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

程〉第二编第六章防治水部分条款的决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7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编第六章防治水部分条款的决定》

已经 2011 年 1 月 17 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局长 骆琳

二○ 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第二百五十一条修改为：“煤矿企业、矿井应当配备满足工作需要的防

治水专业技术人员，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建立专门的探放水作业队伍，建立健

全防治水各项制度，装备必要的防治水抢险救灾设备。”

二、第二百五十二条修改为：“煤矿企业、矿井应当编制本单位的防治水中

长期规划（5-10 年）和年度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煤矿企业、矿井应当对矿井水文地质类型进行划分，定期收集、调查和核

对相邻煤矿和废弃的老窑情况，并在井上、下工程对照图和矿井充水性图上标出

其井田位置、开采范围、开采年限、积水情况。矿井应当建立水文地质观测系统，

加强水文地质动态观测和水害预测分析工作。”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三款：“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矿井应当每月至

少开展 1次水害隐患排查及治理活动，其他矿井应当每季度至少开展 1次水害隐

患排查及治理活动。”

三、第二百五十四条修改为：“煤矿企业、矿井应当查清矿区及其附近地面

河流水系的汇水、渗漏、疏水能力和有关水利工程等情况；了解当地水库、水电

站大坝、江河大堤、河道、河道中障碍物等情况；掌握当地历年降水量和最高洪

水位资料，建立疏水、防水和排水系统。”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二款：“煤矿企业、矿井应当建立灾害性天气预警和

预防机制，加强与周边相邻矿井的信息沟通，发现矿井水害可能影响相邻矿井时，

立即向周边相邻矿井进行预警。”

四、第二百五十五条修改为：“矿井井口和工业场地内建筑物的地面标高必

须高于当地历年最高洪水位；在山区还必须避开可能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

害危险的地段。

“矿井井口及工业场地内主要建筑物的地面标高低于当地历年最高洪水位

的，应当修筑堤坝、沟渠或者采取其他可靠防御洪水的措施。不能采取可靠安全

措施的，应当封闭填实该井口。”

五、第二百五十六条修改为：“当矿井井口附近或者开采塌陷波及区域的地

表有水体时，必须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禁开采和破坏煤层露头的防隔水煤（岩）柱。

“（二）在地表容易积水的地点，修筑泄水沟渠，或者建排洪站专门排水，

杜绝积水渗入井下。

“（三）当矿井受到河流、山洪威胁时，修筑堤坝和泄洪渠，有效防止洪水

侵入。

“（四）对于排到地面的矿井水，妥善疏导，避免渗入井下。

“（五）对于漏水的沟渠（包括农田水利的灌溉沟渠）和河床，及时堵漏或

者改道。地面裂缝和塌陷地点及时填塞。进行填塞工作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防止人员陷入塌陷坑内。

“（六）当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煤矿安全时，及时撤出受威胁区

域的人员，并采取防止滑坡、泥石流的措施。”

六、第二百五十七条修改为：“严禁将矸石、炉灰、垃圾等杂物堆放在山洪、

河流可能冲刷到的地段，防止淤塞河道、沟渠。”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二款：“煤矿发现与矿井防治水有关系的河道中存在

障碍物或者堤坝破损时，应当及时清理障碍物或者修复堤坝，并报告当地人民政

府相关部门。”



七、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使用中的钻孔，应当安装孔口盖。报废的钻

孔应当及时封孔，并将封孔资料和实施负责人的情况记录在案、存档备查。”

八、第二百五十九条修改为：“相邻矿井的分界处，应当留防隔水煤（岩）

柱。矿井以断层分界的，应当在断层两侧留有防隔水煤（岩）柱。

“防隔水煤（岩）柱的尺寸，应当根据相邻矿井的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

煤层赋存条件、围岩性质、开采方法以及岩层移动规律等因素，在矿井设计中确

定。

“矿井防隔水煤（岩）柱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并通报相邻矿井。严禁

在各类防隔水煤（岩）柱中进行采掘活动。”

