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矿工作面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第一篇：煤矿工作面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目 录 

一 、 工 作 面 水 文 地 质 条

件........................................................................1 

1、工作面概况....................................................................................1 

2、地质构造........................................................................................1 

3、主要水源........................................................................................2 

4、突水系数及涌水量预计................................................................3 

二、领导机构............................................................................................4 

三 、 矿 井 防 排 水 现

状................................................................................5 

四 、 工 作 面 防 治 水 措

施............................................................................5 

1、疏水降压........................................................................................5 

2、加强水文实时观测........................................................................5 

3、加强老空水的探查与排放............................................................6 

4、底板注浆改造................................................................................6 

5、突水危险性评价............................................................................6 

6、工作面排水方案............................................................................7 

7、防排水措施..................................................................................10 

五 、 工 作 面 初 采 期 间 涌 水 量 观 测 方

案...................................................12 

附件 1、11071 工作面避灾路线图 2、11071 工作面排水方案平

面图 3、11071 工作面突水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梁北矿 11071 工作面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11071 工作面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一、工作面水文地质条件 

1、工作面概况 



11071 工作面位于11 采区东翼上部第二区段，11071 工作面对应

地面有箕啊、铁李村，地面标高+112m —+119m 。11071 工作面西

起11 采区上山煤柱，东至铁李正断层，上部为11031 工作面采空区，

下部为 11111 工作面采空区，为“孤岛”采煤工作面。11071 风巷走

向长1312m ，11071 中巷走向长1541m ，11071 机巷走向长1568m ，

上下两部分在切 1 测点联合开采形成一个大的工作面。下部切眼平均

采长 162m ，上部切眼平均采长 165m ，联合后工作面平均采长 327

米，风、中、机巷和切眼均沿二 1 煤层顶板布置，工作面西部巷道方

位 104°，中部调向位置以东巷道方位89°，11071 风巷顶板标高为-

358.530m ～-341.740m ，最大高程差为 16.79m ；11071 中巷顶板标

高为-397.812m ～-373.125m ，最大高程差为 24.687m ；11071 机巷

顶板标高为-433.809m ～-406.325m ，最大高程差为 27.484m 。工作

面采煤面积 418545.64m2 ，煤层倾角平均 12°，平均煤厚3.98m ，计

算二 

1 煤层地质储量 228.22 万吨。采煤方法为走向长壁后退式一次采

全厚综合机械化采煤。 

2、地质构造 

11071 工作面煤层赋存比较稳定，地质条件相对简单。煤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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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7°，煤层倾角10°30′～14°。该工作面风、中、机巷揭露

情况为西部煤层较厚，中东部煤层较薄，上部煤层整体较厚，下部煤

层整体较薄，11071 工作面东部构造的影响，使煤层顶底板发生不同

程度的起伏变化，下切眼向西 100 米范围内煤层整体较薄（m<2m ）。 

11071 工作面东部为铁李正断层，走向 116°～296°，倾角 67°，

落差23～26m ；上切眼向东约 30m 处为FS7 推断断层，断层落差0～

11m ，倾角 65°。 

3、主要水源 

从 11071 工作面风、中、机巷掘进期间揭露情况来分析，工作面

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简单，影响工作面回采较大的含水层，主要

为煤层顶板 B4 砂岩裂隙水、老空区积水及底板寒武系灰岩水。 



（1）根据 0143 、01310 、0116 勘探钻孔资料可知，二 1 煤层顶

板直接充水含水层为砂岩，厚 28.12 米，为二 1 煤层直接顶，属弱含

水层，掘进过程中有滴淋水现象，预计回采期间随着顶板跨落，水量

有增大趋势。 

（2）11031 工作面老空水：在 11071 风巷掘进过程中已经分 9

个阶段进行了探放，共计疏放水量约 4100m3 ，目前在 05F10 至

05F12 测点之间比较低洼地段，上帮老空区仍有渗水现象。 

（3）底板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寒武系白云质含水层上距二 

1 煤层底板平均 70m 左右，地面勘探钻孔最大揭露厚度 145.6 米，

在没有疏水降压和底板加固的条件下，寒武系灰岩水易突破煤层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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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层发生突水。机巷实测寒武系灰岩水压 1.6MPa ，水温 36°C。 

