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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防治水试题（网络答题 200道） 

 

一、单项选择（共 60题） 

1、掘进工作面进入积水警界线后必须超前探放水，在距积水实际边

界（ ）米处停止掘进，进行打钻放水。 

A、10   B、20   C、30   D、40 

2、由1：500地形图上量出A、B两点间的图上距离是80mm，则A、B

两点的实地距离是（ ）。 

A、40m      B、400m     C、80m      D、800m 

3、矿山企业对使用机械、电气设备、排土场、矸石山、尾矿库和矿

山闭坑可能引起的危害，（ ）采取预防措施。 

A、不必      B、可以      C、应当 

4、在预计水压大于（ ）kg/cm2的地点探水时，应预先安装孔口止水

套管。 

A、0.5   B、1.0   C、1.5   D、2.0 

5、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经常应用（ ）比例尺的图纸。 

A、1：500、1：1000、1：2000   B、1：1000、1：2000、1：5000 

C、1：2000、1：3000、1：5000  D、1：2000、1：5000、1：10000 

6、老空积水的水质多为（ ）性水。 

    A、碱    B、中    C、酸 

7、井下探放水的原则是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

山西省政府下文明确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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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掘必探        B、有录必探        C、有巷必探 

8、（ ）是矿井水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负责人。  

A、矿长    B、生产矿长    C、安全矿长    D、地质科长  

9、煤矿井口和工业场地内建筑物的工程必须（ ）于当地历年最高洪

水位。 

    A、高     B、等     C、低 

10、 矿井透水后人员撤退路线出现冒顶或涌水堵塞去路时，应该

（ ）。 

    A、冒险爬到冒落空间通过        B、强行潜水逃出  

C、选择安全地点暂避待救 

11、 探放断裂构造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前方及

下方布置。底板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 ）。 

    A、2个    B、3个    C、4个    D、5个 

12、 钻进时严格执行“（ ）”的操作顺序。 

 A、先停机、后停水；先开水、后开钻  

B、先开水、后开钻；先停机、后停水 

C、先停机、后开钻；先开水、后停水  

D、先停机、先开水；后停水、后开钻 

13、 巷道由高向低掘进，与老空积水区平行，探上部采面老空水，

探水钻孔布置应根据煤柱厚度严格控制（ ）。 

A、煤柱厚度 B、老空水量 C、老空水头降低高度 D、掘进头标高 

14、 矿井井下排水设备应当符合矿井排水的要求，应当至少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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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水泵。 

A、1      B、2      C、3      D、4 

15、 对于井田内有废弃小煤窑的或者采空区较多的小水（及以上）

矿区、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建立完善的（ ）加强监测 

A、水文观测站         B、水文观测系统  

C、水化学实验室       D、地质编录系统 

16、 对新掘巷道内建筑的防水闸门，必须进行注水耐压试验，水闸

门内巷道的长度不得大于（ ） 。 

A、25m     B、20m      C、15m    D、10 

17、 安装钻机探水前，应加强钻场前、后（ ）范围内的巷道支护，

并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安全通道要畅通。 

A、5m   B、10m   C、15m   D、20m 

18、 水文地质补勘抽水试验的水位降深，应当根据设备能力达到最

大深度，降深次数不少于（ ）次，降距合理分布。 

A、1      B、2      C、3       D、4 

19、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当每3年进行重新确定。当发生重大突水

事故后，矿井应当在（ ）年内重新确定本单位水文地质类型。 

A、1      B、2     C、3      D、4 

20、 水文地质补充调查范围应当覆盖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 ）、径

流、排泄条件的地下水系统。 

A、充水     B、补充       C、补给     D、含水 

21、 井下水文地质勘可采用井下物探、钻探、（ ）、测试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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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分析    B、检验     C、监测     D、化探 

22、 矿井井口和工业场地内建筑物的标高，应当高于当地（ ）洪水

位。 

A、历年平均    B、历年最高    C、最高     D、历年最低 

23、 工作水泵的能力，应当能在20h内排出矿井24h的（ ）。 

A、最小涌水量       B、最大涌水量  

C、正常涌水量       D、平均涌水量 

24、 正常涌水量大于 1000m³/h的矿井，主要水仓有效容量按照

V=2(Q+3000)计算，其中Q代表（ ）？ 

A  矿井每小时的最大涌水量    B、矿井每小时的正常涌水量 

C  矿井每天的最大涌水量    D、矿井每天的正常涌水量 

25、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要求矿井（ ）进行一次防治水排查，并有

排查分析记录。  

A、每月     B、每季     C、每年  

26、 井下泵房应当积极推广无人值守和远程监控集控系统，加强排

水系统检测与维修，时刻保持水仓容量不小于（ ）和排水系统运转

正常。 

A、30％   B、40％    C、50％   D、60％ 

27、 矿安全规程规定，采掘工作面或其他地点遇到有突水预兆时，

必须确定（ ）进行放水。  

A、警戒线     B、探水线    C、积水线   D、水位线 

28、 井下采掘作业发现有出水征兆时，应当先（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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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快速    B、探水    C、停止      

