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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技术在煤矿井下防治水中的应用

王富江
郑州祥隆地质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新密 452371

摘� 要：由于井下条件的特殊性，井下钻孔较地面钻探更为繁琐，实施困难也较大，特别是在软弱地层钻孔中。

如何通过改进技术设备，提高施工工艺水平，来实现提升钻井质量、治水提效的目的，是中国煤矿井底防水钻探的重

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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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煤炭井底防治水技术手段的实施，往往要包

括多种原因，但主要取决于煤炭井底水情况、导水道状

况、作业面和采掘点的充水条件等。因为煤矿井下条件

比较艰苦，井下钻孔工艺的应用大大超出地面钻孔的难

度，提高了安装难度，尤其是在软弱岩石钻进状态下。

怎样运用改良设备技术，改善工艺手段，进而提高钻井

质量，以实现治水提效的预定要求，是现阶段煤炭井下

防水勘探的一个主要问题。由此可见，探究钻井工艺手段

在煤炭井下防水的实际运用中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 煤矿防水技术与钻探技术

煤矿井下钻孔技术主要依靠专门的探放水钻机，对

疑似区域进行钻孔检查，也就是钻孔。勘探主要以一般

勘探、专项检测为主。一般勘探是针对水文地质条件

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地方挖掘过程中，为保证挖掘工作面

的安全性，煤矿井下钻孔技术主要依靠专门的探放水钻

机，对疑似区域进行钻孔检查，也就是钻孔。勘探主要

以一般勘探、专项检测为主。一般勘探是针对水文地质

条件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地方挖掘过程中，为保证挖掘工

作面的安全性，

2 煤矿防治水的重要性

煤炭开发时，洪涝灾害问题一经出现，就会频频产

生群死群伤问题，从而成为制约煤矿的主要原因。矿井

开挖深度很大，必须在地质层之下进行挖掘和作业，

存在着复杂的地质水文环境，很易发生透水事件，这种

水可能来自气候的降雨、地表水、地下水等，而各种水

体来源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水害，危害的性质也多种

多样。由环境因素、天气影响等引起的雨水会积累到矿

井井田内，从而使得大量水流灌注到矿井中。有可能产

生矿井水患。并产生了各种负面环境效应。在问题解决

前，矿井开发就应当暂停。而矿井水患问题，一般又可

分为直接透水水源、间接透水来源还有自身透水来源

等，水患性质不同，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对应的解决

方法也就不同。所以，搞好矿井防治水工作具有十分关

键的意义，应该受到公司管理者和科技人员的关注[2]。在

矿山防治水的活动中，首先要搞好探排水的作业，减轻

因水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开展的过程中，还必

须搞好对井下秩序的保障管理工作，以提高技术水平的

提高，并采取科学合理的防治保护措施，以提高矿井治

理排水的效益。

3 矿井防治水技术手段

3.1  物探防治水
物探方法的二个手法，即电磁分析法和地震法。矿

井电磁技术，是指在地下巷道、采区中开展的以能量变

化为依据，利用探测地下电场、电磁场分布规律来探

讨、处理地质现象的一种勘探方法。主要包括了瞬变电

磁分析法、直流电法、音频电穿透法和无线电坑透分析

法;地震技术主要检查的对象是矿井周围的地质条件，并
采用了地质勘测仪及坑透的检查方法。物探技术对于矿

井水害调查的主要优点在于勘查范围较广、速度快，且

成本较低廉、作业简便。但物探方法的不足之处就在于

将物探的成果多解化，所以，利用物探方法就可以开展

初步的探测水害作用。

3.2  化探技术
化探技术主要是指通过选取一些合理的科学仪器，

对井下或地面水的分布情况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而

分析目标样本的水样质量问题。一般情况下，化探技术

常被用于当矿井中出现渗漏事故的时候，其任务是进行

资源探查和环境研究。这种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检测出

渗漏的原始情况及其环境的有关数据，以便使有关人员

针对勘察成果给出相应较为恰当的解决方法，这种技术

是目前比较常见的地下水勘察方法。

3.3  钻探技术
在矿山生产活动中出现水害的最普遍的解决方法就

是钻井技术，而钻井技术又是矿山治理用水工作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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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步骤。该项研究主要指利用探排水管理钻机进行对

