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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防治水工作一直是煤矿企业在发展中需要

重点攻克的难题之一，在防治水工作的开展中稍有

疏忽，不仅会给煤矿企业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更有

甚者还可能威胁员工的生命安全。所以，本文将对

煤矿水害种类、防治水工作中的问题及相关技术措

施进行分析。

1 针对煤矿中水害的种类与危害分析

11..11 积水积水

传统煤炭开采技术、管理过程缺乏规范性与严

谨性，而且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这类煤矿

在政府管理中被逐一关闭后，由于后期也未能得到

有效的维护与管理，所以在降雨天气，废弃煤矿的采

空区、矿井内就会积压大量的雨水，而且这些积水还

会在向矿井四周渗透；若有新企业在老矿区附近采

矿，极易影响积水矿道，造成矿井连续坍塌型重大

事故。

11..22 含水层破裂含水层破裂

在开采煤炭资源的时候，往往需要在断层、裂隙

层等复杂的地质环境中进行作业。若作业时未能掌

握具体开采位置的地质结构状况，将提高煤矿采煤

论述煤矿防治水相关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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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害是煤矿企业在煤炭采集、矿井施工等工作中常遇到的灾害之一，若水害情况严

重，还会对施工及采矿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水害的存在制约了煤矿开采与矿井

施工等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近些年国内煤矿水害事故频发，所以一桩桩、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

剧深入群众内心。为了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本文将针对煤矿防治水相关技术措施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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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还可能对含水层造成致命性破坏，并引发矿内

水害。一旦含水层被破坏，不仅会冲垮矿道，严重时

还会危机矿工生命安全。

11..33 天气状况产生的负面影响天气状况产生的负面影响

煤矿企业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暴雨等

恶劣的气候天气，煤矿矿井、矿道里面会积攒大量的

雨水，若长时间无法排泄，可能会引发矿道坍塌等危

险。同时，采矿区在暴雨影响下，可能出现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这都会对采矿区造成致命威胁。

2 煤矿防治水期间出现的问题

22..11 缺乏健全的排水系统缺乏健全的排水系统

为了改善煤矿企业的水害防治能力，在管理过

程中加强排水系统的建设，就成为了防治的重点。

但是，国内很多煤矿企业主要以中小型企业承包矿

区进行开采的模式进行运作，采矿时仅重视经济收

益，忽视了国家下达的文件要求与具体规定，导致矿

区施工中未能做好排水系统的构建；同时，也未能建

立高质量的矿区安全出口密闭门，使得矿区防水、防

火效果大打折扣，提高了安全隐患发生几率。

22..22 未能做好水灾防范工作未能做好水灾防范工作

完善水灾防范工作，有助于提高煤矿企业应对、

处理水灾的能力。但是，多数企业并没有认识到预

防水灾的重要性，即使是企业中开展了一定的水灾

排查工作，但也是敷衍了事、形式主义，煤矿采空区

域中仍有大量积水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自然灾害之

后造成的积水也不够重视。若未能做好水害防治，

必然会在煤炭开采中发生安全事故，若情形严重还

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1］

22..33 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不足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不足