九、第二百六十条修改为：“在采掘工程平面图和矿井充水性图上必须标绘

出井巷出水点的位置及其涌水量、积水的井巷及采空区的积水范围、底板标高和

积水量等。在水淹区域应当标出探水线的位置。”

十、第二百六十一条修改为：“每次降大到暴雨时和降雨后，应当有专业人

员分工观测井上积水情况、洪水情况、井下涌水量等有关水文变化情况以及矿区

附近地面有无裂缝、老窑陷落和岩溶塌陷等现象，并及时向矿调度室及有关负责

人报告，并将上述情况记录在案、存档备查。”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二款：“情况危急时，矿调度室及有关负责人应当立

即组织井下撤人，确保人员安全。”

十一、第二百六十二条修改为：“受水淹区积水威胁的区域，必须在排除积

水、消除威胁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如果无法排除积水，开采倾斜、缓倾斜煤层

的，必须按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中有

关水体下开采的规定，编制专项开采设计，由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后，方可

进行。”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二款：“严禁在水体下、采空区水淹区域下开采急倾

斜煤层。”

十二、第二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在未固结的灌浆区、有淤泥的废弃井巷、

岩石洞穴附近采掘时，应当按照受水淹积水威胁进行管理，并执行本规程第二百

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条、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



十三、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开采水淹区域下的废弃防隔水煤柱时，应

当彻底疏干上部积水，进行可行性技术评价，确保无溃浆（沙）威胁。严禁顶水

作业。”

十四、第二百六十五条修改为：“井田内有与河流、湖泊、溶洞、含水层等

存在水力联系的导水断层、裂隙（带）、陷落柱等构造时，应当查明其确切位置，

按规定留设防隔水煤（岩）柱，并采取有效的防治水措施。”

十五、第二百六十六条修改为：“采掘工作面或其他地点发现有煤层变湿、

挂红、挂汗、空气变冷、出现雾气、水叫、顶板来压、片帮、淋水加大、底板鼓

起或产生裂隙、出现渗水、钻孔喷水、底板涌水、煤壁溃水、水色发浑、有臭味

等透水征兆时，应当立即停止作业，报告矿调度室，并发出警报，撤出所有受水

威胁地点的人员。在原因未查清、隐患未排除之前，不得进行任何采掘活动。”

十六、第二百六十七条修改为：“矿井采掘工作面探放水应当采用钻探方法，

由专业人员和专职探放水队伍使用专用探放水钻机进行施工。同时应当配合其他

方法（如物探、化探和水文地质试验等）查清采掘工作面及周边老空水、含水层

富水性以及地质构造等情况，确保探放水的可靠性。”

十七、第二百六十八条修改为：“煤层顶板有含水层和水体存在时，应当观

测垮落带、导水裂缝带、弯曲带发育高度，进行专项设计，确定安全合理的防隔

水煤（岩）柱厚度。当导水裂缝带范围内的含水层或老空积水影响安全掘进和采

煤时，应当超前进行钻探，待彻底疏放水后，方可进行掘进回采。”

十八、第二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开采底板有承压含水层的煤层，应当保证

隔水层能够承受的水头值大于实际水头值，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安全技术措施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查，报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审

批。”

十九、第二百七十条修改为：“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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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采用疏水降压、注浆加固底板和改造含水

层或充填开采等措施，并进行效果检测，保证隔水层能够承受的水头值大于实际

水头值，有效防止底板突水。

“上述措施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查，报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二十、第二百七十一条修改为：“矿井建设和延深中，当开拓到设计水平时，

只有在建成防、排水系统后，方可开始向有突水危险地区开拓掘进。”

二十一、第二百七十二条修改为：“煤系顶、底部有强岩溶承压含水层时，

主要运输巷和主要回风巷应当布置在不受水威胁的层位中，并以石门分区隔离开

采。”

