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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富水岩溶矿床开采过程中，矿井的突水、涌水事故严重威胁着矿区的安全生产，制约着矿区的经济发展，实
施防治水工程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对矿床充水条件、岩溶导水带特点和岩溶矿床水害特点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实
施防治水工程应采取的勘察与施工的技术手段和工艺措施，对类似地下水防治工程的实施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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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合山煤田位于广西合山市境内，煤田南北长 ３０

ｋｍ，东西宽 ８ ～１２ ｋｍ，含煤面积 ２６４ ｋｍ２ ，探明的地
质储量 ６畅６５亿 ｔ，是广西最大的煤田，煤炭产量曾达
到 ２５０万 ｔ／年。 珠江干流———红水河由西向东切入
煤田，经鹅滩、马滩、十五滩和那岭滩流出矿区，沿途
切割了煤田主要含水层，流程约 ２５畅３ ｋｍ，流量 ２７５
～１８８００ ｍ３ ／ｓ，流出煤田后 ８畅５ ｋｍ即为在建的桥巩
水电站坝址（见图 １）。
合山煤田已有百年的开采史，累计采煤 ８５００ 万

ｔ。 解放后开采规模逐年扩大，开采深度也逐渐加
深，采区逐渐靠近红水河，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骨干矿井和新建矿井都在邻近红水河的地方，地下
水危害也越来越大，常因大量涌水或突水事故而不
能正常生产。

桥巩水电站正常蓄水位 ８４ ｍ（黄海高程），装机
容量 ４８０ ＭＷ。 水电站正常蓄水后，库区内的十五
滩、马滩和鹅滩将长期处于淹没状态，矿井突水可能
性大增，涌水量也将更大。 经调查论证，电站浸没诱
发的全矿区矿井涌水量增幅为 １２畅３１％ ～１４畅８４％，
各矿井涌水量增量为 ２％ ～２４％，全矿区平均增量
约 １４畅３３％。 图 １ 合山煤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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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电站蓄水对煤田安全生产的影响，合山
矿务局投资 ６０００多万元实施煤田防治水工程。

2　合山煤田矿床充水条件
合山煤田矿床处于合山向斜中，为多元结构的

岩溶承压含水系统。 矿床主要的充水含水岩层为
Ｐ２h１ ＋Ｐ１m２

岩层，岩溶强发育，属承压含水岩层。
煤田外围发育有多条地下岩溶管道系统，煤田内分
布有东矿—马滩深部径流带。 充水含水层中强岩溶
发育带以网络状相通。 区内的地下水以裂隙、溶洞
水为主，岩溶水的补给来源充沛，有大量的外围地下
水、红水河补给，尚有老空水和老窑水潜在补给。 地
下水的赋存与运移，均围绕着这些岩溶管网系统进
行；使煤田区内地下水构成具有内、外相关，相互联
系密切，具有统一水力联系的岩溶含水系统。

煤田内沿煤层倾向和走向发育多达几十条岩溶

导水条带，并互相交织成网格状（如图 ２）。 岩溶导
水条带类型有 ３ 种：一是大型溶洞或称岩溶管道
（溶洞高度一般 １ ～５ ｍ，少数 ５ ～１５ ｍ，个别大于 ２０
ｍ）；二是小型溶洞集中发育带或称岩溶强发育带，
即在数米或数十米范围内分布有多个小溶洞（溶洞
高度一般为数十厘米，个别大于 １ ｍ）；三是岩溶裂
隙集中发育带，即在数米或数十米范围内分布有众
多的溶蚀裂隙，裂隙宽度一般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其
中也可能分布有小型或中型溶洞。

图 ２　马滩段导水带分布示意图

3　合山煤田井下水害特点
经调查，煤田各矿井自始至终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水害问题。 截止 ２００４ 年，因井下采煤引发的矿井
突水点约有 ３２６ 处，突水量由每小时数立方米到
３４００ ｍ３ ／ｈ，淹没采区或矿井等透水事故也高达 ２４
次之多，井下水害有以下特点。
3．1　大流量突水引发井下透水事故

