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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we prevent the water leakage in the underground chamber masonry successfully, and keep the 
chamber dry in the course of using it, not only can we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hamber, 
but also we can prevent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quipment to be affected by damp which 
leads to short circuit, so that we can ensure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quipment of the indoor 
cave room in normal and safe oper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Diversion Method of Cove” leakproof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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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井下硐室砌体进行成功防漏水处理，使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硐室干燥，既可改善硐室环境，又可防止机

电设备受潮导致机电设备短路，确保机房硐室内机电设备正常、安全运行。本文介绍“暗槽引水法”防

漏措施在实际中的应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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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苏桥煤矿基建过程中，由于井田地质构造复杂，断层与裂隙极为发育，围岩十分松软破碎，且揭露

的栖霞组砂砾岩地层和林地组灰岩岩溶巷道普遍出现淋滴水象，部份地段淋滴水现象严重，巷道施工过

程中均采用 11#矿用工字钢棚进行初次支护[1]。井下硐室及部份巷道按设计需要进行砌碹作为永久支护。

矿井砌碹初期将矿工钢拱架包在砌体内，并采用的“三油二布”的防漏措施，经一段时间验证不但防漏

水效果差，且在在砌筑过程进行需对采用矿工钢棚进行初次支护的巷道进行挑顶、扩刷，经常出现垮冒

等现象，不但影响工程施工进度，而且直接威胁施工安全。如：苏桥基建在主斜井+360 m 上部车场交岔

点掘进施工过程中，由于交岔点未实施一次成巷施工，在交岔点扩刷过程中出现大冒顶，冒顶高度直接

“通天”(通到地表)。因此，如何改变防漏技术措施及其相应的施工工艺，成为矿井工程技术人员思考、

必须解决的问题。 

2. 渗、滴水原因分析 

井下砌碹巷道出现渗透水、滴水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水文地质条件不良，有水源，巷道周边围岩

赋存本身含水层或裂隙渗水，在无预留泄孔的情况下，极容易沿砌筑面的薄弱点渗透而出现的巷道帮顶

淋滴水现象。二是衬砌防治漏水总价质量不良，有水路。防漏水措施落实不到位，虽有预留泄水孔，但

不沿泄孔水导出，而是而是沿砌筑薄弱点渗水等现象。主要由于砌体振捣不实出现的砂浆空隙导水或因

砌体质量低劣而出现的墙筑面开裂以及交接缝渗水。根据现场调查：未实施防漏措施普通巷道的渗水部

位，基本上是在墙拱交接伸缩缝或砂浆空隙导或因砌碹质量低劣而出现的墙、拱开裂等原因而导致已砌

碹巷道的砌筑面渗透水、淋滴水现象。 

3. 井下机房硐室常规防漏措施施工方法与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的构思 

1) 目前，煤矿企业井下机房硐室防漏措施与硐室砌碹是同步进行，一般是采用 “三油二布”的防

漏措施：即在每砼拱砌碹终凝后(24 小时后)在拱顶部位现浇一层密实的 30#乳化沥青，然后在乳化沥青面

上敷一层油毛毡，接着在第一油毛毡面层基础上再次现浇 30#乳化沥青并上覆第二层油毛毡，尔后现浇第

三层乳化沥青，最后在第三层乳化沥青面上实施 300~500 mm 厚的黄土充填、捣实作缓冲层并矸石回填

接顶，该施工工艺要求有足够的硐室拱顶空间方能实施，一般要求拱顶加高 350~500 mm，因此在围岩较

好的情况下便于实施，但对于松软破碎的围岩来说，施工时支护及控顶难度极大，难以实施。 
苏桥井田地质构造复杂，受推覆构造影响，+360 m 上部生产系统基本上处于栖霞组强风化带的砂砾

岩和林地组岩灰岩溶侵入带地段，围岩特别松软破碎，栖霞组强风化带的砂砾岩地层呈狐石、岩溶裂隙

带呈流体冲积物赋存，基本上采用 9#或 11#矿工钢拱架支护一次成巷掘进施工，再采用砌碹加固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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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实施“三油二布”防漏水措施，必须拆除支架，进行扩刷、挑顶，而在这一特殊地质地层，根本无

法实施二次控顶，不但影响施工进度，也不利于施工安全，甚至有可能造成因巷道冒顶而导致已掘进成

巷巷道报废。而不加大掘进断面和提高拱顶高度就根据无法实施“三油二布”防漏措施，砌碹后的巷道

就有可能出现砌筑面渗水现象，特别是墙拱交接缝极易出现渗水现象，因此须探索一种新的防漏水措施。 
2) 应用石油沥青卷材料防漏的设想。但采用该高分子石油沥青卷材料也要求有相应的巷道拱顶空间