二十二、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在其他有突水危险的采掘区域，

应当在其附近设置防水闸门；不具备设置防水闸门条件的，应当制定防突水措施，

由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删除本条第四款。

二十三、第二百七十五条修改为：“井筒穿过含水层段的井壁结构应当采用

有效防水混凝土或设置隔水层。”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二款：“井筒淋水超过每小时 6m3 时，应当进行壁后

注浆处理。”

二十四、第二百七十七条修改为：“立井基岩段施工时，对含水层数多、含

水层段又较集中的地段，应当采用地面预注浆。含水层数少或含水层数分散的地

段，应当在工作面进行预注浆，并短探、短注、短掘。”

二十五、第二百七十八条修改为：“矿井应当配备与矿井涌水量相匹配的水

泵、排水管路、配电设备和水仓等，确保矿井排水能力充足。

“矿井井下排水设备应当满足矿井排水的要求。除正在检修的水泵外，应当

有工作水泵和备用水泵。工作水泵的能力，应当能在 20h 内排出矿井 24h 的正常

涌水量（包括充填水及其他用水）。备用水泵的能力应当不小于工作水泵能力的

70％。检修水泵的能力，应当不小于工作水泵能力的 25％。工作和备用水泵的

总能力，应当能在 20h 内排出矿井 24h 的最大涌水量。

“排水管路应当有工作和备用水管。工作排水管路的能力，应当能配合工作

水泵在 20h 内排出矿井 24h 的正常涌水量。工作和备用排水管路的总能力，应当

能配合工作和备用水泵在 20h 内排出矿井 24h 的最大涌水量。

“配电设备的能力应当与工作、备用和检修水泵的能力相匹配，能够保证全

部水泵同时运转。”



二十六、第二百八十条修改为：“矿井主要水仓应当有主仓和副仓，当一个

水仓清理时，另一个水仓能够正常使用。

“新建、改扩建矿井或者生产矿井的新水平，正常涌水量在 1000m3 /h 以

下时，主要水仓的有效容量应当能容纳 8h 的正常涌水量。

“正常涌水量大于 1000m3 /h 的矿井，主要水仓有效容量可以按照下式计

算：

Ｖ＝2（Q+3000）

式中 V—主要水仓的有效容量，m3；

Q—矿井每小时的正常涌水量，m3。

“采区水仓的有效容量应当能容纳 4h 的采区正常涌水量。

“水仓进口处应当设置箅子。对水砂充填和其他涌水中带有大量杂质的矿井，

还应当设置沉淀池。水仓的空仓容量应当经常保持在总容量的 50%以上。”

二十七、第二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新建矿井揭露的水文地质条件比地质报

告复杂的，应当进行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及时查明水害隐患，采取可靠的安全防

范措施。井下探放水应当采用专用钻机、由专业人员和专职探放水队伍进行施

工。”

二十八、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井筒开凿到底后，应当先施工永久排水

系统。永久排水系统应当在进入采区施工前完成。在永久排水系统完成前，井底

附近应当先设置具有足够能力的临时排水设施，保证永久排水系统形成之前的施

工安全。”

二十九、第二百八十四条修改为：“井下采区、巷道有突水或者可能积水的，

应当优先施工安装防、排水系统，并保证有足够的排水能力。”

三十、第二百八十五条修改为：“矿井应当做好充水条件分析预报和水害评

价预报工作，加强探放水工作。



“探放水应当使用专用钻机、由专业人员和专职队伍进行设计、施工，并采

取防止瓦斯和其他有害气体危害等安全措施。探放水结束后，应当提交探放水总

结报告存档备查。

“探水孔的布置和超前距离，应当根据水压大小、煤（岩）层厚度和硬度以

及安全措施等，在探放水设计中作出具体规定。探放老空积水最小超前水平钻距

不得小于 30m ，止水套管长度不得小于 10m 。”