4、突水系数及涌水量预计 

根据掘进时有部分地段出现顶板淋水情况，预计 11071 工作面回

采时随着顶板跨落，顶板会出现涌水情况，预计最大涌水量 5m3 ／h。 

根据矿井现有水文资料，预计在回采过程中，随着采空区面积加

大、底板破坏深度的加深，寒灰水可能通过底板导水裂隙进入工作面

发生突水。根据该工作面水文地质情况分析，在通过煤层底板注浆加

固，底板改造率达到 100% 后，隔水层厚度保证在 70 米以上，寒武系

灰岩含水层水压去最大值 1.6MPa ，其突水系数计算为： 

Ts=P/M=1.6/70=0.023 采用经验比拟法，有关参数如下： 

11151 工作面现在涌水量 150 m3/h ，工作面寒武系灰岩含水层

距二 1 煤层底板约 70m ，现在水压 1.9Mpa ，其突水系数计算为： 

Ts=P/M=1.9/70=0.027 采用经验比拟法公式利用涌水量与突水

系数的关系计算 11071 工作面底板正常涌水量为： 

Q071=Q151/Ts151×Ts071=150/0.027×0.023=127.8m3/h 根

据近期矿井总涌水量与水位下降速度的观测数据，该面最大涌水量按

照正常涌水量的 1.5倍计算： 

127.8×1.5=191.7m3/h 经计算 11071 工作面顶、底板正常涌水



量 127.8m3/h ，最大涌水量为 191.7m/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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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机构 

为保证 11071 工作面防治水工作正常开展，确保防治水工程施工

质量和效果，经矿领导研究，特成立 11071 工作面防治水领导小组。 

组 长：XXXX 副组长：XXXX 成 员：其他安委会成员及各单位正

职 

防治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XX 任办公室主任。 

防治水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防治水工作专题会议，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安排和落实各项工作任务。 

防治水办公室负责编制防治水工程设计，组织落实各项工作内容，

并负责监督、检查工程施工和验收工程质量工作；观测井上下各地点

和工作面水量、水压、水位变化情况，搜集整理各种资料，发现异常

立即汇报矿有关领导及调度室。 

地测科、机电科、生产科必须经常深入防治水工程现场，及时了

解防治水工程进展情况，落实、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问题。 

调度室负责协调井下生产运输，保证防治水设备、材料运输畅通。

财务科、企管科必须保证资金、材料供应，不能发生因资金、材料供

应不及时而影响防治水工程进展。 

领导小组成员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按

照各自业务分工，认真做好协调和处理防治水工程施工中遇到的各类

问题。当井下发生异常情况时，领导小组成员必须分三班到井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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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以保证安全生产。 

三、矿井防排水现状 

目前我矿-550m 水平有 3 个主排水泵房，三个泵房水仓有效总容

积 13225.6m3 ，安设排水泵 18 台，工作泵 8 台，备用泵 6 台，检修

泵4台，最大排水能力4650.7m3 ／h；其中1#泵房安设有6台PJ150-

65×11 型水泵（配套电动机900Kw ，扬程713.2m ，单泵排量300m3



／h），3 趟 Ф273mm 排水管道，水仓容积 4357m3 ，最大排水能力

1220.7m3 ／h；2#泵房安设 4 台 PJ150- 65×11 型水泵（配套电动机

900Kw ，扬程 713.2m ，单泵排量 300m3 ／h），2 趟Ф325mm 排水

管道，水仓容积4551m3 ，最大排水能力1000.2m3 ／h；3#泵房安设

8 台 PJ200-8 型排水泵（配套电动机 1250Kw ，扬程 742.3m ，单泵排

量 420m3 ／h）,水仓容积 4317.6m3, 最大排水量 2429.8m3 ／h。 

四、工作面防治水措施 

1、疏水降压 

利用在该工作面下部-550 水平施工的放水孔，在回采期间继续进

行疏水降压，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底板寒武系灰岩含水层水压。 

2、加强水文实时观测 

利用该工作面所在的 11 采区地面所施工的 01613 、0149 水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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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孔及井下 22 号钻场内的供水孔，继续对底板灰岩含水层水文动

