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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为了更好地理解、贯彻落实《煤矿防治水规定》的主要精神,提升我国煤矿防治水整体技术

水平,介绍了《煤矿防治水规定》的编制背景、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并针对新形势下煤矿水害防治

存在的问题,结合典型重特大水害案例剖析,提出了《煤矿防治水规定》的编制要点和关键技术标

准与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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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new revised Rule of Mine Prevention and Cure Water Disaster,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to prevent and cure water disaster in coal mine,the preparation background,the guid鄄
ing ideology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new rule were introduced. Then,according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ted
in preventing and curing coal mine water disaster in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typical cases of major water disasters,
the main points and the key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new rule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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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煤矿防治水规定》编制背景

我国的原矿井水文地质和水害防治专项技术标

准主要包括 《矿井水文地质规程》 (以下简称 《规

程》) 和 《煤矿防治水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它们分别由原煤炭工业部在 1984 年以(84)煤
生字第 550 号文和 1986 年以(86)煤生字第 629 号文

颁发[1-2]。 两项技术标准自颁发以来,在指导我国矿

井生产过程中的水害预测、防控和治理工作等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我国煤炭工业快速发展,目
前的煤矿采掘深度与采掘层位、采掘方法与工艺、采
掘环境与充水水文地质条件、科技发展与审批制度等

与前 20 多年前相比,均发生了深刻且明显的变化[3],
具体表现为以下 7 个方面:

(1)现代化大采高综合机械化采煤或一次性采

全高放顶煤综采等已在煤矿区普遍应用[4-5]。
(2)由于浅部和上组煤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易采

资源储量逐渐枯竭,浅部或上组煤难采、难啃的“硬
骨头冶和深部煤炭以及下组煤资源的开发是我国东、
中部矿区目前普遍面临的选择[6]。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目前煤矿井平均开采深度已达 500 多 m,且每年

正在以 15 ~ 20 m 平均开拓速度向深部延伸。
(3)矿井充水水文地质条件日趋复杂,突水影响

控制因素增多,突水机理和类型复杂多变。 如许多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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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底板突水事故绝非仅与水压和厚度两个因素有关;
断裂、岩溶陷落柱突水显现出时效机理,其突水类型

表现出延迟滞后特征等[7-9]。
(4)采掘环境愈来愈恶化,高水压、高地应力和

高水温的“三高冶地质环境逐渐显现,许多矿井顶板

面临因浅部关闭大量不具备安全生产的小煤矿形成

的老空积水的透水威胁,底板槽受着高承压中奥陶统

碳酸盐岩地下水的突水胁迫,即采掘环境处于水害的

“顶威底迫冶中,煤层中还时有瓦斯或煤等的突出。
我们每天都是在头顶一盆水、脚踩在高承压水体的船

上,时有有毒、有害气体涌出的恶劣生产环境中进行

采掘工程活动的,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重大矿难。
(5)从 2005 年以来连续发生了 7 起一次死亡人

数超过 30 人的特别重大突水淹井事故,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国内外形成了相当的负面影

响,血的教训急需对原技术标准进行修订补充。
(6)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矿井防治水理念

与评价预测预报方法、水害探测技术与仪器设备、防
治水工程与装备等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10-13]。
例如:煤层顶板水害评价的“三图-双预测法冶、煤层

底板水害评价的“脆弱性指数法冶和“五图-双系数

法冶等预测预报方法;地面三维地震和瞬变电磁等勘

探方法;井下掘进巷道直流电法和瞬变电磁等超前探

放水方法;井下回采工作面坑透、音频电透视和高密

度电法等;潜水电泵的国产化技术;井下人员定位系

统;定向钻进技术等。
(7)由于煤炭工业体制的多次变化,有关审批制

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显然,原有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我

国快速发展的煤炭工业形势,已无法满足现代煤炭安

全生产所迫切需求的技术标准支撑。

2摇 《煤矿防治水规定》编制的指导思想和遵
循原则

2郾 1摇 指导思想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冶方针,以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突出“预测预报、有疑必