29、 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的矿井地测科配备不少于（ ）名防治水专业

技术人员。 

A、1      B、2     C、3    D、4 

30、 违反“煤矿企业、矿井应当照本单位的水害情况，配备满足工

作需要的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 配齐专用探防水设备， 建立专门的

探防水作业队伍”规定的煤矿企业将给予警告，并处以（ ）以下的

罚款。 

A、2 万元    B、5 万元    C、10 万元    D、15 万元 

31、 采区水仓的有效容量应当能容纳（ ）的采区正常涌水量。 

A、2小时   B、3小时   C、4小时   D、8小时 

32、 防治水工作是一项涉及（ ）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A、多个矿井      B、多种资料图纸     C、多专业和部门 

33、 检修水泵的能力，应当不小于工作水泵的能力的（ ）。 

A、25%     B、60%     C、35%     D、75%  

34、 备用水泵的能力应当不小于工作水泵能力的（ ）。 

A、50%     B、60%     C、70%     D、80%  

35、 重大突水事故，是指突水量首次达到（ ）m3/h 以上或者造成

死亡 3 人以上的突水事故。 

A、100     B、200     C、300     D、400  

36、 钻孔内水压大于（ ）时，应当进行反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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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Mpa      B、1.5Mpa      C、2Mpa 

37、 探同层采空区积水时，探水钻孔在平面图上呈扇形、成组布设，

终孔位置以满足平距（ ）米为准。 

A、2       B、3       C、4       D、5 

38、 井筒穿过含水层段的井壁结构应当采用有效放水混凝土或者设

置隔水层，井筒淋水超过每小时（ ）时，应当进行壁后注浆处理。 

A 、6m³       B、12m³     C、18m³      D、24m³ 

39、 矿井主要泵房至少有2个出口，一个出口用斜巷通到井筒，并

应高出泵房底板（ ）以上；另一个出口通到井底车场，在此出口通

路内，应设置易于关闭的既能防水又能防火的密闭门。 

A、3m     B、5m      C、7m     D、10m 

40、 掘进工作面进入积水警界线后必须超前探放水，在距积水实际

边界（ ）米处停止掘进，进行打钻放水。 

A、20   B、25   C、35  D、40 

41、 矿井井下排水设备应当符合矿井排水的要求，应当至少有（ ）

台水泵。 

A、1      B、2      C、3      D、4 

42、 对于井田内有废弃小煤窑的或者采空区较多的小水（及以上）

矿区、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建立完善的（ ）加强监测 

A、水文观测站        B、水文观测系统     C、水化学实验室 

D、地质编录系统 

43、 对新掘巷道内建筑的防水闸门，必须进行注水耐压试验，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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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内巷道的长度不得大于（ ） 。 

A、25m     B、20m      C、15m    D、10 

44、 安装钻机探水前，应加强钻场前、后（ ）范围内的巷道支护，

并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安全通道要畅通。 

A、5m   B、10m   C、15m   D、20m 

45、 水文地质补勘抽水试验的水位降深，应当根据设备能力达到最

大深度，降深次数不少于（ ）次，降距合理分布。 

A、1      B、2      C、3       D、4 

46、 矿（公司）当地出现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后，应在（ ）小时

内速报集团公司总调度室、地质勘测处和市国土资源局，同时可直接

速报省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 

A、1   B、2   C、3    D、4 

47、 按水体的类型、流态、规模、方式赋存条件及允许采动影响程

度将受开采影响的水体分为（ ）个采动等级 

A、1                 B、2               C、3 

48、 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     负责治理恢复、

治理恢复费用列入生产成本 

A、采矿权人        B、地方政府         C、法人代表 

49、 矿井地质报告一般每（ ）年修改一次。 

A、 3～5      B 、6～8       C、 8～10      D、 10～15 

50、 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分为（ ）大类。 

A、 5   B、4   C、3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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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应当每（ ）年进行重新确定。 