态进行观测，为该工作面回采期间的防治水工作的决策提供依据。 

3、加强老空水的探查与排放 

在 11071 风巷掘进过程中，按照“长探放、短验证”的原则，已

经分 9 个阶段进行了老空水的探放，共疏放水量约 4100m3 ，解除了

掘进过程中上部老空水的威胁，目前在 11071 风巷上帮低洼处施工布

置有 2 个孔用以观测老空区水情，11031 采空区涌水量约 0.3m3/h ，

通过煤层正常渗入 11071 风巷。为进一步保证回采安全，回采前在

11071 风巷利用钻机对上部老空区低洼处施工验证钻孔，进行再次探

查验证，确保回采安全。 

4、底板注浆改造 

按照“周镶边、全覆盖、同层位”的原则，对工作面底板寒武系

灰岩含水层全部进行注浆改造，终孔层位为进入寒武系灰岩含水层上

界法线距离 20m ，并对于物（钻）探异常区进行加密钻孔布置并设计

施工检验孔，确保工作面改造率 100% 。 

5、突水危险性评价 



按照《煤矿防治水规定》回采前对该工作面突水危险性进行评价。

对导水通道、水源、底板隔水层厚度等导水因素进行分析，运用突水

系数法对影响该工作面回采的底板灰岩含水层进行详细的分析，认为

在保证工作面 300m 底板加固超前距的前提下，该工作面底板发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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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险·的可能较小。 

6、工作面排水方案 

11071 工作面预计正常涌水量 132.8m3/h ，最大涌水量按正常涌

水量的 1.5 倍计算为 196.7m3/h 。工作面涌水的排放主要压力在

11071 机巷，根据 11071 机巷煤层产状变化和巷道起伏情况，回采期

间采用水沟及排水管路共同排水，根据煤业公司要求，最大排水能力

不低于 500m3/h 。 

（1）水沟排水：11071 机巷坡度变化不大，自机巷口到 17J9 测

点之间和 17J15 测点至切眼之间，巷道底板由里向外标高依次降低，

可以保证自流排出，故可采用 300mm×300mm 水沟（铺铁皮水槽）

进行排水；17J14 测点到 17J15 测点之间水沟和 17J9 到 17J10 测点

之间水不能自流出区段可在低洼处安设临时风泵或潜水泵进行隔段排

水。 

（2）管路排水：从转载机中部的临时泵窝（1 泵接 1 管）处铺设

一趟 Ф219mm 和一趟 Ф325mm 管路至 11071 机巷回风措施巷。同

时在切眼向外（西）400m 巷道低洼处（具体位置地测科现场标定）

设立 1 号临时排水泵窝（内置 5 台 22kw 排水泵），随工作面回采推

进，当专列西头距离 1 号泵窝 20m 时，在距离其向外（西）300-

350m 处，增设 2 号临时泵窝，以此类推，始终保持工作面不少于一

个可用排水泵窝。在 11071 机巷二部皮带机机头处设置一个永久泵窝

（带沉淀池），安设 5 台 22KW 潜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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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要求： 