由于国内煤矿企业对防治水工作重要性认识

不足，所以，和防治水相关的技术人才、设备十分

稀少。由于没有防治水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所

以发生水害后，只能安排其他人员进行处理，由

于此类员工缺乏防治水专业知识及技术能力。

因此，很多水害无法彻底解决，容易造成反复发

生的现象。

3 煤矿防治水相关技术措施简介

33..11 做好煤矿水灾探查测试做好煤矿水灾探查测试

煤矿在水灾防治过程中，要做好水灾的探测，及

时确定煤炭开采期间水灾的具体方位，然后落实针

对性措施。首先，在探测水灾具体位置时，要提高探

测准确性，若是探测报废的矿道与采空区，要调取相

关矿区的平面图，并做好标记，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

水害预防，防止矿井在水压下相互连通，引发更为严

重的灾害。其次，煤矿企业可以通过三维地震技术

队煤矿工作面的断层及含水层进行探测，确保在煤

矿开采过程中能够避过这些断层及含水层，同时还

可以应用瞬变电磁法探测煤矿工作面的富水地区，

为煤矿防治水提供便捷；［2］最后，在水灾探查中要合

理运用地质勘测器材，比如常见的超前地质探测设

备，其具有可靠性强、精准度高、测量范围大等特点，

可以精准测量矿害具体位置及状况，有利于管理人

员及时处理。

33..22 完善煤矿水害防治工作完善煤矿水害防治工作

为了提高煤矿企业对水害的预防与治理能力，

完善防治水工作就十分重要。首先，煤矿企业要不

断的完善防治水制度体系的建设，要建立健全现有

的防治水制度体系，为防治水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

保障；若水灾是因为人力因素导致的，则要在规章

制度范围内给予严格惩罚，从而警示全体员工；若

25



兰花科技 2018.3（总第67期）

技 术 经 验技 术 经 验

发生了自然水害，企业要基于规章制度内容，按照

程序要求，有条不紊的开展自然水害防治、处理工

作，提高水害应对及处理能力。然后，要重视防治

水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与招聘。煤矿在发展中应

该为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提供防治水理论及技术

培训机会，提高企业内相关员工的防治水及技术应

对能力；同时，要改善薪酬待遇，聘请地质水文专

业的优秀人才，打造专业的煤矿防治水技术团

队。最后，积极学习、整理防治水工作经验。煤矿

企业在进行防治水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要基于煤矿

企业开采状况，做好水文地质报告汇编工作，同时

要详细解析煤矿含水层信息，有针对性的设计防治

水措施；若水害已经出现，应做好详细信息的记录，

然后针对相关问题进行重点防治，避免造成重大

损失。

33..33 提高煤矿开采控制强度提高煤矿开采控制强度

受到传统开采模式的影响，很多煤矿在采煤时

未能遵守《煤矿防治水工作条例》内容，并对含水层

造成了严重破坏，引发了水害问题。对此，首先，要

根据国家制定的相关制度规定，购买专业的排水设

备，通常每个矿井都应配备两台以上水泵及相应管

道，而且还应在含水层附近安装蓄水仓。其次，在

选择钻孔位置时，技术人员应当首先设计好钻孔位

置及大小，然后按照施工图纸进行施工处理，施工

过程中不能够随意更改，以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

对于钻孔位置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煤矿整体开采

需求，将其尽可能地安置在巷道下面，以保证钻孔

区与采空区宽度及排水设备的正常运行；最后，在

进行煤炭的开采与矿区的采掘施工中，管理人员要

实施跟踪并记录施工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运用状

况，并根据施工成果撰写矿区作业经验，为后续工

作奠定基础。［3］

33..44 科学运用应急措施科学运用应急措施

煤矿企业在防治水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人为控

制的方式，降低水害发生几率与水害造成的破坏程

度。但是，很多自然水灾具有不可抗力，不能直接控

制。因此，煤矿企业要针对自然水灾做好应急响应

措施的设计，尽量降低自然水灾造成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煤炭开采时煤矿企业要提高内部各部门的

协调与互助力度，并积极为全员普及煤炭采掘时涉

及的水害知识与紧急应对方法，从而提高全员水害

防范意识，改善防治水工作效果。其次，在煤炭开采

工作中，煤矿企业要根据具体的工作状况，设计应急

响应方案，做好大到暴雨极端天气紧急预案的制定；

同时，还要设计含水层在不正当施工影响下产生破

裂现象等人为灾害预防计划，保证灾害发生后能够

实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4 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煤矿防治水工作的研究，积极落

实有针对性的防治水技术措施，将有助于改善煤矿

企业防治水灾的水平、提高其煤炭采集效率。同时，

也有助于降低水害发生几率，提高煤矿生产工作的

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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