出资能力和融资能力，能够保证项目所需

资本金的持续稳定供应。在项目经济效益和偿债能力的支持下，项目已经取得金融机构的贷

款承诺，项目资金来源是可靠的。 

 

6 配套条件的风险因素 

 

6.1 公路、铁路运输 

工业场地紧邻曲（沃）～辉（县）公路，运输状况不饱和，向西经端氏镇、沁水县城，在侯

马与大运公路及大运高速公路相连；向东在高平市与 227 省道、207 国道及长晋高速交会；

山西省规划建设的高沁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横穿工业广场北部。该区公路交通较为便利，能满

足前期煤炭依靠汽车外运的需求及矿井建设及生产期间的材料、设备可方便运达。 

由于目前嘉南铁路尚未建成，本矿井煤炭运输初期考虑为公路外运，待嘉南建成后，本矿煤

炭运输选用铁路方式。 

6.2 供电 

本矿采用 35kV 供电，一回 35kV 电源引自规划的端氏 220kV 变电站，输电线路为

LGJ-240/8km，另一回电源引自马村 110kV 变电所，输电线路为 LGJ-240/6km。目前本项目



正在施工中，电源可靠。 

6.3 其它 

晋城矿区为生产多年的老矿区，水、通讯、材料等矿井外部建设条件较为优越。 

因此，矿井建设配套条件风险较小。 

 

7 外部环境风险因素 

 

外部环境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晋城矿区生产历史悠久，

煤炭作为支柱产业在晋城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在晋城市发展规划中，煤炭作为重点建设

项目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工

作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故外部环境风险因素较小。 

 

总 结 

 

任何项目建设都可能有风险，只要客观地面对风险，设法采取措施，以降低、规避、分散和

防范风险。 

根据前面对本项目风险因素的分析，主要风险是可能存在瓦斯含量大幅增高等不利条件。目

前已完成了首采区三维地震等地质工作，为规避风险，建议进一步对瓦斯进行专项地质工作，

并根据勘探成果对建设方案进行优化，将风险最大限度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