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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害是矿井五大灾害之一，我国矿井的安全生

产一直受到水害的威胁，矿井水源补给包含地下水

和地表水，充水通道多，水源补给复杂，给煤矿的水

害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3］。以往对于水害的治

理，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程度低，数据共享不及时，

严重时延误水害治理时机，造成涌水事故，可见，有

必须要构建可实现数据及时共享的煤矿井下综合防

治水体系，避免水害的发生［4-5］。

1 综合防治水的内涵

煤矿综合防治水是协调各部门和工艺流程，如

钻探、掘进、物探、防治水、地测等，使各部门之间实

现数据集成和信息共享，共同完成防治水的任务。

综合防治水的目的是使原本独立工作的子系统之间

建立起联系，优化资源配置和工艺流程，促使整个矿

井系统服务于防治水工作，同时又不影响各子系统

的独立运行，还可为子系统提供丰富的生产信息，使

各类子系统得到优化。由综合防治水的定义可见，

煤矿井下综合防治水体系的构建

摘 要：明确了煤矿井下综合防治水的内涵，对综合防治水的对象进行了分类，概括了综合防治

水的特点包括：高度集成、综合交叉、复杂性和服务性；概述了综合防治水工作流程，对综合防治水数

据进行了分类，并建立了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型，由数据集成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煤矿井下综合防

治水体系，保证了煤矿作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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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涛

图1 综合防治水对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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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水可能涉及到煤矿系统的各方面，按照涉

及对象的不同，可将煤矿综合防治水对象分为4类：

人员、数据、业务和其他资源，如图1所示。

综合防治水可在各工作环节中消除因信息和数

据共享程度低所导致“孤岛效应”，达到协同工作，综

合防治的效果。结合煤矿的生产工艺流程，对煤矿

综合防治水的特点总结如下：

1）高度集成：煤矿综合防治水体系，可集成煤矿

生产系统中涉及到防治水的各类信息和数据，通过

计算机技术实现信息共享，促进各部门不断对自身

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使生产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2）综合交叉：综合防治水体系不是单一的某个

学科可以建立的，而是需要多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煤

矿综合防治水体系涉及到的学科包含采矿、地质、地

测、机电、测绘、计算机等多个领域。

3）复杂性：防治水虽是煤矿生产中的重要环节，

但该项工作作为煤矿生产的一部分，仍需要配合其

他生产环节，防治水工作人员应建立全局意识，做好

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可协调配合其他工艺流程。

4）服务性：综合防治水的本质是服务于煤矿的

生产，保证设备和作业人员处在安全的生产环境中，

综合防治水也需为煤矿生产子系统如采掘、地质和

测量等部分提供信息和数据服务。

2 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型研究

2.1综合防治水工作流程综合防治水工作流程

矿井综合防治水的工作流程包含九个环节，如

图2所示。

（（1））水害预测预报水害预测预报

井下水害的预测预报由矿总工作为总负责人，

水害预测预报是在综合分析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实

测资料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水害的地点进行预警。

水害预测预报应涵盖井下所有生产工作面，做到全

方位预警，防治水部门应按月度或季度编制水害预

测预报台账，并由总工组织有关部门上会审批，技术

部门应以预测预报结果为依据，制定专项作业规程，

安全部门负责对水害预测预报的编制和现场施工进

行监督，保证预测预报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2））井下超前物探井下超前物探

井下超前物探的目的是对可能产生水害的地

点，采用瞬变电磁法、超声波探测法等物探技术进行

超前探测，物探部门应根据井下实际地质条件编制

物探方案，并报总工程师审批执行，物探方案应能准

确的反应物探区域的含水地质体。

（（3））物探成果报告物探成果报告

物探结束后，物探部门应负责编制物探成果报

告，对超前物探区域的含水地质体进行详细分析，矿

总工程师应组织地质、勘探和水文等部门对物探结

果上会讨论，物探工作中的所有数据和记录应装订

成册并在矿档案部门备案，以便后期查阅。

（（4））钻探设计钻探设计

在探明采掘工作面围岩体有含水区域后，矿总

图2 煤矿综合防治水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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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应作为总负责人，地质部门和防治水部门在