合山煤田已发生 ２４次淹没采区或矿井事故，淹
没的主要原因有：（１）降雨灌入；（２）老塘溃水；（３）
电厂灰场溃水；（４）排水设备故障或防水措施不当；
（５）溶洞或导水带突水；（６）与红水河有关的岩溶通
道突水。 由（５）、（６）造成的淹井事故约占总数的
３７畅５％，其它淹井事故则由降雨和人为原因造成。
随着矿井的南移，与红水河有关的溶洞或导水带的
大型突水将占主导地位。
3．2　突水流量动态与开采深度有关

（１）枯水位以上突水，受季节性变化影响显著。
此类突水多处于煤田浅部至外缘岩溶潜水区的过渡

地带，该带矿井距补给源较近，补给带地下岩溶特别
发育，溶洞规模大，地下水补给径流通道畅通，一旦
遭遇暴雨的袭击，雨水即通过强发育的地表岩溶、裂
隙通道和冒落裂隙迅速进入矿井中，形成季节性的
井下突水或涌水现象。

（２）过渡带突水。 即从地下水枯水位至标高 ３０
ｍ水平之间，四煤底板以下岩溶强发育，地下水径流
畅通，相应的突水点常年涌水，流量季节性变化明
显，但变化程度随深度的增大而减小。 这类突水由
于与承压水补给边界较近，边界补给作用较强，突水
点涌水量普遍较大。

（３）深部溶蚀裂隙及溶洞突水。 该类突水通常
指标高 ３０ ｍ水平以下，充水含水层介质以溶蚀裂隙
与小型岩溶管道系统为主，充水含水岩层水头压力
均在 ７０ ｍ以上，在高压水头作用下，岩溶水冲破溶
蚀裂隙或溶洞充填物或残留煤层而突入井中。

4　防治方案分析
合山煤田是大水岩溶矿床，矿井涌水的主要来

源是岩溶水，而对矿井生产影响最大的是大型溶洞
或岩溶管道的集中突水。 突水量大且来势凶猛的危
险性突水主要是与红水河贯通的岩溶管道的突水，
常造成淹井事故。 因此，封堵或堵截岩溶管道是防
治水的根本。 红水河的三滩一处河段总长约为
１０畅２７ ｋｍ，是桥巩水电站蓄水的浸没影响带，也是红
水河与煤矿间相互影响的河段，是该煤田防治水工
程治理的基本区段；鹅滩、马滩和十五滩因其河床直
接切割煤系含水岩层，河水对煤矿的影响更强，是防
治水工程的重点区段。 防治水工程方案可归纳为以
下 ３种。
4．1　岩溶导水带全断面堵截方案

在三滩一处红水河左岸渗漏通道源头地带查找

岩溶导水带，堵截沟通红水河与矿井水力联系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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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管道，形成类似帷幕阻水的小断面截水墙，在岩溶
强弱分布的长断面上组成不连续截水断面，实现阻
断渗漏通道目的，从而达到防止河水倒灌或减少倒
灌补给量的目的。 其投资概算为 ９８９０万元。
4．2　重点岩溶导水带堵截方案

为了实现工程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又能达到保
护重点地段和重点矿井的目的，故只堵截与重点地
段和重点矿井有关的主要岩溶导水带。 其投资概算
为 ５６７５畅４７万元。
4．3　岩溶导水带堵截与地面局部铺盖方案

小煤窑开采已把河岸破坏成千疮百孔，洪水期
可见河水灌入窿口，在局部滩面河水集中灌入岩溶
导水带的地段进行局部铺盖封堵有一定的辅助效

果，故在进行岩溶导水带堵截的同时，结合地段条件
实施局部地面铺盖或封堵，可提高防治水工程的有
效性。 其投资概算介于第一、二方案之间。

经过对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对比，第二治理方案
投资大幅降低，重点地段、重点矿井经济效益高，且
发展后劲充足，符合合山煤矿发展规划的需要，故确
定采取第二方案进行防治。

5　防治水工程技术
5．1　堵截工程布置

堵截断面布置在红水河“三滩一处”岸边地带
的 Ｐ２d隔水层中，断面上段必须与承压含水层顶板
隔水层（Ｐ２d）完好衔接，衔接高度≮１０ ｍ。 断面垂
直于地下水流方向，并尽量避开采空区。 堵截控制
深度一般为目的层以下 ４０ ～６０ ｍ。 工程布置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十五滩段导水带堵截工程布置示意图