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冶的“十六字“防治水原则和

与其配套的“防、堵、疏、排、截冶的“五项“综合治理措

施,体现煤炭工业科学技术进步,适应煤炭行业体制

改革和市场经济要求。
2郾 2摇 基本原则

(1)总结近些年来煤矿水害防控取得的成功经

验和所发生的重特大水害事故教训;(2)以先进的科

学技术为依据,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从我国煤炭行业

目前技术发展水平为出发点;(3)加强矿井防治水的

基础工作,注重水害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和预案;
(4)以保障矿井安全生产与保护地下水资源和生态

地质环境相结合为原则;(5)坚持煤矿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煤矿企业、设计单位与科研院校相结合,做到普

遍征求意见与重点分析研讨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6)体现科学性、实用性和全面性,适用于在中

国境内开办的各类煤矿。

3摇 《煤矿防治水规定》编制要点

3郾 1摇 原《规程》与《条例》内容存在的问题

(1)重复问题。 在探放水、防隔水煤(岩)柱、地
面防治水、注浆堵水、疏水降压开采等方面,原《规
程》与《条例》的内容存在相互重复。

(2)矛盾问题。 《规程》规定正常地质块段临界

突水系数值为 0郾 15 MPa / m,而《条例》则规定其临界

突水系数为 0郾 10 MPa / m。 两个技术标准同时有效,
却相互矛盾,在实际应用中引发了混乱。

(3)不妥问题。 突水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T = p / M (1)
T = p / (M - Cp) (2)

T = p / (移
n

i = 1
Midi - Cp) (3)

T = p / [M - (Cp + h1)] (4)
式中,T 为突水系数,MPa / m;p 为底板隔水层承受的

水压(注意不是煤层底板承受的水压),MPa;M 为底

板隔水层厚度,m;Cp为采矿对底板扰动的破坏深度,
m;Mi为各分层厚度,m;di为各分层的强度比系数;h1

为导升发育高度,m。
各公式适用条件:煤层底板承压含水层水位降低

在煤层底板之前。 式(1)是我国在 1964 年焦作水文

地质大会战期间借鉴匈牙利韦格弗伦斯的相对隔水

厚度概念而提出的,后经多次修改演变为式(2)、(3)
和(4)。 式(2)考虑了煤层底板扰动矿压破坏带,式
(3)考虑了煤层底板矿压破坏带和隔水层底板岩层

的岩性组合,式(4)考虑了煤层底板矿压破坏带和隔

水层底板导升发育高度。
在 1964 年焦作水文地质大会战期间,由于当时

从事矿井防治水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对矿压破坏现

象和由此产生的煤层底板扰动矿压破坏带认识有限,
因此,当时所提出的突水系数计算公式并未考虑矿压

破坏带等因素。 经过焦作、峰峰、邯郸、井陉、淄博和

肥城等大水矿区的大量采掘工程和突(涌)水点的实

际检验,总结发现式(1)在正常地质块段计算的临界

突水系数值为 0郾 10 ~ 0郾 15 MPa / m,构造破坏块段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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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郾 06 MPa / m。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从

事矿井防治水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对矿压破坏现象

和矿压破坏带认识深化,以及矿压破坏带探测技术水

平的提高,在 1984 年和 1986 年首次编制颁发的《规
程》和《条例》中提出计算式(2)。 应该说式(2)更真

实地描述了我国煤层底板突水的水文地质物理概念

模型,但遗憾的是,虽然计算公式刻画了突水的实际

物理概念模型,但提出的临界突水系数值仍然采用的

是 1964 年未考虑矿压破坏现象总结提出的临界值。
显然,这是不妥的,考虑矿压破坏带得到的临界突水

系数值与不考虑其的临界值肯定不同。
因此,本次《煤矿防治水规定》编制本着还原历

史的原则,在目前尚未总结提出考虑矿压破坏带的大

家普遍可接受的新的临界突水系数值之前,突水系数

计算公式仍规定采用式(1),将来一旦提出新的临界

突水系数值,突水系数计算公式还可以重新修订。
3郾 2摇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问题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目的是分析矿井水文

