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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煤矿重大灾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技术榜单

煤炭是贵州省支柱产业，但煤矿事故长期困扰行业健康发

展，其中顶板、瓦斯和矿井水害三大类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占

比特别突出，是制约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重大威胁。随着开采

深度延伸和强度增大，煤矿“顶板-瓦斯-水害”等复合灾害将

凸显，综合防治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致灾或者事故机理研究

不透，缺乏适用的关键防治技术，导致煤矿防范重大灾害风险

能力不足，产能释放率低。为支撑煤矿安全生产，保障煤矿“富

矿精开”，特制定本榜单。

项目研究内容：

揭示贵州煤矿复杂条件顶板、瓦斯、矿井水及复合灾害灾

变机制，通过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形成贵州煤矿顶板管理与安

全高效智能采掘、复杂地质区域煤矿瓦斯灾害防控、水害防治

等综合防治关键技术体系，解决煤矿顶板科学管理、瓦斯灾害

精准防控、水害综合防治问题，项目下设三个课题。

项目指标要求：

1.建立贵州煤矿顶板、瓦斯、水害防控技术体系，建设重

大灾害综合防治示范矿井（产能 90万吨/年及以上）不少于三

处，其中盘江矿区、织纳矿区、黔北矿区至少各一处。

2.通过示范应用，顶板、瓦斯、水害杜绝重大事故，一般

事故起数降低 50%，每年安全采出受单一或复合灾害威胁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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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资源不少于 60万吨。

资金投入及时限要求：

项目专项资金资助不超过 3000万元，揭榜单位须提供 1.5

倍以上配套资金，项目需明确一个牵头单位。项目实施周期为

3年。

课题一：贵州煤矿顶板管理与安全（灾害治理）高效采掘

技术体系研究及示范

1. 运用国内外事故致因理论，对煤矿顶板灾害进行综合原

因分析，结合贵州煤矿地质构造复杂多变、近距离煤层群开采

对巷道多重扰动、巷道复合顶底板易变形破坏等情况，研究多

因素叠加影响下巷道围岩结构劣化、强度衰减规律与顶板灾变

机理，揭示复合顶板巷道围岩强度衰减和结构失稳规律，进而

创建适合于贵州煤矿的先进巷道围岩控制理论。

2. 以提高复杂条件下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技术水平为目

标，创新研发超高强度、抗大变形新型锚护材料及改性注浆新

材料等新型支护材料与装备，建立适合于贵州地区不同煤矿工

程地质条件的先进围岩控制体系，以解决目前贵州煤矿巷道支

护难、变形大、返修率高和顶板事故多发等重大问题。

3. 针对贵州煤矿巷道支护技术、采掘技术和材料设备参差

不齐且缺少设计规范、控制标准和智能监测等情况，研究和建

立贵州煤矿顶板管理与安全高效智能采掘成套技术，包括采掘

工程质量检测、巷道稳定性智能监测和预警预报系统，为煤矿

安全高效采掘提供适用的设计规范、控制标准和施工方法，在

贵州不同产煤片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煤矿系统开展“安全-高效-

智能”采掘工程实践并建立综合性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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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1.成果产出

（1）揭示多因素叠加影响下巷道顶板及围岩变形破坏规

律，建立适合于贵州煤矿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巷道围岩控制理论。

（2）建立适合于贵州地区不同煤矿工程地质条件的围岩控

制技术体系，解决目前贵州煤矿巷道支护难、变形大、返修率

高和顶板事故多发等重大问题。

（3）建立贵州煤矿顶板管理与安全高效智能采掘成套技

术，开发采掘工程质量检测、巷道稳定性智能监测和预警预报

系统，解决巷道支护、沿空留巷、沿空掘巷、智能采掘、采区

采面与巷道优化布置等现实难题，形成省级行业技术标准不少

于 3项，并力争形成国家标准。

（4）在相关领域高水平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10篇，

受理发明专利不少于 10件（其中授权 2项或以上），获得软件

著作权 3项。

2.人才培养

（1）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于 5人。

（2）培养博士研究生 2~4名，硕士研究生 6~10名。

3.经济及社会效益

（1）建成示范矿井并完成巷道支护与智能监测实践工程不

少于 3处，巷道返修率较原来降低 25%以上；

（2）完成沿空留巷无煤柱开采与切顶卸压实践工程不少于

3处，回采巷道掘进量降低 40%以上，煤炭资源回收率超过 3%；

（3）完成沿空掘巷留小煤柱开采实践工程不少于 3处，回

采巷道返修率较原来降低 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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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的示范矿井新增销售额不低于 2000 万元/年。

