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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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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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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科技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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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科技学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冀中能源峰峰集

团、冀中能源冀中股份公司、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淮河能源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尹尚先、连会青、李旗、徐斌、王世东、徐水松、张耀文、杨军辉、尹慧超、

张丐卓、王桦、夏向学、晏涛、李海君、曾一凡、孙波、冯海宁、黄辉、李建虎、常建良、王浩坤、李

军朝、王苏健、赵鹏飞、刘银波、杨策、徐耀标、乔顺兴、曹德龙、刘芳亮、张现辉、田干、王磊、张

广尧、宋德旺、姬战锁、申宝国、刘连柏、郭国强、梁满玉、刘钰鑫。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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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水害防治 

第 5 部分：老空水害防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空水害防治的一般规定、老空水探查、老空水治理及老空水预防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煤层采掘受老空水害威胁的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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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4157 水文地质术语 

GB/T 15663 煤矿科技术语 第1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GB/T 37807 露天煤矿井采采空区勘查技术规范 

GB/T 40130 煤矿专门水文地质勘查规范 

GB 51070 煤炭矿井防治水设计规范 

KA/T 1 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KA/T 7 煤矿水化学分析方法 

KA/T 22.2 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 第 2 部分：煤矿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63和GB/T 1415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老空区 goaf 

采空区、老窑和已经报废井巷的总称。 

 

老窑 old goaf 

开采时间久远，现已废弃的老空区总称。 

 

老空区积水量 water accumulation in goaf  

赋存于老空区的积水，由静态储水量以及动态补给量两部分构成。 

4 一般规定 

老空水探查、治理、预防是老空水防治主要内容，老空水害防治技术路线见图 1。 



KA/T XXXXX—202X 

2 

 

图1 老空水害防治技术路线图 

煤矿老空水害防治采取“疏放、隔离、转移、避让”等措施，探放采用“查全、探清、放净、验准”四

步工作法。 

生产矿井应对影响安全生产的自身及周边老空水的水压、水量等进行定期观测分析，并及时更新

图纸。 

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开展区域老空水害隐患普查和论证，受老空水影响的煤层按可采区、缓采区、

禁采区分区管理。 

5 老空水探查 

勘察 

5.1.1 访问调查与踏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老空水调查内容包括：老空区名称、开采层位、开采范围、停采时间、积水范围、积水深度、

积水量、老空水补给来源等情况，老窑还应调查建井时间、井筒位置、井田范围、关闭时间等，

调查内容应分别填绘老空水调查台账和矿井充水性图。 

b) 矿井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走访相关知情人，详细调查、收集老窑采掘形成的老空区平面和立体

分布资料，同时结合矿井采掘现状及与周边矿井图纸交换情况，针对采掘活动引起的地表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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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塌陷等岩移变化情况及老窑井口位置、工业场地、井口封闭情况等进行地面踏勘。地面

踏勘的技术要求按照 GB/T 37807 及 KA/T 22.2 规定执行。 

5.1.2 现场综合探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过收集资料和现场踏勘仍未能查明的老空区，采用物探方法探测老空区范围。地面物探应

结合地质、地形地貌条件、老空区和地层物性特征、干扰源特征等确定物探方法，井下物探应

根据探测目的、老空区属性等确定物探方法，具体技术方法应按照GB/T 40130及《煤矿地质工

作细则》中煤矿老空区现场探查要求执行。 

b) 对物探圈定的异常区应通过地面（井下）钻探进行验证。有条件可采用地面（井下）定向钻开

展大范围、长距离异常区探查验证。 

c) 当老空区积水来源不明时，应开展水化学分析，化学检测指标、水样采集处理、检测方法、检

测结果的整理和校核等按照KA/T 7的规定执行。取样时，应采取措施防范有毒有害气体。 

d) 根据矿井老空水查明程度，划定矿井老空积水线、探水线和警戒线，并绘制在矿井充水性图和

采掘工程平面图等图件上。老空探水“三线”确定依据见表1。 

表1 老空探水“三线”确定依据 

单位为米 

边界名称 确定方法 煤层软硬程度 
依靠调查 

分析判别 

有一定图纸资料作

参考 

可靠图纸资料作依

据 

探水线 由积水线平行外推 

松软 100~150 80~100 30~40 

中硬 80~120 60~80 30~35 

坚硬 60~100 40~60 30 

警戒线 由探水线平行外推  60~80 40~50 20~40 

5.1.3 老空区积水量估算按以下方法进行： 

老空区积水量估算应结合物探、钻探成果，确定积水区面积、采厚，巷道断面、长度、充水系数等

参数。积水量可按照公式（1）~公式（3）进行估算： 

 Q 积=Q 采+Q 巷   ······································································· (1) 

