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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矿水害是指在矿井正常生产建设过程中，因对水

害的防治措施不到位，导致矿井的地表水、老空水、承

压底板水等突然涌出对矿井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煤矿

水害作为煤矿五大灾害之一，在矿井日常生产建设中正

常的生产建设接续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同时受到如

老空水、地表水和底板突水、顶板砂岩水等不同水害类

型的威胁时，必须采取超前防治措施，矿井常采用的防

治水措施有地表水的防堵、顶板水的疏放、掘进异常区

域的超前探查、防水闸门的安装、应急强排系统、水仓、

承压区域底板注浆加固改造等措施保障采掘前的生产安

全。近年来，随着矿井的生产不断发展及采掘深度不断

延伸，矿井的采掘生产技术不断提升，矿井建设推广智

能综采工作面、快速掘进技术、大切眼开采、沿空留巷

开采等为生产系统优化提高创造了多种采掘方式，但对

于新的生产系统下的防治水技术该如何开展，成为了当

前迫切的研究方向 [1]。

1　矿区概况

澄合矿区位于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中段，大地构

造位置处于鄂尔多斯地块东南部的渭北隆起东段，矿区

基本构造形态为一向北倾斜的单斜构造，伴有北东向及

东西向断裂。矿区含煤 11 层，其中主采煤为 5 号煤，煤

层埋深 340m ～ 525m，平均 4.5m；5# 煤层开采底板标高

+130m-+320m，矿区奥灰水实测静水位标高 +365m，矿

区开采煤层均处于奥灰承压区域。

澄合矿区在西区煤炭开采过程中，针对工作面回采

过程中对煤层底板的破坏情况，测定了底板的破坏深度，

工作面切眼宽度 120-150m，随着科技进步和智能工作面

开采，原有的工作面水害治理方法和技术已经不能适应

新形势下的采掘工程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方

法应用于防治水工程施工中 [2]。

2　煤矿采掘技术提高下的防治水灾害技术路径

2.1 快速掘进与超前“双探”技术矛盾的问题技术

路径

随着煤矿产能的不断释放，矿井生产接续出现了重

大调整，这就要求在掘进过程中加快开拓进度，较快的

形成回采工作面，为矿井年度回采计划提供基础性条件。

澄合矿区矿井均受奥灰承压水害影响，根据省安委会及

集团公司相关文件要求，在掘进前必须采用“双探”查

明工作面前方水害影响。如采用常规回转钻机，受限于

钻机功率影响，正常钻进最大孔深越有 120m，且钻孔

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轨迹偏差不能够保正钻孔探探查目标

层位；该种探查手段每次探查需要工期约有 7 天，严重

制约了矿井的掘进速度。为了提高探水害探查进度和探

查精确度，针对工作面水害超前探查采用定向钻探技

术，针对治理目标层位，最长孔深约 500m，按照超前距

离 30m 要求，单次探查后可以有效掘进距离约 470m，极

大提高了掘进效率。且探查钻孔的有效进尺均位于 K2 层

位，对采掘期间受 K2 水害影响的区域超前疏放，有效的

减弱了 K2 水对回采期间的影响。在山阳煤矿采用井下

长距离钻探探查三采区大巷首个钻孔涌水量约有 6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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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井下长距离定向钻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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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两轮超前探查过程中，钻孔均出现无水情况。定

向钻孔在施工过程中，针对性强，对澄合矿区近距离薄

层太灰水治理效果明显。

2.2 区域治理与井下钻探相结合

澄合矿区所属矿井主采 5# 煤层，5# 煤层均受到底

板奥灰承压水害威胁，为了达到安全高效开采 5# 每层的

目的，在工作面回采前，均采用“电法物探 + 钻探注浆”

