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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水技术在煤矿开采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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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炭资源的使用，在我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经常因为部分客观因素而让整体工作都受到

延误，如经常发生的水害，对煤矿工作的正常开展产生阻碍。基于此，文中重点分析了综合防治水技术的重要性，与水害的

常见类型，讲述了在开采过程中该技术的使用，并细致阐述了如何将其不断优化，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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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coal resources occupies is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ining, the overall work is 

often delayed due to some objective factors, such as frequent water disasters, which hinder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coal mine work.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 water control technology and the common types 

of water disasters, describes the use of this technology in the mining process and expounds how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it in detail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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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水害是发生次数最多，并且较为常见的灾害，由于存在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会对整体工作

的安全性造成威胁，并产生严重的风险。煤炭作为国内较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一旦在开采之中出现了水灾，就会对社

会的经济效益与人民生命安全两方面造成严重危害，以此看出综合防治水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在煤矿开采中综合防治水技术的重要性 

在进行煤炭开采过程中，水害发生次数是非常多的，其不仅能够给该相应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还会给

生产整体过程带来严重影响，与顶板、瓦斯爆炸等事故进行比较，其发生概率虽然较小，一旦真正发生，所产生的人

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并不低于以上两项事故，就像是老话常说的“火只是烧一条线，水会涉及到一整面”足以看出其危

害的范围更大，严重性更强。依据相应的数据调查显示曾在以往十年的开采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水害次数达到了 980次，

总共有 1251人在事故中失去了生命，近几年之间矿井的深度不断增加，所需要的标准逐渐升高，灾害发生的次数同样在

持续增加。由此看来，应不断加强综合防治水技术，降低灾害的发生次数与影响，为相应人员提供基础的安全保障
[1]
。 

2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的发生水害类型 

2.1 地表水害 

一般来说，煤炭开采大多都是距离地面较深的位置，并且附近还会有一定数量、规模、大小不一的湖泊河流。在

进入到雨季之后，水面的位置就会持续上升，流量同样会因此暴增，在水位达到一定界限之后，就会越过之前预设好

的堤坝，将容纳不下的水量灌入到矿井之中，严重的还会导致直接进入到地下煤炭开采区域，引发能够危害工人生命

安全的水灾。同时，如果是露天进行开采，在工作结束之后，会在地面留下较大的深坑，工人会将其称为“天坑”，在

进入到雨季时，会让其内部存有大量的水，雨水在土地之中不断地渗透，一旦进入到矿井之内时，便会对人员的生命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不仅如此，还有部分存在时间较为久远的井坑，让周边土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都可能成为

在雨季造成水害的“元凶”。 

2.2 老窖水害 

所谓的“老窖水”是指，在开采结束之后的矿井内，或是其他空洞之中的积水。老窖水并未是指积存时间较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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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而在雨季到来的时候，依据大气水、附近河流、湖泊水位增长等形式而组成的循环系统。老窖水与地下水库较

为相似，没有一定规则的分布在开采矿井附近，总水量虽然不是很大，不能够将其内部淹没，一旦将总量进行结合时，

破坏力就会随之成倍增长，在开采过程中如对其水层进行破坏时，就会让水大量地涌出，并携带出泥沙与石块，让洞

口被堵住，对人员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如果实际位置与其距离较近的话，除了要面临溃井的危险，还需要面对渗漏

等问题
[2]
。 

3 煤矿开采中综合防治水技术的使用 

3.1 地表防治 

在对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地表水进行防治时，第一需要在其矿井的周围，搭建起防水的工程建设，这样的方式能够

在雨季到来时，防止大气降水、湖泊、等水位不断上涨，从而让多出的水源进入到矿井之内。其作为地表水害防治的

关键，与后续工作开展有着重要的关联。第二，需要在井口选择时，进行充分考虑与科学选择，要让其高度远超过以

往水位的最高线，如果因为地形的原因，对井口的高度进行限制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从而无法对最初的标准高度