地质条件,确定水文地质类型,有针对性指导矿井水

文地质补充勘探和水害预防与控制工作。 由于我国

地域辽阔,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受水害威胁

的煤炭资源比重大,水害类型齐全,故水文地质类型

划分对保障矿井安全生产意义重大。
考虑到我国老空积水分布范围广、大部分老空积

水具体位置与形状不清以及近年连续发生的多起由

老空积水诱发的重特大透水矿难,本次《煤矿防治水

规定》有关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依据在原有依据

基础上,增补了“矿井及周边老空水分布状况冶和“矿
井突水量冶这两个新依据。
3郾 3摇 矿井水文地质基础资料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矿井所有制类型多,技术管理水平

不一,再加上矿井水文地质基础资料涉及内容较多

(报告、图纸和基础台帐等),部分矿井(特别是新投

产矿井或非央企矿井等)可能暂时未能编制积累全

部基础资料,或根据实际水文地质条件不需积累全部

基础资料。 但作为一个生产矿井,最基本的水文地质

基础资料必须具备,它包括 3 个报告、5 份图纸和 15
类台帐。 其中图纸和台帐每半年需修正 1 次。 3 个

报告包括井田地质报告、建井设计和建井地质报告。
5 份图纸包括:矿井充水性图、矿井涌水量与各种相

关因素动态曲线图、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矿井综合

水文地质柱状图、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
考虑到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系统已在我国大

部分矿区得到普及和应用,《煤矿防治水规定》第 19
条,鼓励煤矿企业研发水文地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

