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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矿水害的发生原因分析 1

要想对煤矿水害进行防治，就必然要了解煤矿水害

的发生原因。一般情况下，矿井水害的发生不仅与矿井

水的来源有关，还与采取的防治水措施有关。下面将分

别进行分析。

1.矿井水来源不明

很多矿井水害的发生多与矿井水来源不明有关。很

多时候，不能搞清矿井水的来源，只能通过排水来进行

水害防治。这种方法虽然能在短时间起作用，但长远来

看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

a）很多煤矿的水文地质勘探技术落后，导致勘探的结果

有限；b）缺乏专业的水文地质勘探人员，无法根据勘探

数据进行准确判断。因此，搞清矿井水的来源对于矿井

水害防治十分重要。在防治水开展过程中，准确的水文

地质资料是防治水成功的关键。然而很多煤矿水文地质

资料的准确性较差，一方面是由于未充分认识到水文地

质资料的重要性而采取了粗略的勘探方式，另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未充分考虑到水文地质资料的时效性，即在开

采过程中水源会随着开采条件的变化而改变[1]。

2.矿井排水设施不完善

为了提高煤矿的产能，很多老矿都进行了扩建。然

而，在扩建时并没有对排水设施做出相应调整，导致煤

矿排水能力不足，矿井水害严重。这体现在：a）矿井的

水仓容积过小，原有的设计余量不足以满足矿建后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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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容量；b）矿井的排水泵功率不足，很多煤矿的排水

泵使用年限较长，针对的是起始设计的涌水量。此外，

煤矿巷道的排水沟长时间未清理，里面的碎石和淤泥堵

塞了正常排水，导致矿井水涌入巷道[2]。

3.煤矿防治水人才匮乏

煤矿防治水缺乏通用的技术标准，导致在施工时很

难把握施工要点。虽然目前已有很多的防治水技术措施，

但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实现。这需

要经验丰富的防治水工程师才能执行，而煤矿企业这方

面的技术人才很匮乏。这是因为：a）煤矿企业对于防治

水不够重视，不能留住这方面的人才；b）煤矿防治水方

面的人才本身就比较少。这种情况导致煤矿防治水的效

率很低，有时会诱发煤矿水灾事故。

4.缺乏有效的防治水理论

对煤矿水害发生的条件和机理的准确认识是煤矿防

治水成功的关键。然而，现在缺乏有效的防治水理论。

这是由于：a）煤矿水害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类型不

同，这使得很难系统地掌握煤矿水害的发生机理。b）在

开采条件发生改变时，水的流动方式和赋存方式也会发

生改变，使得分析煤矿的水害存在较大的困难。此外，

地质条件的复杂性是难以形成有效的矿井水害防治理论

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清楚矿井水害的发生机理，那么水

害防治很难有实际的效果，甚至会诱发一些矿井水害。

二、煤矿综合防治水技术分析

以上分析了煤矿水害发生的原因，为了抑制煤矿水

害的发生，应采取措施对煤矿水害进行防治。下面将介

绍目前采用的综合防治水技术，主要是针对煤矿水害进

行水源综合探测及分类防治。

1.矿井水源综合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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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矿井水害进行有效防治，应该做好矿区水文

地质勘探工作，探明矿井水的来源及可能发生水害的地

点。这就要求在水文地质勘探时，对矿区进行现场全面

探测，找出矿区内的含水地层及导水地质构造特征。具

体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a）在矿井开采设计之前，水

文地质勘探人员需要采用综合探测方法对矿区范围内的

地质构造，特别是地质构造异常区进行全面探测，并根

据勘探结果编制水文地质资料，要重点阐明可能发生的

水害及其特征。b）采用物探方法对矿区内的导水构造进

行精确探测，确定其危险性。在探查时可采用瞬变电磁

法探测导水带，并采用钻探方法查明异常区的水情，从

而为编制防治水措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常见的矿井水源

分类及符号如图1所示[3]。

图1　地质勘探中的水源分类及符号

2.矿井水害分类治理

煤矿水害有多种类型，在进行防治时要根据水害的

类型采取合适的防治措施。例如，对于陷落柱的涌水异

常情况，在勘探时应查明陷落柱的具体情况，并制订合

理的施工方案，可通过注浆的方式对陷落柱的导水进行

治理。防治水措施主要可分为地面防治水措施和井下防

治水措施。

对于地面防治水应做到以下几点：a）要做好井口的

防洪。对于井口位置处于低洼区的情况，应对井口进行

加高，确保井口位置高于历来洪水的最高水位，还应避

免雨水落入井口。b）防治渗水情况的发生。很多煤矿附

近都有河流，河流的水会向矿井内渗流，对于这种情况，

要标记渗水的位置，并采用注浆的方法进行堵水。c）抽

干矿区周围废弃采空区的积水。采矿区积水是诱发煤矿

水害的重要因素，若矿区周围有长时间废弃的采空区，

应查明水情并做好抽水施工。对于井下防治水应该做好

以下几点：a）在进行煤层开采时，工作面要与含水层之

间预留足够的距离，以免煤层开采时隔水层破裂。b）设

置合理宽度的防水隔离煤柱，通过把防水隔离煤柱设置

到煤层与含水层之间，将煤层与含水层区分开来，从而

预防水流入煤层，最终有效确保煤层的安全性。c）设计

合理的排水系统。在进行排水系统设计时要参考矿井的

最大涌水量和最小涌水量，选择合理的水仓及水泵。d）

选择合适的井下防治水技术，对于水害严重的区域，应

采用注浆的方式进行堵水[4]。

3.选择先进的科学技术

目前水害监测方面：一个是威胁采煤的含水层水位

监测系统，一个是高精度网络式微地震监测系统，既能

进行突水预警，又可以为水害防治手段提供科学依据。

网络式微地震监测系统是在工作面回采期间进行不间断

监测，获得工作面初次来压阶段、周期来压阶段、见方

阶段、从临实体煤到临空过渡阶段、收尾阶段等各阶段

微震事件的时空分布特征，获得工作面上覆岩层采动破

断范围及运动异常区域特征，揭示顶板导水通道的发育

规律；以及煤层底板突水通道形成的动态过程，预测底

板突水通道的发育位置、范围及程度。

三、结束语

矿井水害是煤矿生产中经验遇到的一类灾害，其不

仅影响煤矿的正常生产，还威胁到工人的生命安全。通

常情况下，矿井水害的发生与矿井水来源不明、矿井排

水设施不完善、煤矿防治水人才匮乏及对缺乏有效的防

治水理论等因素有关。为此，应采取综合防治水技术，

主要包括矿井水源综合探测和矿井水害分类治理两方面。

研究可以为矿井水害的防治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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