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73.020 

CCS   D 14 

KA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矿 山 安 全 行 业 标 准 

KA/T XXXXX—202X 

 煤矿水害防治 

第 3 部分：煤层底板井下注浆改造与加固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al mine water disaster  

Part 3: Grouting and reinforcement of underground coal seam floor 

 

（征求意见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4.11） 

 

202X - XX - XX 发布 202X - XX - XX 实施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发 布 



KA/T XXXXX—202X 

I 

目 次 

1 范围 ................................................................................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3 

3 术语和定义 .......................................................................... 3 

4 一般规定 ............................................................................ 3 

5 设计 ................................................................................ 3 

6 施工 ................................................................................ 5 

7 质量检查与效果验证 .................................................................. 6 

8 验收与总结 .......................................................................... 6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作面注浆改造与加固设计提纲 .................................... 7 

附 录 B  （资料性） 工作面注浆改造与加固竣工报告提纲 ................................ 8 

参 考 文 献 ........................................................................ 9 



KA/T XXXXX—202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文件由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检集团公信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

北局、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滦集团蔚州矿业有限公司、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北科技学院、西安科技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现辉、赵鹏飞、李旗、王皓、孙迎辉、徐水松、刘芳亮、李志波、马旺、张

会松、靳子栋、刘银波、杨策、刘阔林、吕兴立、刘连柏、刘英锋、郭国强、任跃武、杨宏俊、吴燕军、

吕汉江、王苏健、李冬红、陈龙、杨哲楚、马洪飞、郭海书、孙鑫、冯海宁、付庆伟、陈永现、贾龙、

吕鹏飞、孙辽、王卓、曹栋、乔威涛、李江锋、唐媛媛、连会青、徐斌、尹慧超。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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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3 部分：煤层底板井下注浆改造与加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带压开采煤层底板井下注浆改造与加固的一般规定、设计、施工、质量检查与效果验

证、验收与总结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带压开采条件下需要进行采煤工作面底板井下注浆改造与加固的矿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T/T 1201.4 煤矿感知数据联网接入规范 第4部分：水害防治 

MT/T 1201.6 煤矿感知数据联网接入规范 第6部分：工业视频 

KA/T 1  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存在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开展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 

a) 承压含水层与开采煤层之间的隔水层能够承受的水头值小于实际水头值的； 

b) 煤层底板隔水层厚度小于或等于煤层底板破坏深度的； 

c) 煤层底板隔水层厚度大于煤层底板破坏深度,经评价有效隔水层厚度难以抵抗底板水压的； 

d) 区域治理盲区及异常区、底板隔水层薄弱带、底板导水构造等情况的。 

存在预计孔口压力超过 5MPa、底板破坏深度大于隔水层厚度、突水系数大于 0.1MPa/m 情况的，

若需开展的应进行可行性论证。 

具备条件的矿井优先采用井下定向钻机、开孔定向仪、远程高清视频等先进手段，提高施工效能。 

设计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工程结束后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验收评价，若无上级煤炭企

业的，需组织专家进行评价验收。 

5 设计 

目标层选取 

注浆改造与加固应选择在可注性好、底板采动裂隙不波及且治理后满足带压开采要求的层位。 

治理范围 

一般情况下，按全面改造与加固工作面底板含（隔）水层的原则进行设计，均匀布孔，加固范围应

按《煤矿防治水细则》附录6-3公式进行计算，但钻孔轨迹覆盖范围应不小于工作面外围 30m。 

钻探设计 

5.3.1 钻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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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场位置应选择在围岩稳定地段，钻场设计应包含钻场位置、规格、支护方式等，且有利于钻孔布

置和施工。 

5.3.2 布孔方式 

钻孔一般采用成组布置，坚持“一孔多用”原则，掘进巷道底板超前钻应兼作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