①排水泵窝：1号排水泵窝位于11071 切眼向外（西）400m 处，

于皮带架下方施工，排水泵窝规格为净长 4m 、净宽 1.8m 、净深 1.2m 。



底面及开挖部分用砼浇筑，浇筑厚度 0.15m 。随工作面回采推进，当

专列西头距离 1 号泵窝 20m 时，在距离其向外（西）300-350m 处，

增设 2 号泵窝，并以此类推，设置 3 号泵窝。 

②永久泵窝：位于 2 部皮带头处，具体位置地测科现场标定。该

泵窝分为沉淀部分与排水部分。两部分规格均为净长 2m 、净宽 1.8m 、

净深 1.2m 。底面及开挖部分用砼浇筑，浇筑厚度 0.15m 。当工作面机

巷专列距永久泵窝 30-50m 处时，保证工作面下切眼低洼处有 7 台

22kw 潜水泵（80m3/h 排量）随工作面回采向外移，最大排水能力不

低于 500m3/h ，直至当工作面流水能自流至车场水沟后，再每隔

300-350m ，增设临时排水泵窝，泵窝内安设5台潜水泵，三台使用，

两台备用；并以此类推，直至工作面回采结束。 

③排水管路：从转载机中部的临时泵窝处铺设一趟Ф219mm 管路

和一趟 Ф325mm 至 11071 机巷回风措施巷口，排水管路在每个泵坑

处留设相应水泵个数的三通（变Ф108mm 接口），且要求三通接口与

水流方向夹角不大于 45°。 

④排水泵：转载机中部临时泵窝内配置 2 台 22KW 潜水泵（排量

80m3/h ），一台正常使用，一台备用（热备用）；机巷临时排水泵窝

内安设 5 台 22KW 潜水泵（排量 80m3/h ），3 台正常使用，2 台备

用；机巷永久排水泵窝内安设 5 台 22kw 潜水泵，3 台正常使用，2 台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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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面排水能力计算 

工作面回采期间主要采用一条 30 0mm×300mm 断面水沟及一趟

Ф219mm 和Ф325mm 排水管同时排水。 

排水能力：Q=3600×k×V×S 其中：k 为不均匀系数 V 为水流速

度 S为过水断面 水沟：k=0.7 V=0.64m/s S=0.3×0.3=0.09m2 求得：

Q 水沟=136m3/h 管路：k=1.0 V=2m/s S219=3.14×（0.219÷2）

2=0.037m2 

S325=3.14×（0.325÷2） 2=0.083m2 求得：Q219=266m3/h 

Q325=298m3/h Q 管=Q219+Q325=564m3/h 另外：11071 工作



面有效排水泵为 7 台（单台额定排水能力 80m3/h ）。 

求得：Q 泵=80×7=560m3/h Q 管>Q 泵 

所以工作面实际排水能力为：7×80=560m3/h 综上所述， 11071

工作面最大排水能力不低于 500m3/h 排水路线：工作面排水系统

→11071 机巷回风措施巷→11 回风上山→东皮带大巷→主石门→井底

水仓→地面 

工作面风巷和中巷涌水量相对较小，回采过程中最大涌水量约

5m3/h, 利用风（电）泵结合排水管路和水沟进行排水。 

排水路线：风（中）巷排水系统→11071（风中）回风措施巷

→11 回风上山→东皮带大巷→主石门→井底水仓→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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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排水措施 

（1）、开采前，必须按照排水方案设计对工作面排水能力进行检

查验收，达不到措施要求不准回采，工作面底板注浆改造超前距离不

低于 300m 。 

（2）、按照“双系统、同能力、热备用、防失效”的基本原则配

备排水系统，经常检修、检查、维护防排水设备、设施，保证发生涌

水后能够及时排出。 

（3）、完善防排水设备,加强防治水队伍建设,防排水设备必须保

证完好,并及时更新。 

（4）、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规定》及年度

防治水计划开展工作，以寒武系灰岩水防治为重点，长期水文地质条

件勘探和短期工作面回采防治水技术相结合。 

(5）、11071 工作面采用瞬变电磁探测,以查明煤层底板承压含水

层的赋水情况及隔水层的厚度情况,为安全生产及防治水工作提供可靠

依据。 

(6）、根据物探探测结果,井下实施钻探验证及治理工作,首先对工

作进行全覆盖的底板加固设计，在施工过程中对物探低阻异常区和出

水量较大区域进行打钻验证,采取注浆加固措施,使底板隔水层薄弱区或

潜在的突水通道得到控制和加强,从而达到防治底板突水的目的。 



(7）、11 采区-550 水平布置的疏水孔继续进行疏水降压，最大限

度的降低、稳定待采区域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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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继续加强对主要寒武系灰岩含水层水动态观测和水害预测

分析。 

（9）、工作面排水沟、沉淀池、临时水仓要经常清理防止淤积，

对主排水管路进行定期的抽查，一旦淤塞进行冲刷洗管，保证排水系

统畅通。 

（10）、做好防治水工程结束后打孔验证和安全技术评价，总结

防治水经验，为以后防治水提供依据。 

（11）、制定专门的工作面水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采面出水时

必须停止工作撤出人员，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12）、如果是采面上部、中部出水，为了防止冲刷工作面，立