矿井水文地质文字资料收集、数据采集、图件绘制、计
算评价和矿井防治水预测预报一体化,提高防治水工

作整体决策水平。
3郾 4摇 矿井水文地质补充调查与勘探问题

考虑到日益发展的物探和化探等先进补勘方法

和手段,《煤矿防治水规定》分别在第 34 条和第 40
条增补了地面和井下水文地质补勘中的地球物理勘

探和水化学与同位素分析等新技术新方法内容,这对

于经济、快速、准确确定矿井充水水源和通道以及诱

发近年来多次恶性透水事故的小煤矿老空积水范围、
水量和边界等具有重要意义。 但值得指出的是,鉴于

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存在的多解不确定性特点,应该采

用多种物探方法进行综合探测,以克服多解性问题和

提高物探成果的可靠性;另外,物探成果一定要与钻

探勘探成果相结合,经相互验证后,方可作为矿井采

掘工程设计的依据。
水害防控研究对象不是固体矿产资源,而是随时

随地不断流动变化的地下水。 针对我国矿区目前普

遍存在的仅重视矿区(井)尺度水害防控的具体战术

问题研究而轻视区域尺度的战略性总体研究的现象,
《煤矿防治水规定》第 21 条规定,水文地质补充调查

勘探范围应当覆盖一个具有相对独立补给、径流、排
泄条件的区域地下水系统,只有宏观了解包含矿区

(井)在内的区域地下水系统空间位置和区域地下水

补、径、排特征,才能正确分析和揭示局部矿区(井)
的具体水文地质条件。

为了解决因调查勘探范围扩大而导致的调查勘

探工作费用和精力等大幅提高的问题,《煤矿防治水

规定》第 30 条规定,对区域尺度地下水系统的补充

调查与勘探,其工作量应以收集资料和水文地质测绘

调查为主,勘探为辅;而对于矿区(井)尺度的补充调

查与勘探,则以水文地质物探、钻探和抽(放)水试验

等勘探手段为主,辅以测绘调查。
3郾 5摇 防水闸门问题

由于部分矿井或采区已经不具备建设防水闸门

条件,如:淤 最高水压力大于 5 MPa;于 矿井已经不

具备耐压试验条件;盂 无法真正实现分区隔离的多

水平煤层群开采的矿井;榆 围岩条件差;虞 人性化

管理的推广等。 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现代排水装备

与设备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幅提高,大流量、高扬程

的潜水电泵技术已经完全国产化。 《煤矿防治水规

定》第 66 条规定,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的矿

井,可以选择在井底车场周围设置防水闸门,也可以

在正常排水系统基础上安装配备排水能力不小于最

大涌水量的潜水电泵排水系统。 这项规定为确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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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建设防水闸门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矿

井,指出了一个替代的选择,可以利用已建立的卧泵

系统叠加待建潜水泵方案,代替传统的井底中央卧泵

泵房加水闸门方案。
3郾 6摇 极端气候条件的雨季防洪问题

地球又进入了新的活动期,近年来台风、暴雨等

极端气候逐渐增多,由此引发了山洪暴发、水库异常

泄流、河水猛涨、河岸决口和洪水淹井等问题,如
2006 年受第 4 号强台风“碧利斯冶影响,湖南省先后

有 200 多家煤矿被淹或局部被淹;2007 年“8·17冶一
次死亡 181 人的山东华源矿业有限公司透水矿难;
2007 年“7·29冶一次被困 69 人的河南陕县支建煤矿

透水事故。 针对这些教训,《煤矿防治水规定》增补

了第 47、48、49、50 条有关极端气候条件下的雨季防

洪规定,强调矿井在雨季前应进行隐患排查治理,在
雨季应对重点危险区域进行巡视检查,在暴雨洪水期

间应建立井下撤人制度,并且矿井应当主动与气象、
水利、防汛等部门进行联系,建立灾害性天气预警和

预防机制,严防极端气候条件下引发的透水事故发

生。
3郾 7摇 水体下和周边开采问题

随着煤炭工业快速发展和浅部煤炭资源的逐渐

殆尽,我国在海、湖、河、水库等地表水体和老空水体

下与周围的开采活动日益增多,发生了多起重特大透

水事故,特别是在急倾斜煤层开采区,如 2005 年广东

梅州大兴煤矿一次死亡 6 人、失踪 115 人、高峰透水

量达 13 600 m3 / min 的 “8 ·7冶 特别重大透水事

故[14-16];2009 年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和煤矿“11·27冶
重大透水事故等。 鉴于急倾斜煤层开采后导致顺煤

层向上抽冒的机理、规律和发育高度等科学工程问

题,目前认识还十分有限,抽冒的控制措施与方法还

不成熟,《煤矿防治水规定》第 107 条的第 3 款规定:
严禁在水体下开采急倾斜煤层。
3郾 8摇 废弃矿井闭坑问题

考虑到大量关闭的废弃矿井对周围煤矿生产形

成重大安全隐患,特别是废弃积水矿井,已构成对煤

矿安全生产的严重威胁,发生了多起重特大水害事

故。 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资料,2006 年共发

生水害事故 99 起,其中一次死亡人数超过 3 人以上

的 45 起突水事故均为老空透水事故。 为了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煤矿防治水规定》第 18 条对废弃矿

井应当提交闭坑报告和报告内容等作了专门规定。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已遗留的废弃积水矿井已无法提

交正规闭坑报告,只能根据后期的专门勘探和评估等

工作来弥补;但现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把废弃

矿井的类似问题留给子孙后代。
3郾 9摇 审批制度问题

考虑到我国煤炭工业管理体制的历次重大变化

和目前所处状况,《煤矿防治水规定》对矿井水害防

治工程与设计等的审批总原则是权力下移,除水体下

采煤的防隔水煤(岩)柱留设和缩小安全煤(岩)柱尺

寸以提高开采上限,须经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查

批准外,对矿井其他水害防治工程与设计等审批均由

煤矿企业自身审批负责,基本分为两级:重大安全问

题的审批由企业总工程师负责;一般安全问题的审批

由煤矿总工程师负责。
3郾 10摇 水害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

这部分是《煤矿防治水规定》新增加内容,根据

我国煤矿灾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订的“预防为主、
防救结合冶的八字基本原则,笔者认为,煤矿水害事