5．2　核心技术问题
根据煤田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地下水防治需要

解决的核心技术问题包括 ３个方面：
（１）如何准确地查找岩溶导水带，确定岩溶导

水带平面分布和空间位置及其基本特征；
（２）如何封堵或堵截岩溶导水带；
（３）钻探、孔内物探与封堵工作如何统筹安排。

5．3　岩溶导水带勘查技术
5．3．1　地面物探

地面物探的目的是初步查明封堵断面上岩溶通

道、岩溶破碎带、岩溶裂隙的分布位置、规模与特点，
为布置勘探孔和防治施工钻孔提供依据。 根据物理
探测理论，结合国内探测实践经验，采用常规对称四
极电测深法、单通道高密度的温纳装置和矩形三极
装置法、多通道超高密度等 ３种直流电法进行比对，
结果表明采用高密度三极装置视电阻率断面法及其

提取的联合剖面及高密度温纳装置反演法，判别岩
溶导水带大致位置是可行的。
5．3．2　钻探勘察
5．3．2．1　钻孔布置

（１）钻孔布置在经初步论证的强岩溶导水带的
经过部位。

（２）对具体的强岩溶导水带勘探时，依据强岩
溶导水带规模及其对相应矿井的影响程度布置钻

孔。 对于一般性导水带，宜按 ２ ～３孔／条布设；对规
模大、对矿井影响大、且为重点治理地段的强岩溶导
水带，为精确查明导水带的特征参数，勘探钻孔数不
少于 ４个，并形成连续断面布置。

（３）勘探线垂直于地下水流方向布设，为查明
导水带准确位置的钻孔间距为 ４０ ｍ，一般性的勘探
孔间距按不大于 ８０ ｍ布置。
5．3．2．2　钻孔深度

一般情况下，要求探测 Ｐ２h１ 的钻孔进入 Ｐ２h１

层位 ４０ ～６０ ｍ；要求探测 Ｐ１m的钻孔，进入 Ｐ１m层
位不应少于 ６０ ｍ，以连续 １０ ｍ 内，岩心无明显的溶
蚀现象为终孔标准。
5．3．3　对孔透视（ＣＴ）

进行对孔 ＣＴ透视的目的在于判明勘探孔或封
堵施工孔间岩溶分布情况。 首先在岩溶导水通道两
侧各布一个钻孔，形成间距为 ４０ ｍ 的对孔，孔深超
过导水带底板深度 ２０ ｍ，然后进行孔内 ＣＴ透视，确
认导水带的具体位置、规模与特征，接着再用钻孔验
证透视结果。
经过地面物探、钻探和对孔 ＣＴ透视，可准确地

确定岩溶导水带位置和分布形态。
5．4　岩溶导水带封堵技术

合山煤田区内存在 ３ 种类型的岩溶导水带，不
同类型的导水带其水流条件和空间状态均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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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应采取不同的封堵技术。
5．4．1　大型溶洞封堵技术

大型溶洞（岩溶管道）不仅空间大，且往往存在
类似于地表河中的快速流，任何浆液要克服动力水
的稀释作用和浆液的快速迁移都显得十分困难。 采
用投料回填，增加水流阻力，将自由流和管道流转变
为孔隙流和慢速流，为灌注浆液创造条件是十分必
要的。 因此，对大型溶洞采用先封堵回填后注浆密
实是最合理的方法。 该方法是指对已揭露的溶洞，
首先进行投料回填，然后在回填料中打管注浆充填
和固结，达到防治水目的。
5．4．1．1　封堵回填技术措施