即组织从出水点向支架后侧引水，并加固采面防止片帮冒顶。转载机

处排水人员发现有冲煤现象，在可控状态下，及时清煤，保证水泵正

常运转。 

（13）、供电故障、管路发生堵塞、不能保证排水时，必须停止

作业并报告矿调度室，排水系统正常时方可恢复生产。 

（14）、工作面或其他地点有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调度室并停

止作业及采取有效措施。（15）避灾路线 

水灾点上部或能通过出水点的人员撤退路线：11071 风（中）巷

→11071 风（中）巷回风措施巷→11 采区回风上山→东风井→地面。 

水灾点下部不能通过出水点人员撤退路线：11071 机巷→11071

机巷回风措施巷→11 采区回风上山→东风井→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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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面初采期间涌水量观测方案 

11071 工作面回采期间特别是顶板初次来压期间，安排专人分三

班连续对工作面进行水文观测，发现异常或突水预兆立即停止回采，

并及时向调度室及有关领导汇报。 

初采期间，在机巷转载机尾部和风巷设置观测点，由地测科指派



专人进行观测，每班观测一次，并作详细记录。观测范围包括采空区、

工作面风、机巷以及工作面切眼。 

观测时应注意工作面煤层的变化、煤层顶底板状况、矿压的大小、

涌水量的变化等情况，发现异常立即向调度室汇报。 

地测科负责收集整理观测资料，并及时编写阶段性工作分析报告

和观测工作总结报告。 

第二篇：煤矿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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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防治水措施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切实抓好矿井防治水工

作。确保安全生产，特根据我矿实际编制矿井防治水措施及水害预警

程序。 

一、建立健全防治水领导机构 

1、成立了矿井防治水工作领导组 矿 长 : 技术负责人 : 成 员 : 

二、矿井水害的类型及易发突水事故的地点的分析 

1、矿井水害的类型 

造成我矿井水害的主要水源有大气降水、地下水和老空水。其中

地下水按其储水空隙特征又分为孔隙水、裂隙水和岩溶水。根据水源

分类，矿井水害分为：（1）、地表水害、（2）、老窑水水害（3）、

孔隙水水害、(4)、裂隙水水害、(5）、灰岩水水害等 

先控后掘 先治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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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井水害事故易发生的地点 

我矿井下易发生突水事故的地点是矿井正常生产的采煤、掘进工

作面。在生产过程中与地表水、地下水或老空水沟通时，就会发生突

水事故。 

(1)采煤工作面向前推进，采空区顶板自然垮落，自下而上形成了

垮落带、导水裂隙带和弯曲下沉带。垮落带及裂隙带遇到强含水层或

老空区、老窑、老巷道积水，水会沿裂隙带空隙流入井下，造成突水



事故。若导水裂缝带高度到达地表，与地表的季节性河流、塌陷坑贯

通，也会造成突水事故。 

(2)采煤工作面遇到封孔质量不好的钻孔，穿透含水岩层的钻孔在

采煤过程中采取的防范措施不力，也会造成透水事故。 

(3)掘进工作面在掘进过程中，遇到情况不清的老窑水、采空区水、

老巷道积水、钻孔水、断层水、陷落柱水、石灰岩溶洞水、砂岩水等，

同样是易发生透水事故的地点。 

三、矿井发生突水事故的预兆 

1、挂红、挂汗、空气变冷、出现雾气、水叫、顶板淋水加大、顶

板来压、底板鼓起或产生裂隙出现透水、水色发浑有臭味、煤层发潮

发暗、有害气体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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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次突水前都会全部些现，有时可能发现一个或几个，极个别

情况甚至不出现。因此，必须密切注意，认真分析。 

四、矿井水害防治的主要措施 

防治矿井水灾的原则是，必须做好水害“预测预报、有疑必探、

先控后掘、先治后采”的水害防治十六字原则。 

1、探放水防治措施 

（1）掘进工作面的支架应加固，背牢顶帮，在工作面迎头打好坚

固的立柱和挡板，并准备一定的坑木和麻袋、黄泥等防水材料，以便

随时堵水；（2）加强探水工作面的瓦斯检查，当瓦斯超过 1% 时，应

立即停止探水工作；（3）清理水沟，保持水沟畅通；（4）清理巷道，

保持安全撤退路线畅通：（5）在打钻地点或附近安设专用电话；（6）

测量和探放水人员必须亲临现场指挥。 

2．防治地表水害的措施 

(1)留设防水煤柱。矿井井田范围有季节性河流，对矿井有危害，

有透水的可能，而且不可能排干，可留设防水煤柱。 

(2)沟渠改道。沟渠压在煤层及岩层露头部分，对采矿有透水的威

胁，为此对地面山沟泄洪区进行改道。 



(3)积水排干。对于塌陷区存在积水，只要有突水可能就必须将积

水排干方能生产，且在生产过程中要定期查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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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水。 

