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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矿水害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危及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而且还对矿山所在地的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煤矿水害的治理和研究、恢复生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课题，一直是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关注
的重点，也是多年来的难点问题。
河南省义马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义煤集团）下属的石壕煤矿位于陕县观音堂镇境内，1984年年底
建成投产，年产煤70余万t。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多次出现突水事故，虽然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事故，但也极大影响了生产的顺
利进行；而且随着开采范围和开采深度的扩大，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泉水枯竭、土地退化等。
河南省地质测绘总院于2006年承担“义马煤业集团石壕煤矿水害防治及地质环境恢复工程”项目（财
建[2005]785号），该项目为2005年度中央财政环境类项目。
在河南省地质测绘总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在义煤集团石壕煤矿的大力
配合下，项目于2007年11月圆满完成。
本书是其中的子课题。
本书较系统地研究了石壕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分类研究了煤矿的突水情况，运用神经网络等多种方
法相结合判别了突水水源，并对充水途径进行了论证。
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煤矿突水机理的分析，运用MODFLOW软件模拟突水过程。
研究认为，南于煤层的采动，导致煤层顶底板岩体的应力发生变化，使得岩体破坏产生裂隙，下部承
压水在裂隙中与岩石发生水岩相互作用，引起裂隙的进一步扩大或者断层的活化，当水压大于隔水层
的强度时就会发生底板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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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突水模拟及机理分析研究》较系统地研究了石壕地区的水文地质情况，分类研究了煤矿的
突水情况，运用神经网络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判别了突水水源，并对充水途径进行了论证。
《矿井突水模拟及机理分析研究》的研究重点在于煤矿突水机理的分析，运用MODFLOW软件模拟突
水过程。
煤矿水害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危及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而且还对矿山所在地的生态
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煤矿水害的治理和研究、恢复生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课题，一直是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关注
的重点，也是多年来的难点问题。
　　《矿井突水模拟及机理分析研究》可供矿山生产安全技术管理人员、地质环境研究及治理人员、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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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矿井水文地质工作直接影响到煤矿的安全，尤其是矿井水害对煤矿生产影响极
大，矿井突水事故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随着开采水平的延伸
和开采范围的扩大，这种威胁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压较高的矿井，受到了底
板奥灰岩溶承压水的严重威胁。
查清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研究矿井突水机理、进行底板突水预测预报研究、采取有效的手段、确保矿
井安全生产，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矿井水害是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
中国煤矿水害事故类型主要有：地表水体水害事故，占中国煤矿突水事故的4.9％；冲积层水水害事故
，占1.4％；砂岩类含水层水害事故，占1.4％；灰岩类岩溶水水害事故，占92.3％。
可见，防治灰岩岩溶类突水是矿井水害工作的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1956－2003年全国发生突水1 660多次，造成淹井灾害229次，1 000多人丧生，经济损
失100多亿元，而且随着开采水平的延伸和开采范围的扩大，这种威胁越来越严重。
因此，如何将这些煤矿从承压水上解放出来，实现安全、高产、高效，一直是中国煤炭行业的主要攻
关课题之一。
长期以来，对受奥灰承压水威胁的煤层，主要采用两种采煤方法，一是深降强排，二是带压开采。
深降强排能根除水患、确保安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①疏水工程投资大，耗电量大，造成开采成本
增高；②强排会引起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对地面和环境造成极大破坏；③当奥灰水水量丰富，补给
水源充足时，强排难以达到效果。
而带压开采不仅成本低，对环境的危害也小，是开采受水威胁煤层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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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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