由大溶洞组成的大型岩溶通道往往呈不规则

状，并有一定延伸方向。 若从单一钻孔中向洞内投
注骨料，在缺乏水动力或水动力不足条件下，多数骨
料将在自重作用下堆积于钻孔附近形成锥形堆积

体，当堆积到顶板附近时投料将变得十分困难。 在
溶洞周边和顶板附近就会存在无法充填的空间和死

角，要实现溶洞大范围的充盈难度较大，应采取以下
技术措施：

（１）对大型溶洞投料回填，应根据洞体的规模
和填料的自然堆角布置多个回填孔，进行多孔回填，
以确保充盈度。

（２）在地下水为慢速流或静水环境条件下，应
采取混水投料回填法，跟水量宜大于 ５０ ｍ３ ／ｈ，有利
于填料扩散和预防堵孔；回填过程随着回填面的上
升，采用孔内冲压方法给料体施加外力有利于填料
的扩散。

（３）为顺利投料，减少堵孔现象的发生，填料通
道部分钻孔直径宜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

（４）顶部回填可采用下管灌注回填，即将灌注
管下入到洞顶与填料顶面之间，管上端通过三通与
水源或水泵连接，采用较小粒径的填料，投料时一边
通水一边慢速投料，并上下串动灌注管。 或直接通
过灌注管灌入稠度较大的水泥砂浆封顶。

（５）填料采用河卵石最有利于回填和扩散。
5．4．1．2　注浆技术

（１）注浆浆液：一般情况下，先注水泥砂浆，待
凝后原位钻孔注水泥浆；水泥砂浆强度≮２０ ＭＰａ，
配合比一般为水泥∶砂∶水＝１∶１∶０畅４ ～０畅５，砂
为粒径≯２畅５ ｍｍ 的中细砂；水泥浆水灰比为 １、
０畅８、０畅６，视吸浆量大小变换水灰比。

（２）注浆方法：由于回填料松散、孔隙率大，且
缺乏足够的盖重层，因此注水泥砂浆可采用打管充

填注浆和上行式分段注浆法。 注水泥浆时采用下行
式分段注浆法，便于下段采用较大的注浆压力。

（３）注浆次序：若溶洞规模较大采取多孔注浆
时，则应遵循逐渐加密原则，按 ２ 个或 ３ 个次序进
行。
5．4．2　小型溶洞集中发育带封堵技术

由于小型溶洞高度都在几十厘米左右，不具备
投料回填条件，灌注水泥砂浆或细骨料混凝土进行
封堵是可行的方法。 其技术要点如下：

（１）钻孔直径应大于 １３０ ｍｍ，以便使用较大的
灌浆管。

（２）采用专用砂浆泵灌注。
（３）为使砂浆或混凝土具有较好的可灌性和取

得较大的扩散半径，可在浆液中添加适量的粉煤灰
（２０％～３０％），为了减少浆液被地下水稀释离析，
可添加适量的速凝剂（如水玻璃，加量为水泥质量
的 ５％～１０％）。

（４）细骨料混凝土坍落度应为 １８ ～２０ ｃｍ，砂浆
配合比为水泥∶砂∶水＝１∶１∶０畅４ ～０畅５。
5．4．3　岩溶裂隙发育带注浆技术

（１）注浆浆液：岩溶裂隙发育带，裂隙宽度一般
数厘米至数十厘米，注浆过程可先灌注浓水泥粘土
浆或水泥砂浆等混合浆液，单位注入量明显减少时
改注常规水泥浆液。

（２）注浆方法：下行式分段注浆，段长 ２ ～３ ｍ，
段顶卡塞纯压式注浆，待凝后再向下钻孔。
5．4．4　注浆控制
5．4．4．1　注浆压力控制

灌浆压力是灌注状态的客观反映。 合理的灌浆
压力可使岩溶通道有较好的充盈度，结石体才有较
高的密度和强度，满足抗压抗渗要求。 但岩溶导水
带注浆主要为充填注浆，为控制浆液的过度漏失，注
浆压力不宜过大。 实践证明，由于岩溶导水带可灌
性好，注浆压力取静止水头的 ２ ～２畅５ 倍，注浆质量
是有保证的。
5．4．4．2　注浆量控制

注浆量是一个与注浆过程、地层条件、浆液流变
性和注浆压力相关的参数。 浆液注入量对大型导水
带尤为重要，这些大型导水带所需的注入量往往都
很大，因此在注浆前需对注入量有个比较准确的估
算，以免因盲目限制注入量而影响灌浆质量。
注浆量的控制原则是：当注入的浆液为有效注

