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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层顶底板突水危险评价与预测是矿井水害防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由孟召平和高延法等编著的《矿井突水危险性评价理论与方法》以开滦矿区范各庄矿等典型大水矿井
为依托，从地质条件和采动破坏分析人手，采用实验研究、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计算等方法，从煤层
顶底板突水的水源、通道和介质条件分析人手，系统研究煤层顶底板突水的地质力学条件，包括煤层
顶底板突水地质条件、岩石力学条件和地应力条件等，剖析了煤层顶底板突水与这些条件之间的相关
关系，揭示煤层顶底板突水控制因素和作用机理。
根据隔水层的岩性和结构特征，提出评价隔水层隔水性能和抗水压能力的岩性-结构分类，建立基于岩
性-结构的煤层底板突水危险性评价理论与方法，对范各庄井田12#煤层底板突水危险性进行定量评价
。
针对煤层顶板含水层类型，根据上覆岩层的岩性、导水裂隙带高度和有效保护层厚度等参数，建立了
煤层顶板突水危险性评价理论与方法，并对范各庄井田5#煤层顶板进行评价分析。
针对煤层底板多层介质特征，建立煤层底板突水复合板力学模型和计算方法。
进一步从采场围岩的变形与破坏分析人手，研究了煤层顶底板的变形与破坏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介绍
了计算采动引起的底板破坏理论模型和相应的计算公式，研究了覆岩导水裂隙带的发育规律和导水裂
隙带高度确定方法，提出了巨厚松散层条件下的保护层厚度留设的非线性理论与方法，并开发了“煤
层底板突水危险性评价专家系统”，为矿井突水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成果对开滦矿区乃至全国其他大水矿区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

《矿井突水危险性评价理论与方法》可供煤田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采矿工程、地质工程及矿
井地质灾害等专业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的研究生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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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国煤矿突水一直是制约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技术难题。
针对煤矿生产过程中断层突水、底板突水和岩溶突水预测与防治问题，我国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
作。
20世纪50年代我国首先引入了原苏联的斯列萨列夫理论进行突水预测。
60年代我国学者总结了大量突水案例，统计了峰峰、焦作、淄博和井陉四个矿区与突水密切相关的水
压和底板隔水层厚度资料，从促发与阻抗突水两方面的诸多因素中筛选出含水层水压和隔水层厚度两
个主要因子，提出了突水系数的概念，建立了突水系数的经验公式并很快在全国推广使用。
突水系数阈值（临界值）依据大量突水实测资料统计得到，确定为0.06～0.07MPa／m，并以此确定是
否为受水害威胁，不同矿区依据实际情况选择临界突水系数。
由于突水系数物理概念比较确定，公式简单实用，对在煤矿生产实践中预测煤层底板突水和在一定水
压条件下进行带压开采，解放受承压水威胁的煤炭资源起了积极作用，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近些年来，在煤矿底板突水危险性评价研究方面，由单一考虑水压问题发展至考虑矿压与水压共同作
用，引入渗流一损伤耦合理论研究应力场与渗流场相互作用，进一步贴近了突水问题的实质与过程，
提出了各自的评价方法，取得了一定进展。
值得指出的是，70年代，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借鉴匈牙利的经验，考虑了矿压对底板的破坏作
用，对突水系数公式进行了修正。
在多年的使用中又逐渐加入了采矿破坏深度和原始导升高度等指标。
长期以来，上述方法在我国的矿井防治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被写入了有关规程，而且至今
在某些方面仍有应用。
但各矿区临界值难以确定，特别是在断裂和陷落柱等岩体强度减弱的区域更难使用。
为解决高压水对煤矿的威胁，原煤炭部组织了“六五”、“七五”、“八五”等以探查和突水治理技
术为目的的科研攻关。
在隐伏陷落柱探测与防治、煤层底板测试与突水预测预报、带压开采、浅层帷幕截流和控制疏水技术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提出了突水临界指数法、“下三带”理论、原位张裂和零位破坏理论、板
模型理论、关键层理论、突变及非线性模型、突水优势面理论口、底板突水的动力信息理论、强渗流
说、相似理论法、岩一水应力关系说口。
。
等突水判据和理论，形成了包括防水煤岩柱留设、双降采煤、底板注浆等突水防治方法。
目前这些成果为防治煤矿底板突水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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