钻孔。 

钻孔方向尽可能与构造裂隙发育方向垂直或斜交。突水系数不大于0.06MPa/m区域针对构造发育区

重点布孔；大于0.06MPa/m区域按照40m～60m均匀布孔，但对以下区域要适当加大钻孔密度： 

a) 物探异常区； 

b) 断层破碎带、褶曲轴部、隔水层异常变薄带或裂隙异常发育带； 

c) 有原始导高、水量大、水压大、水量衰减速度慢、水质接近目标含水层水质、注浆量大等特点

的水文异常区域； 

d) 工作面初次来压位置、推采见方或停采线附近。 

e) 在靠近井下巷道、采空区、井筒等注浆终压不宜过大区域。 

5.3.3 钻孔设计 

设计应包含钻场、目标层、单孔设计参数、钻孔平剖面图、钻孔结构、施工顺序、涌水量预计及避

灾联系汇报流程要求和灾害处理措施，特殊情况的处理、排水系统、瓦斯监测要求和避灾路线等。且应

符合以下要求： 

a) 止水套管：孔口管末端应与巷道底板留有足够的安全煤（岩）柱；断层、陷落柱等构造或强含

水层进行注浆改造与加固且预计水压大于 2MPa 时，应下双层套管。 

b) 耐压试验：耐压试验时，扫孔应超过原孔深 0.5m～1.0m，耐压试验压力达到设计值，稳定 30min 

以上，孔口周围无渗水现象即为合格，否则重新注浆固管。孔口管耐压压力应不小于注浆终压。 

c) 检查孔： 

—— 设计检查孔数量控制在不小于注浆孔个数的 20%，重点对煤层底板裂隙发育区段、物探异常

区、预计初次来压位置、断层带附近、陷落柱、停采线附近及单孔涌水量大(一般为 10m
3
/h)

或单孔注浆量大的区域进行重点检查； 

—— 检查孔终孔位置与注浆孔终孔位置平距一般不大于 1/2布孔间距,层位一般不大于注浆孔深

度。 

—— 检查孔单孔涌水量应小于 10m
3
/h，否则作为注浆孔进行注浆，继续施工钻孔进行检验，直至

合格。 

d) 采用普钻施工的，每组钻孔测斜数量占比不少于 30%，并应测到孔底。对于偏差较大达不到设

计要求的应重新补孔。对以下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钻孔应进行测斜： 

—— -揭露层位与预计层位出现较大偏差的钻孔。 

—— -注浆加固断层、陷落柱等构造薄弱带的钻孔。 

—— -出现水温、水压、水量等水文异常的钻孔。 

—— -检查孔。 

注浆设计 

5.4.1 注浆系统 

应建立集中注浆站，有条件的可建立地面自动化注浆站，并采用电脑自动控制的高速涡流制浆系统，

实现浆液自动配比（比重范围 1.1 ～1.6）、注浆参数自动监测、注浆量自动计量。能制取粘土、水泥、

粉煤灰的单液浆及多种混合浆液。配备与注浆能力及注浆压力相匹配的注浆管路系统，且能力应满足矿

井底板改造与加固、超前注浆和出水后注浆堵水等需要。工作面注浆改造与加固设计参见附录 A。 

5.4.2 压水试验加固 

终孔水量过小或无水时，应进行压水试验，根据压水结果确定注浆参数。 

5.4.3 注浆材料 



KA/T XXXXX—202X 

5 

一般以水泥单液浆、粘土水泥浆或粉煤灰水泥浆为主。 

5.4.4 浆液配比 

应遵循由稀到浓的原则，一般比重选择 1.1 ～1.6，根据孔口压力变化情况进行调整，逐级改变，

在吃浆量小的地段，要稀浆慢注。 

5.4.5 结束标准 

孔口压力达到设计压力（不小于 2倍静水压力），注浆泵吸入量小于 60L/min且持续 30min以上。  

6 施工 

钻场要求 

6.1.1 钻场应安装视频监控，相关要求参照 MT/T 1201.4、MT/T 1201.6 的规定执行。按照“一孔一视

频”的原则，终孔验收视频要进行拷贝、存档，保存时间至少应满足工作面安全开采结束。 

6.1.2 钻场应配备与预计钻孔最大涌水量相匹配的排水系统。 

6.1.3 钻场及周边附近巷道应加强支护，工作面迎头打好立柱和挡板；钻机固定应卧到实底并采用打

地锚、锚索或戗点柱方式；施工钻场 10m范围内应安设专用电话。 

6.1.4 瓦斯监测和通风应满足相关安全要求。 

钻探施工   

6.2.1 钻探施工前应编制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并由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 

