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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水害防治信息化》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技术数字化、定量化、模型化、可视化、网络化
与信息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煤矿安全生产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就煤矿水害防治的基础理论、防治技术、煤矿矿井防治水信息化系统的总体结构、系统设计、研究开
发与实现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进行了煤矿矿井防治水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案例分析。
　　《煤矿水害防治信息化》可作为从事矿山开采、矿山地质、矿井水害防治的工程技术、科研与管
理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尤其适合装备了煤矿矿井防治水信息化
系统的煤炭企业员工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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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4.6疏水降压开采的工作步骤　　疏水降压开采的工作步骤如下：　　（1）进行以疏水降压为目
的的补充水文地质勘探。
对预定疏水降压区的含水层、隔水层、进水和隔水边界、构造分布、水压标高、水量、水质等进行综
合分析。
如资料不足，则需投入一定的补充勘探工程量，以编制出疏水降压开采所要求的各种图件。
　　（2）分析资料提出疏水降压工程设计（包括图件和文字说明）。
　　（3）根据设计组织施工。
　　（4）随疏水降压开采工作的进展，及时进行观测，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处理。
　　（5）总结经验，效果评价，并提出今后工作意见。
4.4.7疏水降压水文地质说明书及工程设计4.4.7.1疏水降压专门水文地质说明书的基本要求　　开采受
承压含水层影响或威胁的煤层时的地质说明书的内容包括：　　（1）采区所在地表位置、井下位置
、上下限标高；煤层赋存条件，走向、倾向、倾角、厚度、周围开采情况和采区储量；采区顶底有关
煤层、含水层的情况，富水或采后积水情况；勘探钻孔的分布及其封闭质量。
　　（2）区域地形、地貌；地层、区域地质发展简史及其特征；地质构造、区域构造形态及断层节
理组的分布；火层岩侵人情况，岩墙、岩柱、岩床的产状和分布。
　　（3）气象、水文要素；含水层的划分及各层组的富水特征；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
件，地下水的天然与人工露头及其流量、水位及水质动态特征。
　　（4）区域地质剖面图；影响或威胁生产的承压含水层的厚度、水位、富水性、边界条件及其补
给水源和水量的分析，并编制水压等值线图；承压含水层与开采煤层之间隔水岩柱的厚度、岩性、岩
组结构的变化，并编制隔水岩柱厚度等值线图；采区有关构造分布、断距、煤层与含水层对接情况分
析，并编制含水层水文地质边界条件分析图；承压含水层突水可能性分析，编制实际隔水层厚度和安
全隔水岩柱厚度比值等值线图和突水系数等值线图；一般情况下涌水量和最大可能突水量的预测。
　　（5）带压开采时的有关建议；允许安全水头与疏降工作的建议；今后地质及水文地质工作的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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