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矿山水害与唐安煤矿水害综合防治措施 

 

王志强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摘 要：对我国近年来煤矿发生的重特大水害事故按水源、地区进行了分析，找出煤矿防治

水工作的重点，对如何防止国有重点煤矿重特大水害事故提出了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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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煤矿重特大事故中，水害在死亡人数上仅次于瓦斯事故，居第二位，因此，有必要对重

特大水害事故进行分析并从中研究对策。 

 

1 水灾事故 

 

矿井突水往往指矿井有正常涌水，当正常涌水突然增大的时候，我们称这种现象就叫矿井突

水。当矿井发生突水，矿井排水能力低于矿井的突水水量的时候，就会发生淹井事故，这就

是我们所说水害事故。 

最有代表性的水害事故发生在 1984 年 6 月 2 号开滦范各庄矿的岩溶陷落柱特大突水事故。

这次突水事故的最高突水量达到 2053m3/min（这个数字过去一直认为是国际采矿史上最大

的一次突水。事实上南非的金伯利叶矿的一次突水的最高突水量比这一次的最高突水量还要

大。所以如果说范各庄矿 1984 年 6 月 2 号突水为国际上最大的一次突水的话，只能说是国

际采煤史上最大的一次突水，而不能说是国际采矿史上最大的一次突水）。 

2004 年 8 月 7 日，广东兴宁市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这次事故被困矿工 123

人全部遇难，只找到其中 6 具遗体。由于大兴煤矿地质情况复杂，矿井透水量巨大，开采系

统混乱，透水后井下原有巷道和设备遭到破坏。 

2010 年 03 月 28 日，山西临汾市乡宁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这次事故被困矿工达 153

人，最后获救 115 人，遇难 38 人。 

 

2 水灾事故的分析 

 

2.1 水灾事故的地域分析 

水灾事故在我国分布较广，在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发生，且不仅仅局限在水大

的地域。因此，各类矿井都应高度重视水灾防治工作。 

在整个华北型煤田当中，有两条水害比较严重呈带状分布的矿区： 

一条位于太行山东南麓边缘带包括河北的邢台、邯郸、峰峰，往南的河南安阳、鹤壁、焦作、

郑州、新乡矿区。 

另一条水害比较严重的分布带，位于山东鲁中、淮南、淮北这一条分布带，包括山东的淄博、

江苏的徐州、安徽的淮北、淮南。 

2.2 水灾事故的水源分析 



对造成重特大水害事故的涌水来源进行分析， 见图所示 

 

0 100 200 300 400 500

老空水

含水层水

地面降水

溶洞水

老空水 含水层水地面降水 溶洞水

事故起数 23 3 1 3

死亡人数 491 42 7 65

死亡人数

事故起数

 
图 2003 年—2008 年国有煤矿重特大水害事故涌水来源分析 

由图可见，老空水包括（本矿采空区、老窑积水和邻近矿井老空积水）对安全生产的危害最

大，是矿井水灾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老空水的特点是虽然水量不大，但对人身安全威胁极

大，因此我们必须在弄清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坚持“预测预报、有掘必探、先探后

掘、先治后采”的防治水原则，弄清水情、妥善处理、杜绝各种水灾。 

 

3 对 策 

 

3.1  唐安煤矿防治水措施 

具体到我矿实际情况，坚持“预测预报，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制定和

完善防治水措施，配备足够的防治水装备，制订防治水应急预案，加强“雨季三防”工作，

确保水患的有效防治。针对矿井水害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唐安煤矿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3.1.1 开采条件安全技术论证内容 

开采条件安全技术论证，就是在采掘工作面开工前，组织采掘、地质、测量等工程技术人员，

通过查阅技术档案、现场勘察等，对采掘工作面周边情况，特别是水文地质情况、老窑、采

空区、废弃巷道积水情况等进行调查论证，摸清其空间位置、积水量等，并据此确定探水警

戒线，制定防治水技术措施，防止沟通邻近积水体，确保安全开采。 

3.1.2 合理确定探水线 

目前我矿周边矿井进入了整合阶段，新旧矿井的更替出现了过去相对少见的新的水文地质问

题，如新旧矿井之间安全防水煤岩柱的留设问题、废弃矿井水位回弹对新矿井的水患威胁问

题。 

对于积水区域大，存水量多，水压大，技术资料不充分或根本不清楚的老空或地面水库、小

煤窑、有水力关系的导水断层、陷落柱及钻孔等，其探水线加大确定为 150m，而后由探水

线平行向外推 80m 为警戒线，工作面进入积水警戒线后，必须超前探放水，并在距积水实

际边界 20m 处停止采掘作业，进行打钻放水，在确认积水已被基本放净后，方可继续进行

采掘作业。 

3.1.3 建立健全矿井水害防治技术工作责任制 

在我矿矿井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工作中，主管领导负责规程、措施的审定，安全科负责现场监

督，生产科负责记录的检查和考核，调度室负责协调，各施工连队负责规程、措施的执行，



做到了分工明确、职责分明，配合密切，工作扎实有序。 

3.1.4 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提高职工防治水害综合技能 

井下透水一般都有征兆。我矿广泛开展水害防治知识培训，使井下从业人员识别透水征兆，

在发现突水征兆时，能及时撤退，避免灾害发生，掌握探放水技能。按照探放水设计要求，

做好探放水工作，定期开展典型水害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和应急预案演练，提高职工水害防治

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3.1.5 完善防排水系统，提高抗灾能力 

根据本矿实际生产情况不断的加强防治水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矿井防排水系统，确保井下排

水设备及其配套设施满足安全生产需要。定期检修矿井排水设备，备好应急堵、排水设备和

材料，提高矿井应急防排水能力。 

 3.2 透水预兆的紧急处理 

若是水情紧急，透水即将发生，井下会立即发出警报并汇报调度室，防止透水事故扩大化。

调度室则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知所有受水害威胁地点的人员撤离。如果透水已经发生，

各工作地点人员则会沿上山向高标、专用回风巷道往上撤离水区。 

 

4 结束语 

 

做好煤矿防治水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水害防治工作，坚持“预测

预报，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防治水原则，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煤矿安全规程》、

《煤矿防治水规定》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基础工作，加强技术管理工

作，加强现场管理工作，同时，要结合煤矿实际情况，认真开展开采条件安全技术论证、矿

井水害防治等技术工作，有效提高矿井水害防治工作绩效，实现安全开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