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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煤矿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建设提供来了

更多矿产资源，但也导致出现一些安全问题。为了更好地

保障矿井安全生产作业，企业在生产开采过程中需要做好

地质防治水工作，通过强化管理并应用新技术设备来解决

防治水工作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由此来充分保障煤矿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1 矿井防治水工作内容与任务
1.1 工作内容

采矿生产作业，水害事故是常见灾害之一，会导致企

业停产并带来经济损失，引发人员伤亡事故。以突水事故

为例，常出现在矿井巷道中，主要表现为巷道掘进作业区

域出现大量涌水，主要原因是这一区域曾进行煤炭开采并

已成为采空区，在开采结束后未能做好合理处理，导致这

一区域出现积水现象，因此在附近区域开展采煤作业时易

导致突水，事故对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为

了最大程度降低突水事故发生几率，企业在开展生产作业

中要严格落实防治水工作，要在开采作业前做好对周边坍

塌区域及积水深度的勘察工作，还要收集区域降水量及洪

水位等历史数据信息来综合分析地质情况，结合多方面数

据搭建水位观测站，有助于及时获得水位数据信息并做好

地表水检查及雨季排水工作，保障矿区疏排水系统有序运

作。

1.2 任务

①企业在进行矿区生产作业前需要参照实际情况来制

定合理可行的开采计划，并结合这一计划收集所需数据信

息，通常要获取的数据信息包括地质水文等，做好各类数

据资料的整理分析，保障后续防治水工作有序开展；②在

矿区生产作业前，应全面分析区域内历史降水量和历史最

高洪水位，要比照矿区的汇水情况和疏排水能力进行综合

分析，制定并建立更完善可行的防排水系统，有助于更好

预防水害问题；③在矿区生产作业前，要积极建立地下水

动态观测机制，安排专门人员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发现

地下水位数据异常，要及时通报并采取合理措施。同时，

相关人员要积极总结矿区水害的发生规律并做好预防工

作；④企业要结合矿区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井下排水设备

体系，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来提高整体防治水能力，还

要加强人员培训来有效预防并应对水害问题，这些都有助

于更好保障生产有序进行。

2 质量问题
2.1 排水系统不完善

结合部分采矿企业情况，其在开展生产作业过程中盲

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安全管理，在排水系统方面的管理

力度不足，未能按照相关要求建设水仓，导致整体排水系

统不完善，增加出现水害问题的可能性。此外，部分企业

未能对排水设施进行定期检修维护，导致排水设施运行效

果不佳，因此发生突水事故时无法及时排水并造成重大事

故。

2.2 水文地质资料不全面

煤矿企业在制定防治水工作方案时需要大量的数据信

息，要求其做好对区域地质水文资料数据的勘测工作，保

障各类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部

分企业为了加快进度未能仔细勘查区域内水害分布及积水

量等数据信息，导致水文地质资料不全面，基于此制定出

的防治水工作方案缺乏可行性。同时，由于资料不全，在

制定采掘方案时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同样会增加出现突水

事故的可能性。

2.3 防治水工作不到位

部分企业对防治水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不足，

在管理机制方面、设施方面和人员培训方面存在较多问

题。在管理机制层面，部分煤矿企业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来完善与治水工作有关的生产管理机制，导致各项治理和

排查工作出现形式化问题，很难发挥防治水消除水害隐患

方面的作用。在基础设施方面，部分企业在防治水方面的

资金投入量较少，导致其出现违规建设和防护不到位等问

题，同样会增加矿井出现水害概率，会影响到相关设备在

水害控制工作中的运行效果。在人员培训方面，部分煤矿

企业在招聘工人时未侧重防治水专业领域，导致其内部防

治水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有限，再加上忽视安全培训和理论

教育，导致企业防治水工作的开展效果大打折扣。

3 防治措施
3.1 提高防治水工作效率

针对上述所提到的部分企业在防治水工作存在的问

题，首先要引导各企业提高对防治水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管

理力度，才能更好地进行资金投入、设备更新、技术升级

和人才培训等工作。为了有效提高防治水工作效率，企业

要结合自身矿井区域具体情况来建立完善可行的防治水工

作制度，并加大资金投入实现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同时

做好人才引进和技术培训工作，更好实现技防加人防，解

决质量问题。

3.2 做好矿井水害探测和预防工作

企业在制定防治水工作方案时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

要求事先做好矿井水害探测和预防工作。首先，根据探放

水施工来进一步明确积水区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具体位置、

分布情况、水量、水压及标高等资料。在（下转第 243 页）

矿井地质防治水工作面临的质量问题及防治策略研究

杨玉龙（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司，山西　晋城　048000）

摘　要：煤矿在生产运作过程中需要提高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地质防治水工作效果直接关系到采矿作业的安全
性，有助于最大程度降低水害问题对生产作业带来的影响。本文从了解矿井防治水工作内容及任务入手，结合当前在防
治水工作中存在的质量问题来探讨具体解决对策，致力于最大程度提高煤矿地质防治水工作效果。

