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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导 论

1． 1 研究背景

我国少油、缺气、富煤的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产业现在和将

来都是国家能源的支柱产业，煤炭能源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建国 50 多年来，煤炭在一次性能源消费构成中一直占
70%左右，2010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 32． 5 亿吨标准煤，其中煤
炭消费量 22． 1 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68． 0 %( 《中国统计
年鉴 2011》) 。随着煤炭行业的迅速发展，采矿业逐渐引起采矿
地区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化，对矿山开采威胁日益加重。煤矿中由
于井筒和巷道本身穿越不同的地质单元体，在掘井、掘进和生产
过程中揭露与含水层连通的断层，从而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涌水、

岩爆、坍塌及地热等地质灾害，其中水害事故最为普遍和严重。

煤矿水害事故的发生，不仅造成生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导致多种
环境负效应，而且还威胁着大量煤炭资源的开采，对矿井安全生
产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煤矿生产的水害威胁非常严重。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的安监规划可知，国有重点煤矿中，水文地质条件属于复杂或极
复杂的矿井占 27%，属于简单的矿井占 34%。地方国有煤矿和
乡镇煤矿中，水文地质条件属于复杂或极复杂的矿井占 8． 5%。

1第 1 章 导 论 |



煤矿水害普遍存在，其中大中型煤矿有 500 多个工作面受水害威
胁。在近 2 万处小煤矿中，有突水危险的矿井 900 多处，占总数
的 4． 6%。前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赵铁锤曾指出:受地质条件和
煤矿开采历史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煤矿水文地质条件极为复
杂，无论是受水害威胁的面积、类型，还是水害威胁的严重程度，

都为世界罕见。

煤矿水害事故不仅影响煤炭行业的连续稳定生产，还造成重
大财产损失和生命安全威胁。长期以来，因为煤矿水害给国家和
人民带来的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极为惨重。据不完全统计，在过
去 10 年里，共发生各类矿井水害事故 1 400 余起，死亡近 6 000

人，经济损失高达 35 亿元人民币。每生产 100 万吨原煤因水害
死亡 0． 375 人，因水害造成经济损失达 2 000 万元人民币。尤其
是在煤炭生产基地的华北、华东地区，承受水害威胁的煤炭资源
占已探明资源量的 27%。无论是水害发生的次数或死亡人数均
居高不下，矿井水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煤矿安全的重大隐患。在
2010 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水害事故 38 起、死亡 224 人，同比减少 9

起、多死亡 58 人，分别下降 19． 1%和上升 34． 9% ;其中较大( 3 ～
9 人) 水害事故 13 起、死亡 60 人;发生重大( 10 人以上) 以上水害
事故 6 起、死亡 137 人，同比增加 2 起、多死亡 83 人，分别上升
50%和 153． 7%，占重大以上事故总数的 25%和 25． 8% ;发生 30

人以上特别重大透水事故 2 起，死亡 70 人。如，2010 年 3 月 28

日，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重大透水事故，死亡人数 38 人，透水
水源为老空水; 2010 年 3 月 1 日，神华集团乌海能源有限公司骆
驼山煤矿重大突水事故，死亡人数 32 人，突水水源为底板奥
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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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国各煤矿企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煤矿防治水规定》

及各项要求，努力防范矿井水害事故，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同时，有关水害防治技术研究逐步增多，并形成了以钻探、物探、

化探为主导的探测手段。然而，目前我国众多煤矿现有水害防治
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 1) 水害风险评价体系不健全。煤矿水害的形成与发生是一
种具有非线性动力的复杂自适应现象，本书研究对象平顶山煤矿
五矿( 下文简称为平煤五矿) 尚未形成考虑多种水害因素的水害
风险综合评价体系，主要依靠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的主
观判断，其特点是主管因素权重大，客观因素相对较少，无法科学
的给出水害风险等级。

( 2) 水害防治投入体系不完善。由于水害存在突发性，其防
治过程考虑到因素复杂、防治方案多样、防治收效周期长，现有防
治决策难以准确评估水害防治过程中的安全成本投入以及其投
入成本效益。