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第四款：“在地面无法查明矿井全部水文地质条件和充

水因素时，应当采用井下钻探方法，按照有掘必探的原则开展探放水工作，并确

保探放水的效果。”

三十一、第二百八十六条修改为：“采掘工作面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当

立即停止施工，确定探水线，由专业人员和专职队伍使用专用钻机进行探放水，

经确认无水害威胁后，方可施工：

“（一）接近水淹或可能积水的井巷、老空或相邻煤矿时。

“（二）接近含水层、导水断层、溶洞和导水陷落柱时。

“（三）打开隔离煤柱放水时。

“（四）接近可能与河流、湖泊、水库、蓄水池、水井等相通的断层破碎带

时。

“（五）接近有出水可能的钻孔时。

“（六）接近水文地质条件不清的区域时。

“（七）接近有积水的灌浆区时。

“（八）接近其他可能突水的地区时。”

三十二、第二百八十七条修改为：“对于煤层顶、底板带压的采掘工作面，

应当提前编制防治水设计，制定并落实开采期间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三十三、第二百八十八条修改为：“井下探放水应当使用专用钻机、由专业

人员和专职队伍进行施工。严禁使用煤电钻等非专用探放水设备进行探放水。探

放水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安装钻机进行探水前，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加强钻孔附近的巷道支护，并在工作面迎头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

“（二）清理巷道，挖好排水沟。探水钻孔位于巷道低洼处时，配备与探放

水量相适应的排水设备。

“（三）在打钻地点或其附近安设专用电话，人员撤离通道畅通。

“（四）依据设计，确定主要探水孔位置时，由测量人员进行标定。负责探

放水工作的人员必须亲临现场，共同确定钻孔的方位、倾角、深度和钻孔数量。”

三十四、第二百八十九条修改为：“在预计水压大于 0.1MPa 的地点探水时，

应当预先固结套管，在套管口安装闸阀，进行耐压试验。套管长度应当在探放水

设计中规定。预先开掘安全躲避硐，制定包括撤人的避灾路线等安全措施，并使

每个作业人员了解和掌握。”

三十五、第二百九十条修改为：“钻孔内水压大于 1.5MPa 时，应当采用反

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并制定防止孔口管和煤（岩）壁突然鼓出的措施。”

三十六、第二百九十一条修改为：“在探放水钻进时，发现煤岩松软、片帮、

来压或者钻眼中水压、水量突然增大和顶钻等透水征兆时，应当立即停止钻进，

但不得拔出钻杆；现场负责人员应当立即向矿井调度室汇报，立即撤出所有受水

威胁区域的人员到安全地点。然后采取安全措施，派专业技术人员监测水情并进

行分析，妥善处理。”

三十七、第二百九十二条修改为：“探放老空水前，应当首先分析查明老空

水体的空间位置、积水量和水压等。探放水应当使用专用钻机，由专业人员和专

职队伍进行施工，钻孔应当钻入老空水体最底部，并监视放水全过程，核对放水

量和水压等，直到老空水放完为止。

“探放水时，应当撤出探放水点以下部位受水害威胁区域内的所有人员。

“钻探接近老空水时，应当安排专职瓦斯检查员或者矿山救护队员在现场值

班，随时检查空气成分。如果瓦斯或者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有关规定，应当立

即停止钻进，切断电源，撤出人员，并报告矿井调度室，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三十八、第二百九十三条修改为：“钻孔放水前，应当估计积水量，并根据

矿井排水能力和水仓容量，控制放水流量，防止淹井；放水时，应当设有专人监

测钻孔出水情况，测定水量和水压，做好记录。如果水量突然变化，应当立即报

告矿调度室，分析原因，及时处理。”

三十九、第二百九十四条修改为：“排除井筒和下山的积水及恢复被淹井巷

前，应当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防止被水封住的有毒、有害气体突然涌出。

“排水过程中，应当定时观测排水量、水位和观测孔水位，并由矿山救护队

随时检查水面上的空气成分，发现有害气体，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本决定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