目标透水部位进行钻孔探测，通常可分成常规化探测和

专项式探测二个类别。其中，常规化探测一般用于对目

标部位的地貌情况不熟悉的前提下，以便确保后续挖掘

工作可以更加安全的开展，常要求企业开展相应的表面

监测检查工作。专项工作监测一般应用于对已知地质状

况开采区的监测工作，通常包括到矿井采空区以及积水

区的水害钻探，但有时也会对一些出现异常的错误观点

区域进行二次钻孔，以便掌握井上井下的实际状况。钻

孔技术也有着许多好处，首先其勘探过程所反映的结果

较为直接，不过这种技术通常要花费较多的物质财力和

人力，并且其操作过程也相对于其他的水害勘探技术而

言更为繁琐。

4 钻探技术在煤矿防治水工作中的有效应用

4.1  钻探技术施工前
为可以保证钻井作业的顺利进行，煤炭开发企业必须

把准备工作落在现场，只有搞好准备工作才可以取得理想

的钻井作业目标。所以，煤炭开发部门对准备情况给予充

分关注，在实际工作之前，要对与钻探相关的工作环境和

施工现场做好全面的认识，并严格遵照有关的条件和规范

来进行具体的管理工作。管理人员们必须结合实际，来将

所施工煤矿区的地质岩石构造情况与实际状况加以充分结

合，并在此基础上对钻井工作方法与计划加以科学合理

的制订[3]。在一般的情况下，钻井工作的人员都具有较高

的技能特点和很大的专业性这就需要有关人员要进一步

提升他们的技术与工作能力，进而在各个工作环节当中

才能够降低特殊情况发生的概率。与此同时，工作人员

还要对实际的施工环境进行充分了解，如果在工作过程

中出现特殊情况，那么必须及时的报告到上级部门，同

时采取相应的方法来对此类问题加以解决。

4.2  钻探施工中
在钻孔的过程中，必须保证钻孔精度，一旦钻孔深

度不足，就必须重新钻孔。对发生的卡钻情况，注意切

勿用力过猛，以防止强拉硬扭。钻孔前，技术人员要

进行有关资料的录入，以记录煤岩层数据情况，包括深

度和性质等，数据要客观、真实。此外，针对钻孔作业

人员，要在每钻孔一段时间内或者更换钻具后重新计算

刃具重量，同时还要确定钻孔的深浅，在必要时进行复

核。当然，针对钻孔开挖作业时，要建立紧急处置措

施，以排除煤岩层片帮、体积增加的现象，对危急情

况，还必须第一时间暂停钻孔作业，在钻杆加固后，将具

体情况及时报告到调度室，并制定了合理的保护措施。

4.3  钻探工作施工后

当整个钻孔工作施工结束后，就必须安排专门的人

员来观测和记录钻孔储水状况，而如果并未有异样显现

出现则必须及时进行钻孔的封闭工作，以使得整个钻孔

作业能够保质保量的结束。如果孔里有水流出，则需要

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做好出水与气体等情况的观察工

作与等级工作，并制定有效的处理方案。

5 当前煤矿防治水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5.1  陷落柱导致的突水问题较为严重
就当前中国很多矿井存在的突水问题分析，因为陷

落柱因素而造成的突水问题也相对较多。因此，在中国

的峰峰矿区的矿井，整体的陷落柱发育比较明显，而浅

部矿井中也存在着较多的陷落柱，只是整体的密实程度

相对较多，且导水性并不突出。但随着矿井挖掘深度的

扩大，陷落柱也开始展示出了明显的导水性。这主要是

由于一种较小隐伏的断裂陷柱，发育层位相对较低。在

开采煤层瓦斯以下，整体的直径也相对较小，在原岩状

况下该类陷柱不导水[4]。但由于矿井在深部的开发，在

采动的影响下，原本依靠地球物理探矿术、钻孔技术都

无法很好探出的陷落柱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导水现象，再

加上这些陷落柱的结构整体都比较薄弱，在大孔隙的情

况、强矿压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明显的导水通道，从

而产生了突水问题。

5.2  缺ǵǶ善的开采区水文地质资料
矿井Ƿ常开发以前，就必须先对矿山及其周围地段

开展Ǹ致的水文勘查，以了解更ǹǺ的地貌条件和水文

资源，确定矿山内是ǻ具有积水区域，并确定积水区

域的具体位置及其积水数量，从而了解更ǹǸ的Ǽ数ǽ

Ǿ，为矿井开挖工作提ǿ依据，提出合理可行的保护措

施，以防止Ȁȁ重大水害事件。Ȃ外，还要加强研究周

围气象条件和地质状况，分析，应当严格遵ȃ采取的措

施和开采点发生外因产生积水现象的概率，从而及时采

取防水措。在具体的工作中，部分公司对水文地质方面

的勘探项目并Ȅ有重ȅ，即便进行了有关工作也未能做

出更Ǹ致的勘查，从而造成了Ȇ目开发，给后ȇ的治理

水工作发展Ȉ下了隐患。

6 在煤矿防治水工作中应用钻探技术的有效措施

6.1  提高对钻探技术的重ȅ程度
在矿井防治水作业中使用钻井方法，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对钻井技术的重ȅ程度不够，矿井防治水工作