( 3) 缺乏水害的动态监测和辅助决策手段。目前，缺乏一套
完善的水害预测和防治信息支持系统，某些水文信息数据未进行
有效管理，尚不能对水害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动态监测，且无法根
据矿区环境动态更新水害影响因素的权重，缺少辅助决策的动态
信息支持，水害防治方案的成本与效益也缺乏科学的分析手段。

在此背景下，本书以系统仿真、系统评价、系统设计、贝叶斯
决策等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煤矿水害的演化机理，构建水害风
险评价体系，剖析水害治理的成本效益，并将研究方法集成到水
害防治决策辅助系统，为水害风险监控、防治决策提供有效的信
息基础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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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意义

煤矿水害风险评价和防治措施成本效益评估是一项既分散

又系统的研究。由于矿井地质条件复杂，分散在不同采区和采面
的探测试验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只有结合多种探测技术从不同角
度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更大程度地认识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为
水害风险评价和防治措施提供合理的依据。因此，研究煤矿水害
事故对保障财产生命安全和认知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有着重大的
现实意义。

( 1) 本研究运用多主体系统建模和仿真来模拟水害形成过程
及要素之间的作用系统，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水害的演
化机理和影响因素。

( 2) 本研究建立的水害风险评价体系可以直观反映水害风险
等级，为风险监控、防治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基础。

( 3) 本研究构建的水害防治决策的成本及效益评估方法可以
对水害防治的科学管理提供指导作用。

( 4) 本研究开发的水害风险防治决策系统可以管理水文地质
数据，直观显示和监控风险等级，为水害防治提供辅助决策功能。

总之，由于煤矿水害事故是一种具有非线性动力复杂自适应
现象，其形成与发生过程具有复杂机制。本研究从系统分析角
度，对煤矿水害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对煤矿水害事故的主控因
素进行风险评价，有利于确定采区水害影响因素之间的脆弱性关
系。同时，研究煤矿水害防治措施的成本效益，是煤炭企业从粗
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模式的一种过渡，有利于当前管理理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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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业渗透，促进煤炭行业科学发展。

1． 3 研究现状与理论意义

1． 3． 1 研究现状

随着开采深度的下延，煤矿水文地质条件更趋复杂，水害事

故频发，为有效地防患于未然，国内外学者对煤矿水害作了大量
研究。总结起来，包括水害风险的评价、防治对策和决策支持系
统三个方面。

( 1) 从水害的产生因素入手，对煤矿水害风险进行评价
在对煤矿水灾事故发生的必要条件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研

究者认为对煤矿水灾安全评价主要从客观条件和人为因素两个
方面进行考虑。冯治斌从追根溯源的角度，基于事故树分析法构
造出事故树，通过逻辑运算找出导致矿井水灾事故发生的各种可
能途径，由基本因素结构重要度分析计算每个因素对矿井水灾发
生的影响程度，以此对每个因素进行排序。该方法通过事故树分
析法确定每个因素对矿井水害发生的影响程度，但对应的防治措
施只是按照“规程”提出要求，没有深入探讨具体操作及其实施可
行性。王长申等将煤矿突水事故危险源划分为突水水源、突水通
道、突水诱因和应急失效四类，基于事故致因理论建立煤矿突水
事故树模型，以杨庄矿及其周边 6 个地方煤矿为例，分析最小割
集评价最危险突水路径，利用最小径集提出最有效防治措施。煤
矿突水事故树能深入地揭示突水事故发生源，但其确定基本事件
的过程属于定性分析，而且其结构重要度的计算是在不考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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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概率或假定各基本事件的发生概率相等的情况下进行
的。该研究提出基于结构重要度比较得出防治方案是当前要做
的工作，但并没有详细地介绍如何做，以及对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评估等。

胡永达在对突水危险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杨庄煤矿突水
事故模型，基于事故树的煤矿水害危险性评价方法，建立了水害
安全检查表，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评价法对杨庄煤矿周边 6 个地
方煤矿进行了危险性评价，针对杨庄煤矿的不同水害类型及危害
程度提出了煤矿水害防治措施。

