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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王报煤业有限公司所开采为3#无烟煤，生产能

力为30万吨/年。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矿井地

质及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前期未发生过大的突水

事故，矿井的排水系统能够满足最大涌水量的需要。

2 3301工作面地质及水文地质情况

井田区域内依据野外调查及钻孔资料，井田内

出露地层有二叠系上统上石盒子组，二叠系下统下

石盒子组及山西组，井田中部及北部多被新生界黄

土所覆盖。3301综放工作面煤层走向北东120°，倾
向北东 30°, 工作面标高+685m—+710m，工作面运

输顺槽高于回风顺槽，煤层倾角为4°-9°，最小倾角

位于顺槽30米处，最大倾角位于切眼。3301工作面

切眼外侧有一断层DF4（图1），在运输顺槽掘进过程

中揭露，该断层经钻探无涌水现象，经实际揭露和钻

探后该断层为发育于含软泥土较多的塑性砂质泥岩

层并伴有砂砾石，不具有导水特征。依据地质报告

浅谈王报煤业3301综放工作面
顶板突水防治实践

摘 要：通过对王报煤业3301综放工作面突水水量、时间、速度、水质类型的分析，以及

工作面地表的实地调查，查明了突水来源及突水通道，并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避免了人

员伤亡和更大的财产损失，为矿井的后续生产提供安全保证，积累了一定防治水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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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该工作面 3#煤的含水层为二叠系山西组下统

砂岩孔隙裂隙含水层，为弱含水层。K8砂岩在煤层

顶板有一定的富水异常区域（图2）。第四系黄土直

接覆盖于各老地层之上，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在该工

作面覆盖厚度为45.3－51.15m，顶部为黄色植耕土，

中下部为黄、棕黄等粘土、亚粘土及砂土层，夹钙质

结核，具有虫孔及空隙，该层含水性较强，地表钻探

至10-15m时常有涌水出现。

图1 3301工作面地质构造纲要图

图2 3301工作面K8含水层异常分布图

3 3#煤层顶板水害的危害

煤矿顶板水害是矿井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水

文地质现象, 由于出水的突然性,往往给矿井安全生

产带来极大危害。如果能在工作面回采前, 对隐伏

突水区进行预测并制定疏排水措施, 则顶板突水的

危害将大大降低。由于煤层顶板突水受地质构造、

水压、充水通道、水源、煤层埋深、矿山压力等多种因

素影响,预测预报非常困难。具有难度大、技术分析要

求高、工作量复杂等诸多难题, 国内技术仍然处于发

展阶段，没有成行的公式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山西省

晋城市地区发生顶板突水的典型事故比较少，更容易

让企业管理层及技术管理部门放松对顶板水的预测

预报和提前预防。煤层顶板出水由于其突然性和无

明显征兆性,很容易对矿井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4 突水过程

王报煤业 3301综放工作面长 120米，顺槽长度

680米，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验收进行正常生产。

在设备试机推进至 640米，工作面检修期间发生涌

水现象，出水地点为回风顺槽端头后部与工作面采

空区连接处，随后水量逐步增大，最大涌水量约248
m3/h。经过 2日后涌水量逐步趋于稳定，涌水量约

200m m3/h。事故发生时，当班工人听到爆顶声后，

发现采空区有老顶砂岩落下，由于工作面顶板初次

来压，顶板跨落导通上覆裂隙含水层，水流涌入老空

并在老顶砂岩的压力作用下顺势缓慢流入回风顺

槽。发现涌水量变化并淹至半胶鞋时综采队当班工

人立即汇报了调度室，调度室命令工作面所有人员

全部撤离。由于涌水量不断增大，在回风顺槽原有

2台 50 m3/h潜水泵和增加排水泵进行排水时，终因

排水能力和接管时间不能满足涌水要求，经多次抢

险无效，水流淹没回风顺槽 640米。由于调度人员

下达撤人命令及时，本次突水未造成人员伤亡。经

过十多天排水后，恢复了被淹巷道。

5 突水原因分析

经实地井上下调查及聘请专家分析，该工作面

设备试机推进至40米，根据地表及岩层移动的矿压

显现规律，该工作面岩层移动正值初次来压的活跃

期，因此导致3#煤上覆二叠系下统砂岩产生移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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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由此产生巨大的开采动压，最终导通上部含水