的方式对工作面含水层进行加固改造，变相对含水层为

隔水层，保障矿井回采安全生产。目前矿井主要采用的

电法物探为直流电法或音频电透视，通过电法物探确定

相对富水异常区域，针对异常区域采用井下钻探注浆方

式，加固改造底板含水层。目前应用较多的注浆材料为

粘土和水泥。为了适应快速掘进、智能高效开采的技术

要求，提高灾害治理效率，达到超前探查与治理的目的。

原有工作面采用井下回转钻探治理工作面，地面粘土注

浆站铺设注浆管路至工作面进行注浆，需要形成工作面

两顺槽，且通风安全设施齐全，运输系统可靠的情况下，

人员和设备进入现场进行施工。该种方法对于建设矿井

和生产矿井生产接续紧张的情况下，容易造成采掘接续

失调的问题，制约了矿井的高质量发展。为了达到安全、

高效、绿色开采，超前探查治理。澄合矿区积极研究探

索地面区域治理在矿区开展的实效，本次在西卓煤矿建

设期间，利用地面区域治理对首采工作面进行探查与治

理，地面施工位置建立临时注浆站 [3]。在工作面未形成

前超前对水害异常区域进行探查治理，探查治理目标层

位，对于出现漏失点能够准确记录位置，进行水泥浆液

加固治理。该种超前探查方法缩短了回采工作面的水害

探查治理工期，提高了治理效果，并且为了进一步保障

工作面的安全回采，在工作面形成后，利用井下电法 +

钻探对治理区域进行治理效果验证，极大的保障了矿井

回采安全。

2.3 承压区域突水点治理

矿区所属矿井工作面在采掘期间，受底板 K2 及奥

灰含水层影响，局部区域在受断层、褶曲、隔水层厚度

变薄等情况下存在底板突水情况，一旦工作面底板突水

将给矿井的正常生产及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为了确保

工作面安全生产，就需要在工作面回采前对突水点区域

进行注浆加固。董家河 23504 工作面为矿井接续工作面，

在工作面回采前，运输巷距底板出水，经实测涌水量为

46m3/h。

为了确保回采过程中的安全、高效，在 23504 工作

面突水点治理过程中，经过多次论证分析和实践探索，

首先采用直流电法探查圈定富水异常区域，针对富水异

常区布置钻探，并采用纯水泥浆液进行治理。浆液配比

初始采用水灰比 =1：0.3，后在压力上升过程中不断增大

浆液比例，并添加 1%-2% 玻璃水。期间，在针对性注浆

加固过程中，实施人员每班的注浆情况进行分析讨论，

对浆液的水泥比例、间歇时间及水玻璃的添加比例进行

不断尝试，最终确定了浆液各成分的最佳配比，同时在

治理动水过程中还创新了破碎底板注浆装置及添加骨料

等治理办法，23504 工作面底板突水量由 46m3/h 减少至

15m3/h，治理成果明显，推采 440m 水量一直稳定 [4]。

在对动水治理过程中，通过多年的治理经验，我们

不断总结，归纳，初步确定在动水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路

径有采用“确定靶向、圈定范围、重点治理、浆液调节、

效果评估”等综合工艺。

2.4 矿井防治水应急与监测

随着矿井采掘系统不断延伸，工作面切眼的加宽，

工作面底板承受奥灰水害压力也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

水害的监测监控，超前采取预防性措施，按照《煤矿防

治水细则》及省、市文件要求，在受奥灰水害承压工作

面回采前布置突水监测预警系统，时刻监测回采过程中，

围岩应力发生变化后对底板注浆加固后的破坏情况，监

测裂隙导水通道对工作面的影响 [5]。

同时对于主要含水层 K2 及奥灰，每个含水层施工不

少于 3 个水文长观孔，用于监测主要含水层水位变化情

况，能够及时的应对水位变化与矿井采掘之间的相互联

系。目前采用了远程监测系统与公司进行联网，确保数

据实时的传输。

3　结束语

通过对澄合矿区后期采掘过程中水害治理应对措施

的介绍，分析解释了不同水害的应对方法和方式。对矿

井的不同水害防治提出系统性的建议，为矿井水害治理

提出了有效的治理措施，对保障矿井的安全、高效、绿

色开采提供了安全防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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