(略小于“三油二布”防漏措施要求的空间)，施工安全可靠性差；同时，还存在着燃气烧烤，不适合于井

下防漏措施的实施。 
3) 针对常规防漏措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结合隧道工程漏水处理经验，摸索出了“暗槽引水法”防

漏措施：首先是在有渗水的原砼拱交接缝掏槽，然后架设补套 U 槽钢拱架，最后采用现浇混凝土浇捣，

最终有效将交接缝的渗透水通过 U 槽钢从墙脚底排出，达到了防漏水效果。设计示意如图 1，图 2。 
 

 
Figure 1. The design schematic of arching chamber reserved 
dark slot  
图 1. 砌碹硐室预留暗槽设计示意图 

 

 
Figure 2. The side schematic of concrete arch reserved dark 
slot 
图 2. 砼拱预留暗槽侧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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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范例 

苏桥煤矿+360 m 人车等候室位于栖霞组砂砾岩强风化带波积层，距离地表高程不到 30 米，围岩十分松

软破碎，局部呈流体状波物赋存，并有地表水渗透现象。掘进施工断面为 S 掘 = 9.3 m2，砌碹后断面 S 净 = 
7.0 m2，服务年限长达 47 年。在掘进施工过程中均采用钻杆和焊接超前控顶、11#矿工钢拱架临时支护，掘

进施工成巷前仍有部分拱架扭曲变形[2]。砌碹过程无法采用“三油二布”的防漏措施进行防漏，但不进行

防漏水，将严重恶化职工的候车环境，矿井采用“暗槽引水法”进行防漏，经过努力，取得了成功。 

4.1. +360 m 人车等候室砌碹防漏措施实施方案 

在砼拱交接茬上预留暗槽渗汇水、墙体预埋 1 根φ58 塑料管，塑料管上下端与砼拱预留渗水槽和墙

基泄水孔相连接(如图 3 所示)，从而达到拱体的裂隙水集中汇集到渗水槽经塑料管和泄水孔排至巷道水沟，

实现防漏水措施效果。 

4.2. 主要技术要领与质量标准要求 

1) 拱体砌碹是必须保证其厚度与质量。一方面要确保砌筑混凝土标号，根据配合比试验结果，砼

C20 现浇混凝土配合比为：水泥、砂、石 = 1:1.85:3.94(体积比 = 1:2.95:5.69；即：1 包水泥、6 土箕砂子、

11 土箕的碎石)，并使用专门的搅拌机搅拌后导入砌筑点现浇；严禁浮碴、杂物一起渗杂搅拌砌筑。二是

现浇时必须振捣要充分、密实，不得有蜂窝、麻面和空隙，防止拱顶出现砂浆空隙渗漏水。三是砌体厚

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即不小于设计厚度的 30 mm，大于设计厚度的 50 mm。 
2) 每间隔 2 米必须在墙体两帮必须各预埋 1 根直径小于 50 mm 的硬塑管作拱顶暗槽引排水使用，上

端与拱顶暗槽连接，另一端与墙脚水平于轨道面的泄水孔连接，在墙体混凝土现浇预埋。 
3) 砼墙衬砌至拱基线时，将交接面砌筑成≤5˚斜面的自然洒水坡，并在混凝土终凝拆模后同步现浇

乳化沥青，防止拱基线交接面渗水。 
4) 每段墙拱砌筑后要留下台阶式的咬合茬，且不小于 250 mm。一方面提高砌体的稳定性和拱与拱

的交接强度。另一方面，也作为预留暗槽砌筑面。暗槽可采用φ58 塑料管对半切割开后预留，也可直接

安模；槽深不小于 75 mm，面宽不小于 100 mm。并且采用碎石充填或中砂回填，以防止现浇下一个砼拱

时水泥砂浆密实。 
5) 为防止局部砼基下沉而导致砌体开裂，实施钢筋混凝土基础砌筑(详见图 4)。 

 

 
Figure 3. The sectional view of arching waiting room 
图 3. 人员等候室砌碹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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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reinforcement ratio chart of foundation beam 
图 4. 基础梁配筋图 

 

 6) 墙体砌筑混凝土现浇终凝固后 24 小时方能拆除模板，拱顶必须达到设计强度 70%后方能拆模(不
少 7 天)；并将拆下的碹胎清理干净后备用。 

5. 结论 

+360 m 人车等候室自 2007 年 11 月以来，经 2008 年度雨季检验，防漏效果良好，未出现砌体渗水

现象。 
“暗槽引水法”防漏措施简化了施工工艺，大大提高了砌碹施工进度，同时有效杜绝了为实施防漏

拆除临时支架、扩刷、挑顶而可能出现的冒顶现象。目前，矿井在处于岩溶岩段的+360 m 爆炸材料库进

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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