层，诱发涌水量逐步增大。突发涌水情况发生以后，

安排相关技术部门查阅资料，实地调查，采用排除

法，通过分析和调查后，水源类型排查分析如下：

（1）工作面地表距丹河约 120米，距北泉（灌溉

水库）约 200米，且无断层导通和采空区塌陷，排除

了地表河流、湖泊水源水害。

（2）在巷道掘进过程中坚持探放水工作，通过三

维地震物探和实地调查验证，工作面周边不存在小

窑及其它类型采空区，排除了小窑、老空水源水害。

（3）运输顺槽前方右下侧有一断层，断距7.7米，

走向长度 80米。经实际揭露和钻探后该断层为发

育于含泥质较多的塑性砂质泥岩伴有砂砾石，不具

有导水特征，但可能使上覆岩层产生裂隙形成一定

的裂隙带。

（4）工作面内有一个 50-60年代的 50钻孔，本

次涌水量大，持续时间长，通过向采煤工人调查及咨

询有关专家，排除了钻孔导水的可能性。

（5）依《煤矿防治水规定》公式初步计算，冒落

带、导水裂缝带发育高度约 56-73m，该工作面上覆

第四系黄土厚度较厚，第四系含水层水源有可能通

过裂隙通道导入工作面的可能性。

（6）通过对地表水及老空水等水源的排除，结合

涌水速度、水量等实际情况及特点，经多次采集水样

进行化验，水样类别为裂隙水，水质类型以HCO3型
水为主。

（7）经实地调查及工作面探水期间的实际情况，

该工作面设备试机推进至40米，根据地表及岩层移

动的矿压显现规律，工作面岩层移动正值初次来压

的活跃期，因此导致3#煤上覆二叠系下统砂岩产生

移动变形，由此产生巨大的开采动压，最终诱发涌水

量逐步增大。

通过以上分析，确定本次涌水水源类型为3#煤
层顶板砂岩、K8砂岩裂隙以及不稳定第四系含水层

的裂隙综合性水源。

6 3#煤层顶板突水的预防措施

（1）加强对工作面掘进期间的物探工作，对物探

异常区域及地质构造区域进行加密对顶板进行组合

式钻探，进行超前疏放。钻探时要尽量垂直或斜交

域裂隙的发育方向，并结合地质或水文钻孔的综合

柱状图，至少有1-2个孔要钻进至在抽水试验时，冲

洗液消耗量较大地段的标高。从实践总结经验，本

区域一般煤层顶板以上 55-80m为含砂岩孔隙裂隙

水层富水性集中区。

（2）在分析区域或工作面地质时，要对照较近地

质钻孔进行地层分析。工作面遇到构造或顶板破碎

地段，要在附近布置一定量的钻孔，孔深结合地层及

主要含水层确定，布孔尽量在在出水集中区域，探明

构造的展布状态及导水性。

（3）由于砂岩裂隙富水性的不均匀性，在不同的

地质条件下，断层的导水性会随着矿压作用和时间

推移逐步产生变化。在相同的地质条件下也会随着

不同的推进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导水断裂带最大

发育高度受不同推进方向的影响在大倾角断层下比

小倾角断层大。因此要对大倾角断层进行加密钻

探。

（4）有条件的矿井要和科研院校开展工作面的

非线性有 限元数值模拟工作，总结分析断层断层

导水断裂带的高度计随着煤层开采的动态发育规

律。

（5）矿井防治水工作应以防为主，防排水系统

至关重要。完善采区、中央排水系统，提前布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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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水量配套的排水系统是减少综放工作面水害的

重要措施。

（6）逐步学习和应用好《煤矿防治水规定》中的

“三图—双预测法”进行顶板水害的分区评价和预

测。

7 结束语

通过对王报煤业 3301综放工作面顶板突水分

析，在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分析基础上找出突水通

道及涌水水源，以及先撤人后抢险的调度指挥措施，

避免了突水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该地区同

类型煤炭企业在顶板水预防和处理上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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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及时补强的支护方式，

提高了围岩承载能力，及时支护约束了巷

道收敛，与以往开采经验相比，巷道变形

量减小50%以上，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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