3．防治井下水害的措施 

井下水害包括老窑水、采空区积水、老巷道水、钻孔水、断层水、

陷落柱水、石灰岩溶洞水等。1、老窑水的防治 

(1)现经调查周围矿井及小窑开采采空区积水情况已查明，并绘制

了图纸和相关的资料。 

(2)根据查清已有老窑的图纸和资料。认真分析判断后，制订防治

老窑水的方案，并认真实施。 

(3)在探放水时，如有透水征兆，不能起钻，要尽快汇报处理险情。 

（4）在探放水时要安装水泵和排水管路，清理好水仓，以保证万

一探出水之后不会影响生产或导致事故发生。 

2、矿井采空区积水和老巷道积水的防治 

技术部门测量填图要及时准确，不能漏填，采煤工作面回采时，

采空区积水和老巷道对生产有威胁，要打钻把水疏干。掘进工作面需

要掘透老巷道时，一定要先把老巷道水排干后，才能掘透老巷道。 

3、钻孔水防治 

钻孔水害防治措施是：技术部门先查清钻孔的平面所在位臵即与

现采掘工作面的相对位量，然后查清钻孔的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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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如果钻孔穿透富水层，封孔质量不好，为确保安全需请专

业队伍用钻机重新封孔。或者可以留保安煤柱保护钻孔。 

4、断层水的防治 

断层分为透水断层和不透水断层。防治断层水的措施是：根据地

质报告或水文地质报告，井田内主要有 F18、F19、F29 逆断层及 F20

正断层富水性较强。可用留设断层防水煤柱的办法，防治断层面出水



发生透水事故。 

总之搞好矿井防治水工作，主要抓好“防、堵、截、排、疏”五

方面，综合治理措施重点是落实“预测预报，有掘必探，先探后掘，

先治后采”的原则，落实“有疑必停，有险必撤”的措施，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矿井防治水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矿井长治久安和安全生产。 

5、煤矿企业每年雨季前必须对防治水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雨季受

水危险的矿井，应当制定雨季防治水措施，建立雨季巡视制度并且组

织抢救队伍，储备足够的防洪抢险物资。当暴雨威胁矿井安全时，必

须立即停产撤出井下全部人员，只有在确认暴雨洪水隐患彻底消除后

方可恢复生产。 

6、清理井下排水沟、储水仓，保障水沟畅通，水仓达到应有容量。 

7、加强排水设备检修维护，保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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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水事故的应急预防措施及安全注意事项 

1、发现突水预兆时的应急措施 

当井下出现突水征兆时，必须停止作业，撤出受水威胁地点的人

员，并立即报告调度室，发出警报。 

2、水源的判断方法 

(1)老窑水的特点是积水时间长，水量补给较差，一般属于“死

水”，鉴别时，有以下特征：1）用手指搓动，有滑润的感觉；②用鼻

闻有腐臭味，有时夹杂着臭鸡蛋气味；③用舌尝可感觉到水发腥，有

臭味；④仔细观察，会发现水的透明度较低，水中有腐朽物悬浮或沉

淀。 

(2)断层水一般通道较远，补给较充分，多属“活水”。水无涩味

而发甜，如果在岩巷中遇到断层水，水呈黄色，有时在岩缝中可见到

淤泥。 

(3)含水层水一般都具有很高的压力，水量充足。水中无涩臭味，

水色发黄，有泥沙流出。 

(4)如是石灰岩溶洞中的积水涌出，水呈黄鱼或灰色，有时带有臭



味。 

(5)地表水一旦涌人地下，其水量很大，破坏力极强。水中混有大

量的泥沙，有时还会夹带许多动植物或其他杂物。在一般情况下，水

中无其他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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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生突水事故时的应急措施 