浆时，不应控制注入量的大小；当注入的浆液过度流
失时，则应采取浓浆、低压、限流、限量、间歇注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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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时间控制等技术措施进行控制。
5．4．4．3　注浆结束标准

在规定的压力下，吸浆量＜５０ Ｌ／ｍｉｎ，或当单位
吸浆量＜０畅５ Ｌ／ｍｉｎ时再延续灌浆３０ ｍｉｎ，即可结束
灌浆。
5．5　施工流程

鉴于无论是勘察孔或是注浆孔，只要发现了岩
溶导水带，都要同时完成钻孔、孔内探测（ＣＴ）和注
浆（封堵）等 ３项不同的工作，而这三项工作对孔内
环境条件的要求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触。 不合理
的工作流程将会使工作变得纷繁复杂，工作效率低；
反之则有利于各工作之间的流水更顺畅，工作效率
更高。 因此正确处理各项工作之间的流水关系至关
重要。
5．5．1　“钻孔—孔内探测—注浆”流程

钻遇不稳定地层特别是大溶洞时，为确保钻孔
作业安全和孔壁稳定，往往需要采用套管护壁，而孔
内物理探测不允许孔内存在磁性物质，若按“钻
孔—孔内探测—注浆”的顺序开展施工，则必需进
行以下附加工作：

（１）进行探测前必需将套管提出孔外，为了避
免提出套管后孔壁失稳造成钻孔回填，又必需在提
出套管前下入 ＰＶＣ 管护壁，若孔壁严重失稳，则存
在 ＰＶＣ管被挤压而变形甚至折断风险，孔内探测难
以进行。

（２）即使能顺利完成孔内物理探测，则在注浆
前必需提出 ＰＶＣ 管；提出 ＰＶＣ 管后存在钻孔回填
的可能，如此必需进行扫孔清渣，甚至需要重新下入
套管护壁，在注浆阶段则要边注浆边起拔套管。
5．5．2　“钻孔—封堵—钻孔—封堵—孔内探测”流
程

这一流程是指每钻遇一段需要使用套管护壁的

不稳定层或岩溶导水带，即先行对其进行封堵（注
浆），然后继续钻孔，如此反复直至终孔。 最后进行
孔内探测和必要的注浆。 这样可以避免上述的种种
弊端，使工作更简化、更流畅，效率更高。
5．6　封堵效果监测和检验方法
5．6．1　地下水动态观测

在煤田范围内共布置了 ４８个包括红水河水位、

钻孔水位、矿井水位等水位监测点，在工程实施期间
开展煤田区域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工作。 通过对地
下水动态的变化，如水位抬高、动态变缓、对河水反
应滞后等特征进行分析，即可初步判断防治水工程
的堵截效果。
5．6．2　简易压水试验

通过封堵前、后的压水试验结果进行检验，当试
验的岩体透水率＜５ Ｌｕ时，表明灌注成功。
5．6．3　钻孔透视（ＣＴ）检测

通过钻孔透视检验岩层中的裂隙和溶洞的充填

程度，在一般情况下，封堵后断面处不应该再有明显
的储水空间。 同时依据注浆结石体同周围岩石或充
水溶洞物性指标有相当差异的原理，透视也可以判
断封堵充盈的范围与充盈程度。
5．6．4　矿井排放水试验

选择合适的矿井进行非稳定流排水试验，利用
已有钻孔、矿井或新设钻孔作为观测孔，观测区域地
下水动态，绘制 s －ｌｇt曲线，根据 s －ｌｇt曲线的特性
判断封堵效果。

6　结语
（１）本次工程对查明的岩溶导水带实施了堵

截，通过地下水动态观测、简易压水试验和孔内透视
结果判断，堵截效果良好；矿井排水试验正在筹备
中，相信会取得满意的结果。

（２）富水岩溶矿床开采过程中，矿井的突水、涌
水事故严重威胁着矿区的安全生产，实施防治水工
程是不可避免的。

（３）实施岩溶地下水防治工程，准确查找岩溶
导水带是成功的前提和关键。 采取适用的综合的勘
察和施工技术是取得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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