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花科技 2019.2（总第70期）

创 新 论 坛创 新 论 坛

1 望云煤矿3号煤层采空积水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望云煤矿以庄头断层为界，分为东、西两区，东

区为建设矿井，西区为生产矿井。西区 3号煤资源

接近枯竭，面临关井闭坑。东区15号煤层开采最关

键的制约因素为顶板上覆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的治

理。

根据水文地质情况分析，15号煤层开采导水裂

缝 带 发 育 高 度 为 64.25m～81.31m，一 般 高 度

75.86m。考虑 3 号煤层开采底板破坏带的深度约

16m，15号煤层开采产生的导水裂缝带大部分可沟

通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3号煤层采空积水为其直接

充水水源。

东区原 3号煤层底板标高+772.40～+866.57m，

平均标高+824.96m。根据原3号煤层主斜井积水标

高+865m左右，通过分析，原3号煤层积水区已全部

积水，根据估算结果，3号煤层采空积水量共计约

544万m3。并且根据原 3号煤层主斜井的排水量和

水位稳定情况分析，采空区积水存在250m3/h左右的

动态补给量，补给来源主要为下石盒子组K8砂岩

水，其次大气降水、地表水。

依据上述分析，矿井东区 3号煤层采空积水积

水量较大（约 544万m3），并且存在一定的动态补给

量，补给来源主要为下石盒子组K8砂岩水，其次大

气降水、地表水。补给通道主要为 3号煤层导水裂

缝带。上述情况对未来 15号煤层首采区的煤炭资

源回采具有一定威胁，必须对其进行治理后方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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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西兰花科创望云煤矿15号煤层导水裂缝带大部分可沟通至原3号煤层采空区积

水，存在顶板采空区水害隐患，且原3号煤层积水区已全部积水，水量较大，直接影响到15号煤层

煤炭资源的开采。通过采用地面大口径钻孔抽排为主和井下钻孔疏放为辅的综合治理方案，成

果显著，消除了水害隐患，确保了东、西区水平的顺利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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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5号煤层的安全开采。

2 望云煤矿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治理模式--井上

下联合治理

根据望云煤矿实际情况，最终确定采用井上下

联合治理方式：地面大口径钻孔抽排为主，井下钻孔

疏放为辅的综合治理方案。即采用“综合治理、分布

实施”的原则，分步有序的进行治理。且根据 15号

煤首采区首采面的3号煤层底板标高及采空区积水

相对位置，部署合理手段对其排放，先期为 15号煤

层首采区的正常回采奠定基础，而后期部署相应工

程对其余地段3号煤层采空积水进行综合治理。

3 望云煤矿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治理主要技术方法

33..11实施地面大口径钻孔工程实施地面大口径钻孔工程

矿井采空区既有相互连通现象，也有相对独立

的采空区，但采空区积水最终积聚在相对低洼和滞

流的部位，采用地面实施大口径排水孔：部署地面大

口径排水孔 1个，后则再另行施工副排水孔及观测

孔。主排水孔部署在地面绞车房附近，原东区 3号

煤层内外水仓排水巷与联络巷交叉处，副排水孔部

署在马家沟砖厂附近，原3号煤层5盘区水仓处。

3.1.1地面大口径主排水孔地面大口径主排水孔

2017年 9月 14日—12月 15日施工完成大口径

钻孔工程，并进行了抽排调试、验收；2017年12月26
日开始正式运行抽排。初始水位标高为+864.87m，

2019年2月10日抽排动水位标高+820.89m，临近于

潜水泵安装标高+819.95m，现已停排；截止目前

(2019年 5月 20日）静水位标高为+821.02m，较初始

水位标高+ 864.87m 下降 43.85m，累计排水量约

333.6万m3。

3.1.2地面大口径副排水孔地面大口径副排水孔

2018年10月21日—2019年1月30日施工完成

大口径副排水孔工程，于2019年2月26日进行了竣

工验收。初始水位标高为+832.8m，截至 2019年 5
月 20 日水位标高 + 807.89m，较初始水位下降

24.91m，累计排水量约105万m3。

33..22实施井下疏放水钻孔工程实施井下疏放水钻孔工程--普通高位穿层钻孔普通高位穿层钻孔

及定向穿层钻孔及定向穿层钻孔

2017年5月17日—7月10日于南翼轨道大巷向3
号煤层采空区施工了4个疏放水钻孔，1号-4号钻孔

初始总流量为123.86m3/h，现流量为50m3/h，2018年

11月4日-11月12日于南翼轨道大巷向3号煤层采空

区施工1个定向疏放水钻孔，流量为10.2m3/h，截止目

前（2019年5月20日）累计疏放水量约165万m3。

为进一步确保150101首采面回采防治水安全，

同时对地面大口径排水孔抽排原3号煤层采空区积

水效果进行验证。2019年 1月 19日开始截止目前

150101首采工作面运输顺槽施工了21个疏放水验证

钻孔，探透 3 号煤层采空区后所有钻孔合计仅有

a主孔施工现场 b竣工验收

图1 望云煤矿地面大口径主排水孔影像图

a副孔施工现场 b副孔施工完毕

图2 望云煤矿地面大口径副排水孔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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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3/h左右回水，无压力，目前正在逐步施工验证孔。