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该包括两部分内容:淤 事故发

生前的水灾预测预防预案;于 事故一旦发生后的水

灾现场救援与处置指挥。 前者主要包括加强矿井防

治水的基础工作,制订应急救援管理系统;提高水灾

预兆信息捕捉与辨识能力,后者主要包括及时准确按

照有关程序逐级上报灾情;井下遇险人员应采取科学

的自救互救措施;地面现场指挥人员应根据了解的突

水地点和淹没水位等信息,估算突出水量,分析被困

人员所处位置,实施科学的现场救援指挥和突发事件

的合理处置;井下涉险矿长、区(队)长和班组长等要

充分发挥现场管理人员比较熟悉整个矿井生产安排

情况的优势和作用,组织指挥井下人员不要慌乱,统
一步调,寻找井下距离井筒位置最近的巷道,高效有

序撤离危险区域,或寻找井下位置最高的安全地点,
采取躺卧待救等正确避险方式,做好长期被困的准

备。
3郾 11摇 矿井防治水原则问题

我国原有的矿井防治水基本原则是“有疑必探、
先探后掘冶的八字方针。 应该说,这八字原则非常正

确,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矿山生产安全的高度重

视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与惩罚条例等,以及矿山

企业自身在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上的大幅提高,如果目

前矿井生产现场发现了水害疑点或隐患,肯定会进行

综合勘探,查清疑点或隐患后再进行采掘。 这种安全

意识,应该说在目前我国大部分矿山企业不存在任何

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发现水害疑点或隐患?
这是矿山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针对这个生产

难题,《煤矿防治水规定》第 3 条提出了我国矿井防

治水的新的“十六字冶基本原则,即“预测预报、有疑

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冶,通过综合分析已有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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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采用科学的预测预报方法和手段,发现圈定出

矿井水害疑点或隐患。 同时新的防治水原则指出,先
探测还不够,应该先治理了水害疑点或隐患后,方可

实施回采。 另外,配合新的“十六字冶原则,《煤矿防

治水规定》第 3 条还提出了与此配套的 5 项水害综合

治理措施,即“防、堵、疏、排、截冶。
3郾 12摇 露天煤矿防治水问题

这部分也是《煤矿防治水规定》新增加的内容,
主要包括:露天煤矿防排水计划、措施、设施,采掘场

坑底储水排水期限,露天煤矿疏干,露天采场地下水

观测和疏干排水治理边坡,排土场或采场在地下水位

升高情况下应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3郾 13摇 有关罚则问题

《煤矿防治水规定》是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的形式颁发的,与国家一般的技术《规程》或

《标准》等有所区别,它除了在技术上的一些规定外,
在第九章的“罚则冶中规定了煤矿企业如果违反了该

规定中相关条款,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煤矿企业

违反《煤矿防治水规定》的行政处罚实施部门。

4摇 结摇 摇 语

(1)《煤矿防治水规定》的出台,反映了我国煤矿

目前的开采条件、科技发展水平和体制改革等状况,
基本满足了煤炭工业快速发展之需求。

(2)《煤矿防治水规定》编制指导思想明确,所遵

循的基本原则正确,体现了科学性、实用性和全面性。
(3)《煤矿防治水规定》在煤层顶底板水害评价、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基础水文地质资料、水文地

质补充调查与勘探、防水闸门、极端气候条件的雨季

防洪、水体周围采掘、废弃矿井闭坑、审批制度和罚则

等问题方面,补充完善了符合我国煤矿现实条件下的

新的水害防控技术标准与规定,并且增补了应急救援

和露天煤矿防治水等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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