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是断层、裂隙，采动破碎带等薄弱结构面，所以在采

掘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引起的矿井涌（  突）  水。在

    另外，在矿井地下水排放过程中，应注意控制排水量。
在降低矿井水水压、消除井下水患的同时，要保证不使附

断层、裂隙发育地带，底板岩石厚度急剧变薄地段，底板

突水危险性将增加，在这些特殊部位施工前，应加强预测，

并采取相应防治水措施，以防矿井水突然涌出，给矿井安

全生产带来危害。

近农灌和生活用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而影响矿工和农
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对排出的矿井地下水资源进行合
理的再利用，也能为煤矿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  责任编辑  崔永丰）

近距离煤层开采老空水害及其治理技术应用

    华源公司目前开采的二、四层煤，层间距6—14m，其

间岩性为细粉砂岩交替出现，由于层间距较小，二层回采

后形成的老空水对其下方四层煤的安全开采构成严重的威

胁，因此分析探讨近距离煤层开采老空水害及其防治，对

安全生产、提高矿井资源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源井田二、四层煤所属沉积地层为下二叠统的山西

组，按矿区裂高采厚比经验值 15倍计算，四层煤回采后的

裂隙高度达30m以上，大大超过了二、四层煤之间的层间

距，即四层煤采后通过采动裂隙与二层老空发生连通，当

老空积水量较大时，就有可能造成四层煤回采工作面涌水

增大或发生突水事故，加之华源井田构造复杂、断层密集，

把煤层切割得支离破碎，因此更增加了老空水害发生机率。

1  二层老空区充水水源及水量

1.1  二层老空区充水水源

    二层煤直接顶 多为粉砂岩，性脆易 冒，平均厚度

4.0m，层位不稳定，局部变为中细砂岩，老顶正常块段为

中砂岩，但由于沉积环境的影响，二叠系中砂岩多被剥蚀

而沉积为侏罗系红色中细砂岩，该层砂岩厚度达300余米，

钙质和泥质胶结，原生裂隙及构造裂隙较发育，全矿井有

84个孔揭露，其中有 25  个孔漏水，12个孔明显消耗，漏

水孔率为44.05%。属富水性中弱含水层，该层直接接受第

四系和大气降水的补给，是二、四层煤的直接充水含水层。

1.2  二层老空区积水量

1.2.1  采掘过程中二层顶板砂岩涌水

    1  ）  掘进时顶板砂岩涌水情况。巷道掘进过程中，顶板

完整地段一般无水，在裂隙及构造发育带，二层煤红砂岩

水以淋水状态涌出，一般单个淋水段涌水量不大于0.5r.，3/

h，且持续时间长，并随巷道掘进淋水段前移，一条长度

300m的巷道涌水量不大于2m3/h，一般不会发生水害威胁

事故，但影响顶板的稳定性，因此需要加强支护措施。

  2）  回采时顶板砂岩涌水。大多数二层煤回采时，因推

进速度快，仅有少量淋水，但在裂隙及构造发育地段及采

区下部边界工作面，有时会出现较大的淋水，易形成老空

积水。

1.2.2  老空区积水量预计

    二层煤开采后，裂隙高达 30m，影响范围内的顶板侏

罗系红砂岩水将汇集到老空区，形成积水。通过分析，二

层老空积水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顶板完整时二

层积水可能较小；第二种情况，当裂隙或构造发育时积水

量可能就大，相应的对四层威胁就较大，且循环条件差，

以静水储量为主。

    准确的预计积水量极其积水部位是老空防治工作的关键

也是难点。由于华源井田构造复杂，断层较为密集，造成所

施工巷道起伏较大，因此我们通过对老空底板起伏位置进行

了准确的分析，划分并圈定积水地段，来预测积水量。

王仲全，刘胜利
山东华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近距离煤层开采过程中，上层老空积水对下层开采威胁较大，文章结合华源井田
二、四层近距离煤层开采过程中老空水防范的实例，对老空水害发生机理、充水水源、积水量预
计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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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水量计算见公式（1）
    形  =KLMH/sin口    （  1）
式中  彤一 积水量，m3；
    肛—老空积水水头高度，m；
    K一 含水系数，一般取0.3—0.5；
    卜—老空长度，m；
    胁——煤层厚度，m；
    口——煤层倾角，（0）。