式中： 

Q 积——总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采——老空区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巷——巷道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采=ηMF/cosθ  ······································································· (2) 

式中： 

η——充水系数，老空区取 0.1~0.5，煤层巷道取 0.5~0.8，岩石巷道取 0.8~1.0，具体应参考各矿老

空区实际充填压实情况，确定充水系数； 

M——老空区平均采厚，单位为米（m）； 

F——积水区水平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θ——煤层倾角，单位为度（°）； 

其余符号同上。 

 Q 巷=ηWL 巷 ············································································ (3) 

式中： 

W——积水巷道断面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L 巷——积水巷道长度，单位为米（m）； 

其余符号同上。 

预测预报 

5.2.1 依据采掘工程布置分析老空积水对采掘工程的影响程度，明确探放水对象。 

5.2.2 根据积水量、矿井排水能力预计钻孔放水量、放水时间，确定临时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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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水 

5.3.1 探水工作程序由设计、施工以及评价三个阶段组成。 

5.3.2 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老空积水线、探水线及警戒线标绘范围，应“一场一设计、一孔一设计”，由煤矿防治水部

门编制老空探水设计，由施工队伍编制探水安全技术措施，并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 

b) 探水设计应包含探查区老空积水情况、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巷道参数等，探水钻孔孔组布置、

钻孔参数和探水设备，施工保障及安全技术措施等，施工用图表等。设计应满足《煤矿防治水

细则》及 KA/T 1 的规定。 

c) 有条件的矿井，可采用定向钻机开展长距离探水。 

d) 老空探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现场应严格落实和考核。探放老空水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参见附录 A。 

5.3.3 施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严格执行井下探水“三专”与“两探”要求，即由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探水设计，采用专用钻机进行

探水，由专职探水队伍施工，且应同时采用钻探、物探两种方法，做到相互验证，查清采掘工

作面及周边老空水情况。 

b) 井下探水施工应按照设计进行。 

c) 安装钻机、钻进过程中钻遇异常情况或预计有毒有害气体涌出的，应按《煤矿防治水细则》相

关规定处置。 

5.3.4 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探水应查明老空水位置、范围和水量。 

b) 探水结束后，应进行总结，对照探水设计分析评价探水效果。 

6 老空水治理 

治理原则 

6.1.1 根据老空积水量、水压、补给量、水质、矿井现有排水能力和放水后解放的煤炭资源量等因素

综合分析，选择“疏放、隔离、转移、避让”的治理方法。 

6.1.2 当老空有大量积水或者有稳定补给源时，应优先选择留设防隔水煤（岩）柱；当老空积水量较

小或者没有稳定补给源时，应优先选择超前疏干（放）方法；对于有潜在补给源的，应采取切断补给水

源或者修建防水闸墙等隔离措施。 

疏放 

6.2.1 巷道掘进前，应疏降（干）影响采掘安全的顶、底板及本煤层老空积水。当与上覆采空积水间

距小于 10 倍巷高时，或当与下伏承压采空积水间距小于安全隔水层厚度时，应在掘进前疏干（降）采

空区积水或采取其他的防治水措施。 

6.2.2 沿空掘进的下山巷道超前疏放相邻老空区积水的，在查明老空区积水范围、积水标高等情况后，

可实行限压（水压小于 0.01 MPa）循环放水，但应制定专门措施由煤矿总工程师审批。 

6.2.3 疏放水过程中应密切监测水量、水压等变化情况，结合排水系统能力，控制放水孔的水量，做

好通孔等防止钻孔堵塞措施，同时根据放水情况动态开展补探工作，尤其局部低洼处，确保疏干放净。 

6.2.4 疏放老空水时，预计可能发生瓦斯或其他有害气体涌出的，应设有瓦斯检查员或矿山救护队员

在现场值班，随时检查空气成分。若瓦斯或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有关规定，应立即停止钻进，切断电