（5）培训煤矿专业技术人员 200人以上，明显提升煤矿采

掘技术设计能力、现场施工和顶板管理水平。

课题二：复杂条件下煤矿瓦斯智能防控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

1.以提升贵州煤矿复杂地质区瓦斯灾害精准防控水平为目

标，研发高精度地质构造随钻探测装备，研究地质异常体对瓦

斯储运的控制机理，构建高瓦斯地质异常体典型特征库，形成

瓦斯地质异常体判定技术，实现采掘区域地质构造精细刻画，

揭示复杂地质区瓦斯动力灾害突变机制，通过在盘江矿区、织

纳矿区、黔北矿区等典型矿区开展试点应用，形成复杂地质区

煤矿瓦斯灾害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2.以提高复杂开采条件下煤矿瓦斯智能化防控技术水平为

目标，研发瓦斯参数随钻测定装备，解决海量瓦斯参数动态采

集等关键问题；研究 AI 瓦斯防控技术，构建采掘区域高精度

瓦斯地质模型自适应重构模型，研究多煤层采动瓦斯运移演化

规律及瓦斯动力复合灾害突变机制，实现瓦斯治理效果和灾害

预测预警的智能分析与可视化；开发煤矿瓦斯防治智能综合管

控平台，实现瓦斯治理全流程动态精准防控的目的，并建设示

范矿井。

考核指标：

1.成果产出

（1）形成适用于贵州煤矿复杂地质区煤矿瓦斯灾害综合防

控技术体系 1套。

（2）形成的高瓦斯地质体判识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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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准确率≥80%；研制的地质构造随钻探测装备，能自动接入模

型数据库，工作面内部构造解释准确率不低于 90%。

（3）研制的煤层瓦斯参数随钻测定装备，实现钻孔内原位

测定深度不小于 200m，测定数据能自动接入模型数据库。

（4）构建的高精度瓦斯地质自适应重构模型，实现与煤矿

测量数据交互，模型刷新频率不大于 24小时；研发 1套煤矿瓦

斯防治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多类型实测和监测数据的自动

接入、瓦斯地质可视化、联合分析预警和智能管控。

（5）在相关领域高水平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10篇，

受理发明专利不少于 10件（其中授权 2项或以上），获得软件

著作权 3项。

（6）形成省级行业技术标准不少于 3项，并力争形成国家

标准。

2.人才培养

（1）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于 5人。

（2）培养博士研究生 2~4名，硕士研究生 6~10名。

3.经济社会效益

（1）建设的示范矿井新增销售额不低于 2000 万元/年。

（2）示范矿井防突日管理效率提升 1 倍，采掘速度提高

30%。

（3）培训瓦斯防治专业技术人员 200人以上，明显提升煤

矿瓦斯防治专业水平；

课题三：贵州煤矿岩溶水害综合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

1.以提高岩溶区煤层顶板富水异常体精准探测为目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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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黔北矿区龙潭组上部煤层顶板厚灰岩含水层及厚灰岩关键层

下离层水赋存条件，揭示水害致灾机理，研发煤层顶板水害危

险性分区控制技术和多参数耦合一体化时空监测预警系统，构

建适宜于黔北煤田煤层顶板水害防控技术体系。

2.以提高岩溶区煤层底板茅口组灰岩突水危险性预测精度

为目标，提出黔北煤田龙潭组下组煤层开采过程中的底板岩层

破坏特征、形成机理及控制技术，提出改进型底板矿压破坏带

发育深度计算方法和涌水量预测方法，建立煤层底板茅口组灰

岩突水危险性预测技术和疏水降压技术，形成黔北煤田煤层底

板茅口组灰岩突水灾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3.以优化岩溶区注浆工艺及快速封堵技术为目标，研发新

型注浆材料，建立可视化岩溶管道涌水注浆封堵模型试验系统，

提出岩溶管道动水注浆参数优化设计与动态控制方法，形成适

宜于黔北煤田茅口组岩溶管道动水快速封堵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

1. 成果产出

（1）实现三维时移电法富水异常区定位误差≤10m；

（2）研发多参数耦合一体化时空监测预警系统 1套，在示

范矿井实现水害的适时在线监测与智能分析，监测预警准确率

≥90%，误报率<10%；

（3）建立改进型煤层底板矿压破坏带发育深度计算方法，

计算精度比现有方法提高 20%；

（4）构建岩溶区煤层底板采动影响下岩体结构灾变控制技

术 1套；

（5）研发出凝结时间可控、微膨胀性、动水抗分散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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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环保的新型注浆材料；

（6）在相关领域高水平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10篇，

受理发明专利不少于 8件（其中授权 1项或以上），获得软件

著作权 1项。

（7）形成省级行业技术标准不少于 2项，并力争形成国家

标准。

2. 人才培养

（1）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于 5人。

（2）培养博士研究生 2~4名，硕士研究生 6~10名。

3.经济及社会效益

（1）构建一套适用于贵州黔北矿区的水害异常体探查、水

害预测、疏水降压治理、突水通道注浆封堵等综合防治技术，

释放受水害威胁无法开采的煤炭资源量 100万吨以上，新增销

售额 4亿元以上，推广应用的矿井不少于 3处。

（2）培训水害防治专业技术人员 60人以上，明显提升岩

溶水害防治专业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