煤矿水害的定性分析揭示了水害发生的源头和关键因素，从
逻辑的角度指明了水害预防和治理的方向。如何用更直观量化
的方式刻画煤矿水害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和评判煤矿发生水
害的风险大小，就是下一步所要研究的工作。很多学者尝试用不
同方法或多种方法的组合来解决这一问题。

煤炭的开采大多是井下作业，矿井的水文地质条件极其复
杂，这是导致矿井突水的直接原因。鉴于此，很多学者运用数值
模拟的方法对发生突水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了模拟。Wang 等通
过数值模拟软件 ANSYS，对开采过程中煤层底板断层活跃规律进
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横向、纵向和剪应力的变化以及水平和垂
直位移，同综采工作面上下的断块几乎是相同的。通过应力等值
线分析工作面断层上下盘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应力区和位移情况，

判断煤层底板发生突水的概率。Dong 等鉴于以往的研究和采矿
工作面典型的地质条件，模型实验模拟了开采过程中第四纪地层
及以上基岩、沙、突水底部的黏土层裂隙发展情况，揭示了黏土层
裂缝产生的周期性规律以及黏土层的通透性对突水的影响。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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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出奥陶系灰岩水是中国北方矿山安全生产的隐患之一，根据
煤矿工作面的底板岩石结构特点和力学性能建立了关键层的数
值模型，用来预测故障模式并帮助建立含水层上安全开采的规
则。通过故障过程分析软件( RFPA2D) 模拟变形、故障和渗水的
分布情况，同时获得应力分布、变形和流向量，最终分析得出矿山
压力和水压力的共同作用是最终导致底板突水的原因。Sun 等
针对河南新安煤矿面对的突水风险，为预测水灾害，通过岩相分
析和地表水、地下水的长期观测，确定水渗透的限制。通过实地
监测、物理和数值模拟实验，得出一个公式来计算水流量的不同
高度，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建立了预测模型。通过实例应用，将
煤矿区分为不同子区，不同子区对应着不同突水的潜力。Xu 等
基于新安煤矿煤炭开采中覆岩故障和裂隙带发展的信息，结合物
探方法和数值模拟研究煤矿突水风险，获得不同的开采条件下裂
隙带的发展规律。这些结果成功地应用于新安煤矿的决策，同时
为大型水库下煤炭开采提供了一个评估和应用的成功案例。
Jiang等为了分析正在开采的煤层隔水地层的破坏程度，实现深
含水层上的安全开采，考虑到结构特点和软硬岩分层底板的机械
性能，建立了隔水地层的数值模型，使用 FLAC 的流体—结构相
互作用分析模块模拟变形、故障和渗水的分布特征，得到了相应
的应力分布特征，研究结果为矿井地面突水机制提供参考。

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矿井突水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模拟，

也是学者研究矿井水害的重要方法。Zhu 等基于地下压力的分
析，在弹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煤层底板应力计算模型。模型给
出了采煤层相对固定位置上的应力分布规律。随着工作面的推
进，最大主应力变化逐步从垂直方向向水平方向改变。通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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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应力的差异，即可得到煤层底板岩体的变形和渗透性。这种方
法是防治承压含水层突水的一个重要机制。Miao 等根据渗流在
破碎岩石中非达西的属性，建立了非达西非稳定流动的动力学方
程。通过无量纲变换，可以得到满足给定的边界条件下稳定状态
的解决方案图。利用低松弛迭代数值分析，可以获得不同的流量
参数下的动态反应。利用突变理论，构建渗流不稳定的折叠突变
模型，最终可以画出不同控制参数下渗流系统的分岔曲线。针对
破碎岩石的渗流动态系统，也可得出考虑一般折叠突变状态变量
的标准的潜在函数。Wang等使用 FLAC3D软件模拟了由于工作
面采矿导致的深部采场底板变形和破坏的规则。在增长方向和
倾斜方向上模拟了工作面的水平应力、垂直应力、剪应力、水平位
移、垂直位移和塑性区分布。以实际案例计算了突水系数，通过
与临界值的对比，判断底板含水层突水的可能性，确定是否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工作面安全开采。Han等使用矿井工作面含水层
地层力学原则和突水的路径，通过底板故障研究了矿井突水的机
制，以中国肥城煤田为例，描述了底板发生故障与否是判断地面
突水的一个标准。Tang等为了从机械的角度研究隐蔽崩溃支柱
突水机制，基于弹性力学、厚板理论力学建立了崩溃支柱突水模
型，以获得水压作用下耐水性岩层的变形情况和崩溃支柱突水的
临界水压力。研究表明:在崩溃支柱突水影响因素中，边界条件
和耐水性地层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键突水的压力是由两
个相对的厚度和耐水性地层的绝对厚度来决定的。

