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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岩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作为世界性难题被提了出来，特别是煤矿软岩问题一直是困扰煤矿生产
和建设的重大难题之一。
中国煤炭行业每年巷道掘进量约6000km，其中10％以上的巷道为软岩巷道。
由于多年的开采，浅部易开采的煤炭资源日益减少，所以不得不转向开采深部煤炭资源。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软岩矿井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目前，全国30多个矿区存在着软岩巷道支护问题，特别是“九五，，期间中国新开发的10个能源建设
基地中有8个都相继出现了软岩巷道支护问题，有些矿井处理不当，建设困难，甚至有的停产停建。
每年约600km软弱围岩中开掘的巷道，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其支护问题愈趋严重，直接影响煤矿安
全生产，危及人身安全。
软岩工程是指与塑性大变形工程岩体有关的岩体工程，如软岩边坡工程、软岩隧道及软岩巷道工程等
。
软岩工程和其他工程有显著不同，一般的工程重点研究塑性破坏之前的稳定性规律，而软岩工程则是
研究进入了塑性破坏状态的软岩和支护体相互作用达到稳定的规律。
这正是软岩工程的特色与难度所在。
中国煤矿软岩工程技术的发展起始于矿产资源开发工程。
20世纪50年代末，煤矿软岩问题在部分矿区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加，引起了有关科研、建
设部门的重视。
到20世纪80年代，煤矿开采深度日益加大，深井高应力软岩普遍出现，更推动了煤炭系统的软岩研究
向纵深层次发展，初步形成了“联合支护理论”和“松动圈理论”等多个学派。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煤炭系统又有新的研究成果之外，软岩滑坡问题、软岩隧硐及隧硐群稳定问
题、软岩基坑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作为全国性软岩工程技术研究繁荣的标志是1995年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软岩工程专业委员会的诞
生，和1996年全国煤矿软岩工程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的成立，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煤矿软岩工程
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然而，由于多年来关于软岩的概念、软岩工程设计等理论问题，国内外尚无定论，给工程应用带来了
诸多不便。
特别是科技力量的不足、研究手段的简单、软岩巷道设计与施工理论的陈旧，不能满足基建生产单位
实践指导的需要，大部分基层生产单位处理软岩问题时，仍处在经验支护状态，盲目性大、针对性差
、成功率低，给煤炭安全生产带来危害，延误了工期，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
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

内容概要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是在10多年来软岩工程力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
的基础上，汇集了煤炭、冶金系统软岩巷道工程支护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最新成就编撰而成的。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从现场软岩巷道工程设计施工的实用性出发，明确阐
述了软岩的概念及分类，系统介绍了软岩矿井巷道工程支护理论及设计方法，集中体现了中国矿业软
岩巷道工程施工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理论依据系统、设计方法可靠、施工技术全面、监测
手段完备。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可作为从事软岩巷道工程设计与施工的现场工程
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特别是《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中的智
能设计系统，既有分析设计的功能，又有自动编写报告的功能，把基层工程技术人员从繁琐的劳动中
解放出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中国煤矿软岩巷道工程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也可供高校师生、研究院所及设计部门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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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煤矿软岩巷道工程作为软岩工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支护理论必须以符合软岩塑性大变形
力学特性的软岩工程力学理论为基础。
软岩工程力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是与岩石力学有关的一门新兴力学分支，它是借助工程地质学和
大变形力学的集成分析方法，研究在工程力扰动作用影响范围内软岩工程岩体的力学行为的科学。
何满潮教授从软岩的概念研究人手，把工程地质学研究和非线性大变形力学研究相结合，建立了以软
岩的概念及分类、软岩连续性概化模型和连续性概化方法，软岩本构关系模型及其参数确定，软岩工
程岩体大变形计算方法的应用，软岩工程非线性大变形力学设计等为基础、以软岩工程变形机制确定
和复合变形力学机制转化为核心的软岩工程力学理论体系。
通过10余年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软岩工程力学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解决了所承担的煤炭、
水利、交通、国防等22个工程单位31项关键工程和国际合作项目中的软岩支护难题，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的软岩定义多达几十种，总括起来，大体上可分
为描述性定义、指标化定义和工程定义三类。
其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对软岩的定义及中国1994年颁布的《工程岩体分级标
准》（GB502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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