进行保证时，则必须要按照相关要求，对河流最初的流动方面进行改动，大多会使用的方式是，在矿内的隔水层上建筑

堤坝，一旦出现了水位过高的情况，就可以及时地将其进行阻隔，与此同时，还可以开辟出新的人工河道，将其引入进

去，但是在修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其中的合理性。如果是时间久远，多年未经过维护的旧河道，需要立刻安排相应

人员进行及时疏通，保证防水工程的质量。不仅如此，一旦出现土地开裂情况时，需要在短时间内使用水泥或是黏土等

物质对其进行填补，如果是较深的情况下，可先使用碎石将裂缝填上，在使用以上两种物质进行填补，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要在结束之后对其进行夯实，确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渗漏的情景发生，再开出排水沟，将积水不断的排出
[3]
。 

3.2 老窖防治 

在进行解决老窖水的危害时，应使用以下几种措施手段，来对其进行综合防治：第一，强化对矿井附近区域土地

质量的检测与勘探工作，了解周边老窖水的存储情况，主要是以下几点：积存数量、存积范围、补给水源等，对多方

面进行细致调查，并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第二，在对老窖水存积情况有明确地了解之后，在进行煤炭开采时，还需

要实行“有疑惑必探究，先探查后挖掘”的原则，并且在实际开采过程中还要实行三不能策略：不能再对周边老窖积

水不清楚的情况下，开展煤炭的开采工作；不能在工作过程中，一边探索土地信息以便进行煤炭开采的挖掘；不能在

雨季到来的时候，将老窖内部存储的积水排放出。第三，如果在地形勘探工作中，发现矿井附近存在的老窖水较多，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与相邻的单位进行合作，将得到的信息进行共享，保证能够解决积水的难题，并在事前做好防控

工作。四，对水闸墙与水煤柱等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充分认识，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标准，不在防水隔离柱附近

进行挖掘，并定时检查其完整性，以上措施都能够对老窖水害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如表 1 所示）。 

表 1  存储探查 

序号 名称 重点 

1 地质勘探 积存数量、范围、补给 

2 煤炭开采 三不政策、“有疑必究，先查后掘” 

3 地形勘探 相互合作 

4 综合防治水技术在煤矿开采中的优化措施 

4.1 提升探测水平 

为了能够让综合防治水技术，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的效果不断提升，可对探测技术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强。主要工

作是对含水的底层与包含导水机构，进行较为精准化的实地探测，再使用规范性与有序性的技术手段，并在开采使用

方式的创新与规划制定中，能够对附近地质的结构特点，范围内的资源情况，有着非常全面地了解，以此制定出更加

有针对性的相应方案内容。同时，借助合适的技术方式，来对区域范围内的陷落柱构造情况进行详细查看，并以此制

定出科学的防治方案内容。再使用密度较高的直流电对回风，运输等巷道进行准确勘探，通过全面掌握观测网与动态

监测系统，并对其进行改革的优化，从而让工作的质量大幅提升。 

4.2 创新地面防水 

在煤炭开采的工作中，地面防水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在正式开工之前，需要对矿井周边的地质与周边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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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细致分析，并且对防控工程的建设、排水手段的使用等多方面进行严格、科学的管控，这样的方式能够在雨季之中

降低雨水下渗的效率。同时，矿井口位置与相应场地的挑选，都要保证具备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能处于地势较低的

区域，同时，建设的标准高度，要超过以往水位的最高记录，如果矿井是在河道附近需要使用黏土、碎石等物质将其

夯实，河水流量过大时，还可使用引流的方法，减少低地下水产生的影响。 

5 总结 

从以上文章中可以看出，水灾对煤炭开采工作的危害程度非常大，为了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对其进行综合方式，可

以通过建立堤坝、引流，并对实际地质情况、水源总量、分布状况、水位高低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此来制定

出较为科学合理的防控计划。不仅如此，为了能够让技术效果不断地优化提升，还可以改善当前的探测水平，并对地

面防水技术进行创新，从而让工作成效不断提升，保证煤炭行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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