1、自身安全防护 

井下发生突水事故时，在现场及附近地点的工作人员应首先做好

自身安全防护： 

(1)在突水迅猛、水流急速的情况下，现场人员应立即避开出水口

和泄水流，躲避到硐室内、拐弯巷道或其他安全地点。如果情况紧急

时，可抓牢顶梁、立柱或其他固定物体，防止被涌水冲倒或冲走。 

(2)如是老空水涌出，使所在地点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增高时，现

场职工应立即佩戴好隔离式自救器或压缩氧自救器在未确定所在地点

的空气成分能否保证人员的生命安全时，禁止任何人随意摘掉自救器

的口具和鼻夹。 

2、迅速汇报 

突水事故发生后，现场及附近地点工作的人员，在脱离危险后，

应在可能的情况下迅速观察和判断突水的地点，涌水的程度，现场被

困人员的情况等，并立即向矿井调度室报告，同时，应尽可能利用电

话通知其他可能受到威胁区域的人员发出警报，及时通知撤离。 

3、积极妥善的组织现场抢救 

(1)初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在现场领导和老工人的组

织带领下，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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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突水地点周围围岩坚硬、涌水量不大，可组织力量就地

取材，加固工作面，尽快堵住出水点。 

（2）在水源情况不明，涌水凶猛、顶帮松散的情况下，决不可强



行封堵出水口，以免引起工作面大面积突水，造成人员伤亡，扩大灾

情。 

(3)对于受伤的矿工，应迅速抢救搬运到安全地点，立即进行急救

处理。 

(4)必须注意井下发生突水事故后，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在

不佩戴防护器具的情况下冒险进入灾区。 

4、现场组织撤离 

如因涌水来势凶猛、现场无法抢救或者将危及人员安全时，应迅

速组织起来，沿着规定的避灾路线和安全通道撤退道巷道制高点或地

面。 

在行动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1)撤离前：应设法将撤退的行动路线和目的地告知矿井领导人。 

(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迅速撤往突水地点以上的巷道，尽量

避免进入突水点附近及下方的独头巷道。(3)行进中，应靠近巷道一侧，

抓牢支架或其他固定物体，尽量避开压力水头和泄水主流，并注意防

止被水中滚动的矸石和木料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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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因突水后破坏了巷道中的照明和指路牌，迷失了行进的方向

时，遇险人员朝着有风流通过的上山巷道方向撤退。 

(5)在撤退沿途和所经过的巷道交岔口，应留设指示行进方向的明

显标志，以提示救援人员的注意。(6)撤退巷道如果是竖井，人员需要

从梯子间上下时，应保持好秩序，不要慌乱和争抢。行动中，手要抓

牢，脚要蹬稳，切实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7)撤退中，如因冒顶或积水造成巷道堵塞，可寻找其他安全通道

撤出。在唯一的出口堵塞无法撤退时，应组织好灾区避灾，等待救援

人员的营救，严禁盲目潜水等冒险行为。 

5、避灾自救 

(1)应迅速进入预先构筑的避难硐室或快速建造的临时避难硐室。

必要时，可设臵挡墙或防护板，防止涌水、煤矸和有害气体的侵入。 



(2)进入避难硐室前，应在硐室外留设文字、衣物、矿灯等明显标

志，以便于救援人员及时发现，进行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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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石桥煤业有限公司 