关键词：矿井地质防治水工作；质量问题；防治策略



Research analysis | 研究分析

-243-中国化工贸易          2020 年 11 月

间节点之下的热像条件下，其实际获取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表 1   不同配比红外颗粒药剂的组成结构（%）

实验样品
编号

NC 物质 Mg 物质 PTFE 物质 Sr(NO3)2 物质

0 0.00 50.00 25.00 25.00
01 30.00 35.00 17.50 17.50
02 40.00 30.00 15.00 15.00
03 50.00 25.00 12.50 12.50
04 60.00 20.00 10.00 10.00
05 70.00 15.00 7.50 7.50

图 2   不同配比红外颗粒状药剂燃烧试验 
处理过程随时间参数变化的热图测试结果

2.2 不同配比红外颗粒状药剂被辐射作用面积差异

不同配比红外颗粒状药剂实验样品的被辐射面积测试

数据结果并不具备显著差异。

3 结束语
综合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知道，与粉末状红外药剂

相对比，借助于溶剂挥发技术方法制备获取的颗粒状红外

药剂，其辐射作用面积的增大幅度通常能够达到 60.00%，

其辐射作用强度缩减幅度通常能够达到 80.00%。红外在

经历燃烧处理过程之后的被辐射作用面积，通常会伴随颗

粒粒度参数的逐渐变大而呈现出变大趋势，在粒度参数由

690.60μm 逐渐增大到 1048.30μm 过程中，其平均被辐射

作用面积的增大幅度通常会达到 19.30%，且实际的被辐射

作用面积不会因物质组成部分质量分数水平的变化而遭受

较大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一贤 , 蔡志英 , 施玉萍 , 戴利铭 , 李岚岚 , 杨焱 , 龙继明 , 李

海泉 , 张祖兵 . 辣木果腐病病原菌兰生炭疽菌 (Colletotrichum 
chlorophyti) 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药剂室内毒力测定 [J].
江苏农业科学 ,2019,47(20):133-137.

[2] 施玉萍 , 刘一贤 , 李岚岚 , 戴利铭 , 蔡志英 . 橡胶树炭疽
病病原菌 Colletotrichum laticiphilum 生物学特性研究及
防治药剂筛选 [J]. 热带农业科技 ,2019,42(03):6-11+14.

作者简介：
邹有英（1978- ），女，本科，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火
工品研发与制造、主攻工艺与火工药剂。

（上接第页 241）获取详实的数据资料之后，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来推进积水探测工作，可以通过预留安全防隔水煤

柱等方式来有效预防水害。此外，企业还要积极应用先进

的地质探测仪器来实时获取水位动态变化信息，有助于提

高对水害问题的预防效果。

3.3 做好矿井采掘控制工作

控制管理工作的落实效果直接影响到矿井采掘作业安

全性，要求企业根据防治水规定的具体要求积极开展探放

水施工作业和采掘控制工作，对于提高水害防治能力有重

要实践意义。同时，企业还要积极优化排水系统，通过加

强相关系统建设及管理来更好地保障排水效果。企业要加

强对技术人员及施工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他们对水害问

题的防治意识和对防治水方案的执行意识，以此更好地预

防矿井水害。

3.4 完善防治水工作管理制度

为了更好地保障矿井地质防治水工作有序开展，煤矿

企业要积极建立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对于构建科学合理

的技术管理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在具体的工作中，企业

要积极分析当前自身在防治水管理方面存在的疏漏问题，

参照行业内优秀管理制度来构建筑更完善的管理体系，以

此实现对防治水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此外，企业在建立防

治水工作管理制度时需要做好现场管理、环境管理和人员

管理等工作，加强对采矿施工现场及环境的规定力度，明

确相关技术人员及采矿人员的职责，进一步提高防治水工

作的执行效率和开展效果。

3.5 创新地质防治水技术及设备应用方法

为了进一步提高地质防治水工作效果，企业在开展相

关工作过程中要积极创新防治水技术及设备应用方法。在

防治水技术方面，企业要加大在技术创新及技术应用方面

的资金投入，通过积极创新技术方法提高开采过程的安全

性，同时有助于激发创新意识并加快技术升级。在设备应

用方法方面，企业要根据自身开采规模来积极优化设备应

用方法，尽可能结合具体区域的地质环境特征和施工条件

因素灵活调整设备应用方式，有助于满足煤矿开采规模扩

大对技术设备的新需求，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设备应用效

果解决煤矿地质防治水工作中存在的质量问题。

综上所述，水害事故作为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常见事故

之一，可以通过加强前期监测预防来有效降低出现可能

性。在具体工作中，企业要加大对水害事故问题的预防重

视程度和管理控制力度，引导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全面了

解防治水工作内容及任务，也应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和安全

工作需要，制定合理可行的防治水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做

好资料收集整理、制度建立健全和人员管理培训等方面工

作，以此来提高防治水工作效率并保障煤矿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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