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与支护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煤矿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与支护技术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030263339

10位ISBN编号：7030263332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泉声，高玮，袁亮　著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与支护技术>>

前言

近年来，国内中东部地区主要国有煤矿相继进入800～1000m的深部开采阶段。
深部开采面临瓦斯、地压、地温治理的三大技术难题。
通过多年的技术攻关，目前对威胁煤矿开采安全的灾害气体“瓦斯”已经探索出了比较好的治理对策
，而且在瓦斯的资源化利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技术进展。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不久的将来瓦斯治理将不再是困扰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技术难
题。
而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大，地压和地温的显现越来越突出，而且将会是长期困扰我国煤炭生产的技
术难题。
在瓦斯、地压、地温治理的三大技术难题中，深部岩巷开挖支护面临地压和地温治理两大技术难题和
三大技术挑战。
一是高地压（即高地应力）的作用。
由于地应力升高，导致深部围岩在强度和变形性质上与浅部显著不同。
浅部围岩大多处于弹性状态，进入深部以后，由于围岩内赋存的高地应力与其本身低强度之间的突出
矛盾，巷道开挖后二次应力场引起的高度应力集中导致近表围岩受到的压剪应力超过围岩强度，围岩
很快由表及里进入破裂碎胀和塑性扩容状态，出现大变形而整体失稳。
二是高地温（主要是开挖扰动区内的高温度梯度）的作用。
随着深度增加，地温升高，巷道开挖后，由于通风在距离巷道表面一定深度围岩内产生较大的温度梯
度和附加应力，使围岩产生离层，对围岩破裂扩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果考虑季节性的温度变化造成的损伤累积对围岩离层的影响，围岩的破裂扩展程度将更为加剧。
截至目前，人们对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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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作者课题组近年来在煤矿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与支护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
首先从深部围岩赋存条件入手，揭示了深部围岩的地质条件特征、地应力场特征及物理力学性质特征
，首次提出了深部岩巷围岩稳定性分级体系；其次通过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两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深
部围岩变形破裂过程的演化机理，提出了开挖卸荷过程的断裂损伤理论和稳定性演化的THM耦合作用
理论；然后根据稳定性演化机理研究的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及相应的支护技
术措施；最后通过多个典型巷道工程的应用证明了所提出的支护理论和技术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供从事深部地下工程稳定性和煤矿深部岩巷稳定控制理论与支护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及从事
深部地下工程设计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地下工程、矿井建设、采矿工程等专业的研究
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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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使用逆算法时，需要推导与一般应力分析所采用的方程相逆的表达式。
由于将原有的方程进行了反推，某些在作应力分析时为未知的量，可以由相应的量测得到数据，而另
一些在应力分析中为已知的量（如，弹性模量），将变成未知的。
在大多数实际工程中，现场测量值数量超过了未知参数的个数，这将导致求解时方程数多于未知量个
数，从而需要用合适的求极值技术来求解。
逆算法是从推导用位移反求应力的力学关系式人手。
其优点在于只需一次计算即可由位移测值反求出地应力分量或弹性模量，因此，计算工作量较小，在
最小二乘法意义下可以得到唯一确定的解。
因此，樱井法在地下工程的位移反分析实践中应用很广，比较适合于大多数岩体的平面弹性问题反分
析。
但对于三维情况或者特殊的材料模式及其待定参数都必须重新推导，建立相应的反算模式，其推导过
程复杂，有些问题可能根本不能用方程式解出，因此，其应用范围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2）直接法：又称为正反分析法或正算法。
直接法求解时，实测值与应力场和力学参数的关系就直接利用一般固体力学公式，在求解时先假定一
组参数（如，材料参数、地应力参数、几何尺寸参数、荷载参数等），进行正算，把求得的正算成果
与所对应的实测位移值进行比较，比较时选择一个目标函数作为两者贴近程度的标准。
多次重复以上两部分计算，不断修改待分析参数，使目标函数取得极值，即达到所谓最优化目的。
这时，所假设的参数即为反分析所寻求的结果。
随着众多学者所采用的力学模型、待分析参数类型和优化方法的不同，派生出了形形色色的直接反分
析法，但究其所源，其第一部分正分析与一般力学计算中所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需推导
反演方程，这是直接法的一大优点。
例如，在数值计算中，完全可以将原有的正分析程序作为一个子程序来调用，在调用时赋予不同的参
数值就可完成第一部分计算。
正因为如此，直接法可以方便地进行各种复杂问题的力学反演，如材料非线性、节理断层岩体等，这
是直接法的优点之二。
直接法反分析的技术关键是第二部分，即如何使正分析计算得到的位移值与实测位移值有最大的拟合
程度，再者应寻求待定参数的取值方法，使计算次数最少，很快达到最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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