Wang等运用量化理论( Ⅱ) 研究有关煤矿透水的风险预测问
题，解决了定型数据的定量化问题。以肥城矿区为例，通过煤矿
透水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确定了 8 个风险评估项目，把风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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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为 4 个等级，建立煤矿透水的风险预测模型，预测结果表明
了模型的有效性。王家海等针对矿井突水事故影响因素存在的
灰色不确定性特征，选取王河煤矿井田内和相邻的开采同一煤层
且处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内的矿井，并对其已发生的突水事故资
料进行整理和分析，采用灰色风险模型对王河煤矿煤层发生矿井
突水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价，通过计算灰色风险率和灰色风险度，

描述灾害出现的可能性和风险，为王河煤矿制定矿井水害防治规
划提供依据。He采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动态模拟分析
不同因素对煤矿安全管理的影响力，找出不同因素在复杂的安全
管理制度中的实际效果，给煤矿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煤矿安
全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李云龙以江苏姚桥煤矿问
题为背景，采用多源信息融合技术，分别基于 GIS 的层次分析法
AHP型脆弱性指数法和 GIS的“三图法”对其西翼采区 7 号煤层
底板涌( 突) 水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均通过 AHP 确
定煤层底板突水影响因子权重贡献率。周胜利根据危险指数评
价方法各个因素间均以加或乘的处理方式，忽视各因素间重要性
差别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关键指标的水害危险性评价方法:建立
了水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比较法来确定一级评价指标的权
重，专家咨询法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对指标进行了量化，利用安
全检查表的形式对二级指标进行量化，通过二级指标的函数关系
对一级指标量化;计算出了水害危险性评价分值，并与专家划分
的水害等级对比确定水害等级。韩进等采用概率统计与专家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影响底板突水各种因素的权重，获得底板
突水概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基于 D － S证据理论，建立系统的识别
框架，构建底板突水融合决策模型。通过肥城煤田陶阳煤矿 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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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应用实例，证明基于多属性决策和 D － S 证据理论建立底
板突水两级融合决策模型在底板突水决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由于矿井水害的影响因素既有水文地质条件，又有技术因素
和管理水平，有些因素难以定量化或难以有一个确定的值，考虑
到这种情况，有学者引入模糊理论，以解决这些难以准确刻画的
因素的描述问题。史晓明在对煤矿水害事故致因分析的基础上，

应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评价，对水害致因因素的相对
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刘伟韬等根据底板突水各因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构建突水评价因素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评
价矿井底板突水安全性。该方法首先根据层次分析法求得各级
指标的权重系数，再运用模糊综合评判的隶属函数计算每个评价
因素隶属度值，构造评价矩阵，最后通过合成运算层次分析法与
模糊综合评判求得的权重矩阵，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评判底板
突水危险性的关键因素。Liu等提出了一种煤炭开采安全性评价
的指标体系，综合层次分析法和灰色聚类方法的优点，保证权重
系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该体系首先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
权重，然后运用灰色聚类方法对安全进行评估。该模型从定性和
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煤矿的安全状况，实时监控煤炭生产线的情
况，以辅助决策。Wei 等为评估兖州矿区下组煤层突水的风险，

在系统收集水文地质资料和开采工作面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无量
纲分析方法评价该地区煤炭层突水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得到煤层突水因素的秩序和破坏层深度，并分析了较低煤
层开采工作面的突水系数，提高了突水系数法的评价标准，最后
使用突水系数法和模糊聚类方法对煤炭底板突水风险进行了综
合评价，为预防和控制兖州矿区煤层中奥陶系灰岩含水层突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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