A、 3       B 、4        C、 5        D、 6 

52、 某钻孔孔口地面标高为1527.8，孔深235米见8＃煤层底板，8

＃煤层的煤 层结构为1.25（0.35）0.90，则8＃煤层底板标高为（ ）。 

A、 1291.55     B 、1290.3      C 、1290.65      D 、1292.8 

53、 探放水设计由地测机构提出，经（ ）组织审定同意，按设计进

行探放水。 

A、地质科长     B、矿井总工程师   C、生产矿长    D、矿长 

54、 矿井井下主要泵房中必须有（ ）套水泵。 

A 、1      B、 2       C 、3       D、 4 

55、 水仓的空仓容量必须经常保持总容量的（ ）% 以上 

A 、50       B 、60     C、 75       D、80 

56、 采区水仓的有效容量应能容纳（ ）小时的采区正常涌水量。 

A、 4        B、 8          C 、16         D、 24 

57、 水害应急预案应当（ ）年进行修订并每年进行1次救灾演练。 

A、2        B、3      C、1       D、5 

58、 安装钻机探水前，应加强钻场前、后（ ）米范围内的巷道支护，

并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安全通道要畅通。 

A、5   B、10   C、15   D、20 

59、 探同层采空区积水时，探水钻孔在平面图上呈扇形、成组布设，

终孔位置以满足平距（ ）米为准。 

A 、2        B 、3      C 、4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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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井下钻孔施工时，当钻孔倾角大于（ ）度以上时严禁人工起、

下钻。 

A、25   B、30   C、35  D、40 

二、多项选择（共40题） 

1、矿井应当按规定编制下列（    ）防治水图件。 

A、矿井充水性图  B、矿井涌水量与各种相关因素动态曲线图  

C、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 D、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  

E、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 

2、防水煤柱的尺寸应根据相邻矿井的（     ）开采方法以及岩石移

动规律等因素，在矿井设计中规定 

A、地质构造   B、水文地质条件   C、移动角   D、变形量 

E、煤层赋存条件   F、围岩性质 

3、矿井常见的富水构造部位有（    ）。 

   A、断裂交叉处 B、断裂密度大的块段 C、断层的端点部位              

   D、褶曲轴部和挠曲转折部位  

4、承压含水层与开采煤层立间的隔水层能承受的水头值小于实际水

头值，而承压含水层又不具备疏水降压条件时，必须采取（    ）等

防水措施 

A、构筑防水闸门   B、注浆加固底板  C、留设防水煤柱 

D、增加抗灾强排能力  E、加强动态观测  F、领导盯班严防 

5、井下钻机作业地严禁（    ） 

A、停气  B、停风  C、停水  D、停电  E、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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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产（建设）矿进必备的水文地质图 （    ） 

A、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    B、矿井充水性图  

C、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  D、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  

E、矿井主要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   

F、井上、下防治水系统图 

7、小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必须针对主要含水层（段）制定相应的

（     ）等综合措施 

A、访  B、探  C、防  D、放  E、堵  F、截  G、排 

8、矿井水害按水源类型可划分为（    ）  

A、顶板水    B、底板水    C、老空水    D、承压水  

9、《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掘工作面或其它地点有突水征兆时， 必

须立即（    ），撤出所有受威胁地点的人员。  

A、停止作业  B、采取措施  C、报告矿调度室 D、发出警报  

10、 下列属于矿井水害防治的“十六字方针”的是（    ） 

A、预测预报  B、有掘必探  C、先探后掘 D、先治后采  

11、 常见的透水征兆有（    ） 。 

A、挂红、挂汗  B、空气变冷、出现雾气 C、顶板淋头水加大D、

顶板来压、底板鼓起  

12、 探放水中“三线”是指（    ） 

A、积水线 B、巷道中线 C、警戒线 D、探水线 

13、 采掘工作面遇到（     ）时必须确定探水线进行探水 

A、可能积水的井巷 老空或相邻煤矿  B、含水层  C、导水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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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采空区  E、以上全部 

14、 钻进时发现（    ）异状时，必须停止钻进，但不得拔出钻杆。 

A、煤岩松软 B、孔内水压、水量增大 C、顶钻 D、拖杆  

15、 探放水中“三线”是指（    ） 

A、积水线 B、巷道中线 C、警戒线 D、探水线 

16、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掘工作面或其它地点有突水征兆时， 

必须立即（    ），撤出所有受威胁地点的人员。  

A、停止作业  B、采取措施  C、报告矿调度室 D、发出警报  

17、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的划分依据（    ）。 

A、受采掘破坏和影响的含水层及水体 

B、矿井及周边老空水分布 

C、矿井开采受水害的影响程度 

D、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 

18、 下列属于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等级的是（    ）  

A、易治理    B、中等    C、复杂   D、极复杂  

19、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必须针对主要含水层（段）建立地下

水动态观测系统，进行地下水（    ） 

A、化验   B、疏排   C、动态观测     D、水害预测分析 

20、 《煤矿安全规程》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在深水时，如果瓦斯

或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本规程规定时，必须立即（    ），及时处

理。            

A、停上钻进  B、切断电源 C、撤出人员   D、报告矿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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