认真研究预测预报和物探成果等资料的基础上，依

照采掘工作面的推进情况，按时编制钻探设计，钻探

设计方案由矿总工牵头上会审批后，下发探水作业

人员和测量人员进行学习，且应在钻放水工作现场

布置探放水钻孔设计图版。

（（5））停掘和探水通知停掘和探水通知

掘进工作面推进至距离含水地质体 10-30m
时，应停止掘进，准备探放水工作，地质部门与防治

水部门联合下发停掘和探放水通知单，通知单上应

注明停掘的具体位置和探放水工作的相关要求，该

项工作也由矿井总工程师负责。

（（6））钻探施工前验收钻探施工前验收

钻探施工前应对钻孔参数和钻机的安装进行验

收，钻孔验收主要检查钻孔的位置、角度、深度和布

置方案是否与钻探设计方案一致，有无塌孔等不合

格钻孔，对钻机的安装角度和位置以及相应的安全

措施也应做好检查工作，另外需注意配合探放水的

其他工作是否准备充分，如通风、供电、照明、避灾路

线的设计等。

（（7））单孔验收单孔验收

单孔验收工作由钻探人员、瓦检员、带班矿长、

地质人员和防治水人员等多部门联合进行，单孔验

收需详细检查钻孔的各项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验收合格后，应填写验收表，对验收不合格的钻孔需

注明并重新施工。

（（8））允许掘进通知允许掘进通知

探放水钻孔施工完毕后，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联

合专家组对钻孔探放水成果进行分析，结合物探资

料进行综合评定，若钻探成果达到了预期要求，矿总

工程师可下发允许掘进的通知单，并注明允许掘进

的距离和注意事项。

（（9））开掘施工开掘施工

采掘施工队收到允许掘进通知单后可进行采掘

施工，采掘施工要按照采掘通知单的要求进行，不得

超掘，在采掘过程中若出现渗水现象，应立即停止掘

进，按既定避灾路线撤离到安全位置，并报上级部

门。

2.2综合防治水数据分类综合防治水数据分类

综合防治水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形成的数据和信

息共享体系，收集数据是建立综合防治水的体系的

第一步。煤矿井下生产过程中空间复杂、机械设备

种类繁多，可产生大量的生产数据，给数据的收集和

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为对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本文对防治水数据按照性质和用途不同分为 6
类，如图3所示。

2.3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型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型

以往人们对于煤矿防治水的分析主要是依据工

程图纸，由多个部门参与分享和了解各自的工程作

业信息。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虽然没有进行集成，但

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若按照2.2节所述的分类方案

对数据进行分类后，将各部门负责的数据集成到计

算机数据库，实现信息的集成和共享，由此为基础构

建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型，如图4所示。

3 综合防治水体系构建

煤矿综合防治水体系框架如图5所示。综合防

治水体系包含三个层面：1）由数据和部门构成的协

图3 综合防治水数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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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元素；2）由共享机制、约束机制等构成的协同机

制；3）由组织机构、岗位责任制等构成的协同实现。

煤矿综合防治水体系的三个层面，可实现数据

的共享和多部门联合的综合防治水，在综合防治水

体系中也可实现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若发现数据

异常或可能出现水害，则发出预警信息。

4 结论

（1）明确了煤矿井下综合防治水的内涵，对综合

防治水的对象进行了分类，概括了综合防治水的特

点包括：高度集成、综合交叉、复杂性和服务性。

（2）概述了综合防治水工作流程，对综合防治水

数据进行了分类，并建立了综合防治水数据集成模

型，由数据集成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煤矿井下综合防

治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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