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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地质灾害及防治措施研究

田刚军*
陕西省一八六煤田地质有限公司，陕西  710065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能源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其中煤炭就是一种常见的能源。为了获取更多的煤炭能

源，我国开始大力开采煤矿，但是煤矿的开采工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有用的能源；另一方面

也暴露出了煤矿开采会引发的地质灾害问题。接下来，本文将简要分析煤矿的地质灾害特征并提出有效地防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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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煤矿产业，使更多人加入到煤矿开采的行业中，开采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开采工作会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随着煤矿产业的兴起，地质灾害的问题也展现在人们眼前，对此，快速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开采煤矿给地质造成灾害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保护煤矿开采人员的安全也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1]。全面降低开采

的风险，保证人员的安全以及环境的健康，此举能够有效地推动煤矿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可利用资源。

二、地质灾害的典型

（一）煤层瓦斯造成的灾害

煤矿不仅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层也中包含一定浓度的瓦斯，而瓦斯的含量会随着地质层的深入而增加，如

果开采施工没有按标准进行，就可能导致瓦斯慢慢泄露出来，再加上井下的通风不好，瓦斯就会充斥在整个矿井内

部，当瓦斯浓度到达一定含量的时候就会引发危险，如果开采时不小心出现明火，那么就会造成瓦斯爆炸，甚至造

成矿井坍塌。瓦斯爆炸和塌方都能够威胁到井下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周边的环境，所以要规范开采行为，降低危险发

生的可能性[2]。

（二）山体滑坡灾害

在煤矿开采施工中，挖掘煤层稍不注意就会破坏地质结构，从而导致山体出现滑坡现象，山体滑坡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灾害且危险性极大，对矿区和周围环境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旦发生就会发生严重的人员伤亡，也会极大地阻碍后

续的开采工作，使周边环境遭受严重损毁，煤矿产业的发展遭受巨大打击[3]。

（三）地面下降及塌陷

煤层开采之后会井区上面会形成中空，在上覆层的压力下就极有可能会发生煤层顶板脱落的情况，如果不提前防

治的话，就可能导致该区域的地面下降甚至塌陷。除此之外，开采煤层施工的操作不当也会导致地下水上涌，为了防

止矿井内地下水堆积无法继续开采的情况发生，也避免施工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就需要及时的将地下水排出。破坏

地下得水结构还可能使井区内的水坡压力增大，出现降落漏斗的情况，从而导致塌方。

三、煤矿的地质灾害特征

（一）灾害的群发性

跟自然的地质灾害相比，煤矿地质灾害具有群发性，在开采施工的过程中，挖掘煤层会给井区内部的构造以及周

边地质结构造成很大的改变，随着挖掘深度的增加，井内的地质平衡和水压力被改变，加大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造

成灾害的诱因在开采煤矿的施工工程中往往是伴随发生的。地面塌陷、山体滑坡、瓦斯爆炸都是因为开采过程的不规

范引发的，灾害通常会伴随着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情况发生，一旦发生将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大范围的伤害。严重的甚

至会危及相关人员的生命，也会给周边的环境及周围生活的群众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二）灾害的诱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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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煤矿时，地质灾害的发生通常都是有诱因的，因为灾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所以通常一种灾害发生还会

直接诱发其他的灾害同时出现，从而增加灾害的危险程度和波及范围。例如，操作不当导致地下水大量上涌，由于矿

井较深，排水的工作困难系数比较大，没有及时地排出就会导致地下水渗透到其他岩层，促使其他区域的地质结构发

生改变，最终导致地方塌陷，若塌方的区域较大就极有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现象发生，从而增加灾难的严重程度和波

及范围。

（三）灾害的多样性

煤矿的地质灾害是有很多种的，灾害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其中，程度较轻的危害包括：破坏地址结构、地面轻微

塌陷、岩层水压力不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有：瓦斯爆炸、地面严重塌陷、山体滑坡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灾害的种类

繁多。

（四）隐藏性

煤矿开采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有一些危险我们能发现，通过闻瓦斯味道、监测矿井顶层滴水等方式能够预判某

些危险的到来，从而降低灾害发生对人员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些隐藏的危险不易被我们发现，没有明显的预警会

使人放松警惕，从而导致严重的灾难事故。例如，不规范的开采施工使得井区周边的地质结构发生改变，压力开始迁

移，但是这些地质内部构造的改变肉眼无法轻易发现，长此以往，地质结构疏松、压力增加就会导致塌方的情况发

生，人们无法及时发现并且逃生，就造成了严重的安全事故。

四、有效预防地质灾害发生的措施

（一）加强对地质的勘测

开采煤矿之前需要对煤矿的地质进行勘测，地质的构成和性质都是十分重要的。通常，地质条件是造成灾难的主

要因素，所以在开始施工之前，必须对地质的性质、构造、特性、活跃程度和范围做细致的勘测，划分出稳定和特别

活跃的地质区域，分析该区域地质的形成因素和规律，然后制定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案，再根据方案进行施工。在对地

质进行仔细勘测之后，要做相关的危险性评估，综合分析之后，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应急预案，保障后续

开采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

（二）规范煤矿资源的开发

煤矿资源是根据区域的特点分布的，煤矿开采的施工导致的灾害也是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的，不同区域的地质特点

不同是诱发灾难的主要因素。所以要根据区域的不同特性，对煤矿的开采工作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在保障安全的前

提下，提升开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此外，对矿区周围的环境也要进行提前勘测，注明容易发生灾害的区域，提前做

好防控的工作，同时，提醒施工人员及周边群众，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在灾难发生时能够正确的寻找安全场地，将灾

难发生的危害降到最低，从而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使开采工程顺利完成。

（三）强化工程的防治工作

煤矿的地质性质不同也增加了防治的工作难度，管理人员应该根据地质区域的性质不同对出相对应的防治措施。

1. 对周围群众的保护是整个防治工作的重点，在发生地质灾害后，要综合救援难度和耗费成本，采取更有效的措

施。若处理难度较大耗费成本较高的话，应对所涉及的百姓告知危险，并提出搬迁的建议，以此来保障人们的安全。

2. 由于灾难发生的时间不确定，所以我们要提前进行有效地预防工作。对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可以通过加固山

体、设置防护网、加固排水系统等行为提前做好防护工作；针对地面下降、塌陷这类灾难，可以通过加强对施工的规

范、对采空地区进行圈防等行为来做预防的工作。

3. 关于泥石流的治理，可以通过平整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山坡、设置阻拦障碍、预设泄洪通道、建立植树林等行

为，来更好的处理泥石流突袭的情况。

五、结语

为了更好的开采能源，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大力的发展煤矿行业，同时，要遵循安全第一的宗旨，在提高

生产的同时坚决落实安全问题。有效地避免煤矿灾害的发生，需要加强对地质的防护，落实对煤矿地质灾害的防护措

施。注重开采前的地质勘测，规范开采行为，制定切实有效的灾难防护办法，加强风险预估和灾难防控，保护人员的

生命财产安全，以此全面提升煤矿开采的质量，保证社会能源的使用，推动煤矿开采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的经

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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