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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煤矿井采采空区勘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露天煤矿井采采空区勘查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勘查工作内容与方法、调查与测

绘、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及取样、勘查成果编制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影响露天煤矿开采的井采采空区勘查工作。影响露天煤矿开采的溶洞、陷落柱等地

质异常体的勘查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266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50585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

GB51044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MT/T898 煤炭电法勘探规范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安监总煤装[2017]6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露天煤矿井采采空区 undergroundgoafinopen-pitcoalmine
影响露天煤矿开采的已有井采采空区。包括煤层采用井工开采方式采出后,覆岩垮落至地表的最

终沉陷区边界与井采采空区底板边界的连线所圈定的地区和范围,也包括房柱式开采后,覆岩没有塌落

或虽有塌落但还有井采采空区的区域。

3.2
覆岩破坏“三带” threezoneofoverburdenfailure
矿层开采后,其覆岩在垂直方向上的破坏可分为垮落带、断裂带、弯曲带。

3.3
地球物理勘探 geophysicalexploration
利用地球物理的原理,根据各种岩石之间的密度、磁性、电性、弹性、放射性等物理性质的差异,选用

不同的物理方法和物探仪器,测量工程区的地球物理场的变化,以了解其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的勘

探和测试方法。

3.4
岩心采取率 corerecoverypercent
采取的岩心长度之和与相应实际钻探进尺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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