源，撤出人员，并报告矿井调度室，及时处理。揭露老空未见积水的钻孔应及时封堵。 

6.2.5 放水结束后，对比放水量与预计积水量，无水源补给的，应达到疏干或积水位降至安全水位下；

有水源补给的，积水水位降至安全水位之下，放水量稳定至与补给水量达到动态平衡，并持续放水。 

6.2.6 上部老空水疏放结束后，应在积水底部及局部低洼处施工补充验证孔，保证施工到积水底部，

未达到疏放要求时，应编制补充方案，并再次验证。 

6.2.7 地测防治水部门提交工程效果评价报告，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审查验收。 

6.2.8 老空疏放水工程效果评价内容应包括物探钻探的验证情况、钻探施工质量、施工的安全保障情

况及放水全过程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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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6.3.1 依据老空积水及其威胁程度，按照《煤矿防治水细则》分类留设防隔水煤（岩）柱。 

6.3.2 对于无法查明或排除威胁的老空水且具备巷道截流隔离的，可建设防水闸墙，防水闸墙的设置

按照 GB 51070 的规定执行。修建防水闸墙应按照设计、施工和验收程序进行。 

转移 

井田范围存在不影响现采掘安全的老空区或其他储水空间时，如果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可采用转移

老空积水的方法，消除对采掘区域的威胁。 

7 老空水预防 

依据水害普查论证资料或水文地质报告编制老空水害预测图，并建立老空水害分析预测表，做到

一矿一图表。老空水害预测图以矿井充水性图为底图，对于已经准确判定的老空区边界，用实线标注；

对于资料不清、分析预测判定的老空区，用虚线标注。老空水害分析预测表应包括水害地点、水文地质

简述、预防及处理意见等信息，详细内容参见附录 B。 

留有泄水孔、观测孔的老空区，应对老空积水情况进行动态监测，监测内容包括水压、水量、水

温、水质、有害气体等；采用留设防隔水煤（岩）柱和防水闸墙措施隔离老空水的，还应对其安全状态

进行监测。当老空水量、水压出现骤增、骤减等异常情况时，应分析原因并采取应对措施。 

现有技术手段无法查明或排除老空水害威胁时，采掘布局设计可采取避让措施。 

煤炭企业、煤矿应制定包含老空水在内的水害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演练。 

煤炭企业、煤矿应确保防治水工程的资金投入。矿井中长期防治水规划及年度防治水计划应包含

老空水防治专项措施，经批准后列入安全投入计划，并组织实施。 

煤炭企业、煤矿应进行防治水知识教育和培训，对防治水专业人员进行新技术、新方法的再教育，

提高防治老空水的工作技能和有效处置水灾的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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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探放老空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主要内容 

A.1 探放水作业区域老空积水情况。包括老空积水范围、积水量、水头高度（水压）、补给量，老空与

上、下老空区、相邻积水区、地表河流、建筑物及断层构造的关系，积水区与含煤地层及上下含水层的

水力联系等，确定探水线。 

A.2 探放水区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A.3 探放水区巷道的布置、施工次序、规格和支护形式等。 

A.4 探放水钻孔组数、个数、孔径、方位、倾角、深度，套管长度、壁厚，施工技术要求及采用的超

前距与帮距。 

A.5 探放水施工设备、钻具等。 

A.6 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包括钻机运输安装、钻探操作的安全措施、受老空水等威胁地区信号

联系和避灾路线的确定、施工现场的通风措施和瓦斯检查制度、防灭火措施、钻孔放水措施、通讯方法

和工具、机电管理及避灾路线等，强化探放水作业管控应当安装视频监控监督探放水作业全过程。 

A.7 防排水设施，如水闸门、水闸墙及水仓、水泵、管路和水沟等，排水系统能力、排水设备的维护、

泄水线路的清理制度等。 

A.8 施工工程图件。老空水体位置、老空积水区与现采掘工作面的关系图、探放水钻孔布置的平面图、

剖面图及钻孔施工位置图、避灾路线图等。 

A.9 探放水安全技术措施。包括孔口管的安装与固定、安装探水钻机的技术要求、探水施工中的技术

要求、一般措施等。 

A.10 发生透水事故的应急措施。包括应急处置基本原则、避水灾害路线、现场人员的避灾方法、应急

救援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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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老空水害分析预测表 

表B.1 老空区水害分析预测表（范文示例） 

XXX煤矿采掘工作面老空水害分析预测表 

序号 
预测水害

地点 
施工队 

工作面上

下标高 

煤层 

采掘时间 
水文地质

简述 

预防及处

理意见 
责任单位 备注 

名称 厚度 倾角 

1            

2            

……            

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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