者并未意识到钻井操作的必要性。为了在煤矿防治的

工程中最好的运用钻井方法，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对钻井

技术的重ȅ程度，重ȅ程度反映着矿井防治水工作者对

钻井技术的认可度，有关人员应该ȉȊ地意识到钻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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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矿井防治水工程中的意义，进一步增强对钻井技术

的认知与掌握，如此可以有效地发掘钻井技术的优Ȍ。

要把目ȍ放在Ȏȏ，关注煤矿防治水工程的Ȏȏ发展Ȑ

Ȍ，主动开展科技研究，大ȑ运用先进钻探科学技术。

6.2  加大设备检Ȓ力度
在探做得好施工作业前，人员必须对开挖地段及其

ȓȔ范围的水文地质情况进行全面勘探，依据现场状况

ȕ断积水的ǹǸ资料，如井下Ȗ积的具体位置、积水数

量以及水压等，据此提出探水开挖实施计划，包括开挖

的具体规ȗ、开挖深度和钻孔设计措施等。在实际的施

工中，应依据煤体分布的状况和Ș定性状态，决定封孔

力度，采用"șȚ一注"的方法进行封孔，保证探做的和
施工方案的科学性[5]。此外，必须做好对设施的保ț和Ȝ

Ȓ，包括防排水设施的ȝ体工作状况、防水Ȟ门的可靠

性等。一旦出现有关情况和问题，必须进行ȜȒ保ț，

做好ȟȠ处理，保证防排水设施的效能优异，增加防排

水效果。

6.3  建立Ƕ善的安全管理体ȡ
煤矿的施工Ȣ位和设备施工Ȣ位一定要把安全施工

当成重要工作，并给予高度重ȅ。在施工前进行了全面

的现场勘察与项目分析，并针对实际状况提出了科学合

理的施工预案，以进行施工安全ȣ制。同时各个部门明

确了分工任务，把Ȥ任落实到个人，严格分级把关，所

有工程ȥ依据规范实施。并成立了专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Ȧȧ，以建立合理的安全管理体ȡ，出现存在的重大安

全隐患问题及时报告，并在最短时间内进行解决，以防

止因为管理人员的Ȩȩ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6.4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
施工方法对建Ȫ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ȫ，对建Ȫ质

量而言也是非常明显的。施工Ȣ位不要ȬȬȭȮ于原有

的施工方式，应不断引入新ȯ料、新工艺、新装备，针

对现场状况调整工艺程序，改善工艺科技Ȱ量，提高治

水效益，对部分ȱȲ或带ȳ设施要Ǻ快予以ȴȵ处置，

防止带ȳ机ȶ进入工程。对原有的工艺方法加以ȷ当改

ȸ，不断ȹ新施工工艺，Ǻ量Ⱥ到工艺标准，在全面提

高井上井下安装技术水平的同时防止透水问题发生。

6.5  加强对安全工作的钻探防治水指Ȼ
在煤炭，安全生产始ȼ是被重ȅ的Ƚ点内Ⱦ，所以

想要提高煤炭的ȿ质，必须把安全生产工作ɀ在首位。

而矿井钻探防水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Ⱦ，便是对

矿井事件的Ɂɂ、ɃɄ等工作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调度计

划，并提出了ǹǸ的解决对Ʌ，一方面Ɇ能够ɇ速Ɉ制

事件的进展，从而减ɉɊ会影响，Ȃ一方面还可以累积

相应的成ɋ经Ɍ，为以后的防治工作及应急预案的建立

提ǿ了合理的理ɍ而基础[1]。勘探防治水管理部门还需要

确保生产后的安全，为了保证煤矿生产工作能够顺利进

行，所以还必须及时进行规划工作，以提高整个Ɏɏ的

业务素质，在勘探防治水工作过程中还必须进行ɐ一指

Ȼ，明确管理Ȥ任，以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的出现，而后

ȇ即便发生了事故，也要ɑ照事先的应对措施，及时做

出ɒ预处置，进而减ɉ事故的发生。

结语

ɓ上所ɔ，为了有效地预防水灾，需要ɕɖ如ɗ保

障钻探工作者安全的前提上，合理地提升矿井地下防水

工程中钻井技术的使用水平与效益。钻井设备应该可以

在现场应用中发Ȼɋ能，有效降低作业误ɘ，提升煤矿

井下防治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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