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二○一四年三月十五日 

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 

为搞好我矿防治水工作，彻底杜绝水害事故，根据《煤矿安全规

程》、《防治水规定》等相关规定，特制订防治水安全技术措施如下： 

一、建立健全防治水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罗先玖 

副组长：赵世明 

成员：曹贤贵、喻忠国、钟涛、但堂俊、叶术成、肖洪、陈华金、

张良盛 

办公室设在生产技术科，由廖水权负责日常工作。 

二、防治水措施 

(一)地面防排水 

1、加强雨季防水工作，建立防洪组织和防洪队伍，配齐防洪工具

及防洪材料，制定防洪措施。 

2、搞好全矿生活区、工业广场防洪、防建筑物倒塌及排水沟的清

挖和维护工作。 

3、由地测科负责调查影响我矿安全的地面塌陷区裂缝，并上报 

调度室组织人员采取措施，对可能造成洪水渗入井下的地面裂缝进行

充填压实。 

4、配备平面防治水专用工具，锨、镢头各 50 个，雨衣、胶鞋各 

50 双，水泵三台，电缆 1000 米，坑木 100 余方，编织袋 1000 条，

矿灯 50 盏，手电 50 盏，8 号铁丝 200 斤，做到有备无患。 

5、雨季时，各井口要备足砂袋，预防洪水灌入，影响我矿安全。 

6、成立专职防汛抢险小分队，抢险小分队由年轻力壮、有丰富 



经验的工人组成，分成三班，明确责任，在矿 24 小时严阵以待，并定

期对防汛小组人员进行各种训练，组织防汛演习，提高防汛抢险人员

的素质，使之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二)井下防治水措施 

l、顶板水的防治措施 

(1)在采面回采过程中要求： 

A、严格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采”探放水制度，做好探放水 

工作。 

B、放净顶煤，保证顶板水顺利流出，并做好切巷导水工作。 

C、对上、下水平水沟加强维护，及时清除水沟淤煤、杂物，保 

证水流畅通。 

D 、采煤队要加强水情观测，及时准确地向调度室汇报。 

(2)在掘进过程中要求： 

A、严格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原则，做好探放水工作。 

B、地测人员经常下井观测、收集地质资料，及时预测前方地质 

构造情况。 

C、施工单位在施工中，若发现异常地质情况及出水征兆时，应立

即停止掘进，与技术科联系，并听从其安排。 

D 、紧跟迎头铺设水槽，做好排水工作。 

E、加强工程质量的管理，尤其要加强压力增大巷道的工程质量的

管理，支柱要求穿木鞋，巷道要打好抬棚必须坚固合格。 

F、及时对失修巷道进行维修。 

2、底板水的防治措施 

A、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采”的探放水原则及物探、钻探相 

结合方针，认真做好探放水工作。 

B、地测人员经常下井加强地质和水文地质的观测，及时分析前 

方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采掘过程中，严禁破底。 

3、断层水的防治措施 

A、在断层上、下盘留足防水煤柱。 

B、在其附近采掘时，严禁破坏其保安煤柱，同时对断层的伴生、



次生断裂构造加强观测，并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探后采” 

的防治水措施。 

C、掘进至断层附近时，建议采用物探、钻探手段查明断层的确 

切位置及其水文地质条件，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水措施。过断层 

时应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原则，进行超前探放水并 采

取超前预注浆加固围岩防止突水事故的发生，为防止滞后突水，要 求

采掘部门采取加强巷道支护，壁后注浆加固围岩等相应的防治水措 施。 

4、老空水的防治措施 

(1)调查并结合物探手段查明邻近煤矿及老窑的采空区范围，并 与

之留足防水煤柱。 

(2)加强对邻矿采掘活动的调查监测，严禁其破坏我矿与之留设的 

防水煤柱，并督促其加强排水工作，防止老空水溃入我矿。 

(3)掘进过程中，要加强对老空水的观测，并按探放水设计及措施 

要求做好探放水工作，确保安全掘进。并在跟头铺设水槽，加强排水 

工作。加强工程质量的管理。尽量沿底掘进，对丢底煤段及时用编织 

袋装煤进行铺底，并采用打点杆、打抬棚的方式加固巷道支架。 

5、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 

(1)组织措施 

①成立以矿长为组长，总工程师为副组长，地测科及探放水队负 

责人为成员的探放水领导小组。成员专职探放水队伍，探放水队伍由

有技术、懂安全，经验 丰富，责任心强，具有入井五年以上工龄，且

经省煤矿安全监察局专 门培训机构培训考核合格，持有操作证上岗的

人员组成。 

②探放水时由地测科、探放水队长亲自到现场坐阵指挥，配备一 

名安全员和瓦斯检查员在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③设备配置 探水钻采用大功率矿用探水钻。是一种钻进深度大、

各项性能良好的钻眼器具、钻孔深可达 150m 。我矿主要用于井下打

探水孔，深 度比较大。由于探水钻孔一般可兼作排水钻孔，我矿钻杆

直径为 40mm ，符合要求。 

(2)探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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