2  二层老空水防治

2.1  防治原则

    四层煤回采时，对所有工作面首先根据其所处部位，

分段对老空积水情况进行预测，预测出可能的积水量，本

着 “有疑必探，先探后掘，不探不掘”  的原则对二层老空

区分段探放，并根据预计积水量和单孔放水量计算出放水

所需时间，保证在回采工作面投产前完成。

2.2  探放 方法

    探放水前，编制出探放水安全技术措施，加固探放水

地段巷道支护，并在探放水地段安设足够流量的排水设备，

保持正常运转。探放水地点一般选择在积水老空地段的低

洼地，采用岩石电钻钻进，用 （1）55  mm钻头钻进 5.5m后，

下 q）50mm的套管 5.0m，套管上缠好麻皮，抹上黄油安设

阀门，将压力表顶入孔内并用卡子固定好，耐压试验合格

后用m42mm的钻头钻进，通过出水情况确定是否打透老

空，打透后一般不要拔卸钻杆，以作钻孔堵塞时疏通之用，

单孔放水量要能满足放水要求。

2.3  防治实施

    2006  年  5月份，公司4406E运输巷在沿四层煤向东施

工过程中，多处沿裂隙和揭露断层处出现淋水，通过分析

认为其上二层老空已充满积水，并且积水量可能很大，将

对以后该面的回采产生很大的威胁，因此必须对其上方二

层老空进行探放。根据上方二层老空的起伏情况并考虑到

局部地段可能发生了冒落会造成局部老空截水现象，致使

水流不畅、放水不彻底，因此决定先在老空最低部位打一

个探放孔，然后再根据放水量实施第二个放水孔。

    探放情况如下：4406E运输巷设计长度 360m，该巷共

揭露断层三条，落差均大于4m，并且该运输巷四层煤顶板

原生裂隙和构造裂隙都较发育，在这些裂隙和断层处都有

较大的淋水，在该巷320m处是上覆二层煤老空最低点，也

就是在4406运输巷边切眼以东为第一个放水孔。其上二层

老空长度也是360m，倾斜长平均40m，预计水头高度14m，

走向长度 320m，采厚 2.Om，煤层倾角 23。，预计积水量

6879m3  ，当钻孔打到 10m时，钻孔出水，未卸钻杆，出水

量30m3/h，以后逐渐减少，历时 20d，共放 出老空水

6100m3。为检验放水的彻底性，又在原放水孔以西5m处实

施了第二个钻孔，结果出水量极少，在第二天已不出水，

并且原先裂隙处及断层破碎带的淋水也被疏干，充分证明

了放水已取得成功，和原先预计的积水量差距不大。这样

通过积水疏放保证了回采工作面以后的开采安全并解放了

四层煤储量近三万吨，钻孔位置示意图见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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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源井田二、四层煤为近距离煤层开采，二层老空水对

四层煤开采安全威胁很大，为保证安全必须加强对这方面的

研究，并加大防治力度，为其它近距离煤层如十三层、十五

层煤的开采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老空水的防治重点之一在

于能准确的预计老空积水量，而现有的预计方法还不能满足

要求。因此笔者建议可根据含水层降落漏斗法来进行预计，

为此今后必须加强对二层以上侏罗系红色砂岩的含水性及静

水储量的预计，并加强对红砂岩含水层自然疏干等方面的研

究，为矿井防治水积累经验。    （  责任编辑  崔永丰）

一

※信息资讯·会  讯※  2007电工装备创新与发展论坛成功召开
    8月 19  —20  日，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主办、上海追日电气有限公司协办的 “2007  电工装备创新与发展论坛——电气节

能与新能源”  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全国产业界和科技界的代表共 l5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陆燕荪，原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局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原所长周大地，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胡志坚，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任远、顾国彪、周孝

信等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会议探讨了电工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与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作用。唐任远院士在总结发言中认为，此次论坛是一次求真务

实的会议，论坛成果将对我国电工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推进我国的节能工作也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万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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