6.2.2 全面注浆改造与加固钻孔宜分阶段施工，第一阶段按设计范围均匀布孔施工，第二阶段有针对

性的加密布孔施工。 

6.2.3 预计揭露含水层之前，孔口应安设与设计压力相匹配的高压阀门；水压大于 1.5MPa时，应安装

反压防喷装置。 

6.2.4 钻进过程中，应采用岩粉或取岩芯做好判层工作，准确记录岩性描述、换层深度，并密切观测

钻孔出水情况，记录出水及水量变化位置，做好水量、水压、水温观测。 

6.2.5 施工中发现水文异常现象如卡（顶）钻、掉钻、塌孔、憋泵、循环液漏失、岩石破碎，钻场及

周边压力显现异常、底鼓、出水等，参照 KA/T 1 采取相应措施。 

6.2.6 钻探施工过程中的开孔、下止水套管、耐压试验、终孔等关键环节应由矿井防治水部门组织验

收，有条件的矿井可采用视频监控作为辅助手段进行验收，视频必须清楚、连续。 

注浆施工 

6.3.1 全面注浆改造与加固注浆宜分阶段施工，第一阶段按浆液渗透半径均匀布孔全面注浆，第二阶

段有针对性的加密注浆和注浆效果检验与补充注浆。  

6.3.2 根据压水试验、放水量等情况选择注浆材料及配比，并对泵量、注浆压力、浆液比重实时监测。  

6.3.3 根据注浆过程中孔口压力、注浆量、注浆时间、注浆效果分析适时调整注浆材料和配比。当改

变注浆参数后，出现注浆压力突增或吸浆量突减，立即查明原因进行处理。  

6.3.4 注浆时应动态观测其它钻孔及附近区域串浆、跑浆等异常情况并及时处理。 

6.3.5 注浆孔结束压力、泵量应达到设计要求，因特殊情况不满足设计要求的应分析原因，并调整设

计。 

6.3.6 注浆记录应做到内容齐全，填写及时，字迹清楚，准确可靠，无涂改，无漏填。每班汇报注浆

动态情况，遇异常情况及时汇报调度室及防治水部门,且有记录。  

封孔 

6.4.1 正常注浆钻孔终孔注浆达到结束标准即为注浆封孔；全孔无漏失或无涌水达到终孔层位要进行

压水试验，不具备注浆条件时应采用孔底返浆方式封孔。  

6.4.2 采用孔底返浆方式封孔时，应采用单液水泥浆，浆液比重不小于 1.5。  

6.4.3 钻孔封孔结束 72h后，若仍有残留水流出，应重新扫孔后再次进行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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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检查与效果验证 

应从施工过程质量检査和井下效果检验两个方面进行施工质量与效果检验。 

应从钻探、注浆实际完成情况与设计指标对比分析施工质量。 

采用物探手段探查治理区域是否存在异常区，有条件的矿井可对治理区进行治理前后物探探查，

为治理效果检验提供依据。 

按设计要求对治理区进行钻探验证，应从钻孔稳定涌水量、水压、水质、岩芯、裂隙充填情况等

方面综合分析效果。 

8 验收与总结 

每个钻孔注浆结束后，应对工程质量和原始资料验收，并提交单孔总结。主要内容包括：开孔、

终孔日期、下孔口管长度、出水层位、水量、水压、注浆深度、注浆时间、浆液配比、注浆量、注浆压

力、施工过程出现事故的处理和分析以及注浆质量评价等。 

工程竣工后,应编制工程竣工报告,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查，报告编制提纲参见附录 B。报告主

要内容如下: 

a) 工程设计情况； 

b) 钻孔施工情况,包括施工过程、施工工艺、孔斜、工程量及封孔情况等; 

c) 检查验证情况;  

d) 成果汇总与分析;  

e) 总结及效果评价; 

f) 存在问题及建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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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作面注浆改造与加固设计提纲 

A.1 工作面概况 

A.2 工作面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A.3 工作面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 

A.3.1 设计目的和原则 

A.3.2 钻孔布置 

A.3.3 钻孔结构 

A.3.4 钻探技术要求 

A.3.5 注浆系统 

A.3.6 注浆技术要求 

A.3.7 注浆结束标准 

A.4 安全技术措施 

A.5 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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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资料性） 

工作面注浆改造与加固竣工报告提纲 

B.1 工作面概况 

B.2 工作面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B.3 工作面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 

B.3.1 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设计概况 

B.3.1.1 设计原则 

B.3.1.2 工程布置 

B.3.1.3 钻孔结构 

B.3.1.4 钻探技术要求 

B.3.1.5 注浆结束要求 

B.3.1.6 附图、附表 

B.3.2 底板注浆改造与加固施工情况 

B.3.2.1 设计完成情况 

B.3.2.2 钻孔施工情况 

B.3.2.3 钻孔注浆情况 

B.3.2.4 钻探验证结果 

B.3.2.5 注浆验证结果 

B.4 效果分析评价 

B.5 存在问题和建议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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