4 望云煤矿引进新装备，应用新技术，实施配套水

害治理技术手段

44..11应用气动式钻机应用气动式钻机，，顺层钻探轻便化顺层钻探轻便化

该矿推广应用了气动式钻机，应用于顺层钻探

中，操作轻便灵活，短掘短探，安全高效。

44..22引进深孔钻车引进深孔钻车，，穿层钻探高效化穿层钻探高效化

该矿引进了 CMS1-4500/55C型煤矿用深孔钻

车，此钻机在岩层中钻进时可采用旋转和冲击两种

破岩方式同时进行，钻孔施工效率提高了 2-3倍。

该矿技术人员与北京新能正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合作，在该矿东区15号煤层轨道大巷成功实

施了疏放水工程。

44..33引进定向液压钻机引进定向液压钻机，，定向钻进精准化定向钻进精准化

该矿引进了 ZDY6000LD(B)型煤矿用履带式定

向液压钻机，该钻机通过轨迹调控可以精确钻探至

设计位置，有效提高了钻进精度。

44..44应用两堵一注封孔技术应用两堵一注封孔技术

该矿在孔口管固孔时采用囊袋固定并封堵在孔口

管两端外壁及孔壁之间，此举可在注浆时使注浆压力更

大，从而使浆液充分渗入孔壁中，达到更好的注浆效果。

44..55应用氮气充压式止水止浆技术应用氮气充压式止水止浆技术

在该矿15号煤层井下疏放水过程中，采用的氮

气充压式止水止浆装置使探放老空水、含水层水时

更加安全和便捷。

44..66应用静水位止浆垫注浆堵水技术应用静水位止浆垫注浆堵水技术

在该矿 15号煤层井筒穿越太原组灰岩含水层

过程中，由于岩层裂隙发育，原有注浆工艺跑浆、失

效，通过应用止浆垫堵水，对含水层实施注浆，注浆

效果明显，顺利通过含水层。

44..77应用定向泄水孔施工技术应用定向泄水孔施工技术

为解决该矿 15号煤层总回风大巷及井筒低洼

处积水问题，该矿采用了定向钻孔泄水孔施工技术，

成功将积水通过泄水孔导入轨道大巷水沟内。

5 望云煤矿3号煤采空区积水治理效果分析

通过井上下联合治理方式对3号煤采空区积水

进行疏排，初始水位标高为+864.87m，截止目前静

水位标高为+807.89m，水位下降 56.98m，自 2017年

12月开始计算，截止目前合计排水量约604万m3。

东区 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合计原有 20处，积水

面积合计 426万m2，积水巷道 1.7万m,积水量总计

544万m3（静储量）；现(2019年5月20日)东区3号煤

层采空区积水合计有12处，积水面积合计200.28万

m2，积水量总计220.31.6万m3（静储量），全年动态补

给量平均250m3/h。
15号煤层首采工作面停采线附近对应上覆3号

煤层底板标高为+824.7m，且工作面整体呈东高西低

走势，回采整体为由东向西推进，局部起伏较小，故

水位下降至+824.7m时，可解除工作面水害威胁。现

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水位标高已降至+824.7m以下，

且通过首采面打设的验证孔证实，由此说明我矿所

采取的综合治理措施可以满足安全生产工作需要。

6 望云煤矿水害治理，实施常态化、持续化管理模式

持续对首采面施工疏放水验证（下转第21页）

a施工现场 b施工现场

图3 望云煤矿井下疏放水钻孔施工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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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时注意事项

在采用创新后的开拓掘进施工方案时必须注意

以下几方面事宜：

（1）施工前，必需要对工作面的地质条件是否有

变化进行观察。

（2）施工前必需要进行物探钻探，探放时观察瓦

斯涌出量和水文情况是否稳定，涌出量符合相关标

准时方可进行施工。

（3）探放时如果煤质有憋钻现象，则不能进行此

项施工工艺。

（4）开口前在离90度转向待采巷道前5米时，进

行超前加强支护，增强自身自撑能力。

（5）施工开始后，要动态观察顶板变化，且必需

保证跟进支护。

5 结 语

煤矿开拓掘进如何采用合理的地、科学地工艺方

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能在现有的基础和经验上逐

步改进或者优化，不仅能节约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而

且给后续的开采搬家都带来诸多的方便。开拓掘进

的工艺不应固步自封一直走老路子，应该打破思路、

打破常规，寻找更加合理地、科学地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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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进一步对 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情

况进行验证。

东区 3号煤采空区积水治理，是一个长期疏排

加之后期治理的过程，需继续加强地面大口径钻孔

和井下疏放水钻孔疏排水位监测及下降速率统计、

分析。

在15号煤层首采面进行开采后，对导水裂缝带

发育高度进行专题课研究，进行地面或井下钻孔实

测，获得准确的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针对性地对采

空区积水进行评价并钻孔验证，以保证安全生产。

东区3号煤层埋深浅，局部有露头发育，水源补

给、径流条件好，同时考虑3号煤采空区积水抽排可

能导致地面二次沉陷变形，进一步加剧水源补给，下

一步在对井田范围内地表水渗透情况水文地质调查

的基础上，从充水水源、充水通道两方面着手开展治

理。一方面积极争取土地复垦费用资金，推进东区

地表沉陷区、上扶河河道治理工程，生态环保、土地

复垦和矿井防治水等三方面相结合，制定相应的治

理方案，做到共赢的治理目的。

7 结束语

望云煤矿通过对 15号煤层上覆采空区积水进

行有效治理，为 15号煤层首采面的预期回采奠定

了坚实基础，通过实施一体化的水害防治综合技

术，推进了防治水工作由过程治理向源头预防、局

部治理向区域治理、井下治理向井上下结合治理、

措施防范向工程治理转变，为望云煤矿构建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煤矿水害综合防治体系开创了又一

新局面。

（上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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