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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对郑州煤矿区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分析了矿区充水水源、充水通道等矿井水文地质
特征，初步划分了矿井水文地质类型，提出了郑州煤矿区防治水规划的整体设计，探讨了水文地质补
充勘探的内容，研究了防治水害的方法和底板突水的预测预报，布置了防治水工程，完善了矿井水害
预测预报管理信息系统等，为矿井水害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郑州煤矿区水害防治规划研究》可供科研、生产和教学单位，以及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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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煤层底板下伏灰岩水的原始导升高度和富水性探测 据探查，白坪矿井大煤底板存
在较大的灰岩水导水高度。
研究证明，具有导升的部位，灰岩的富水性强，隔水层的阻水性差。
灰岩水沿煤层底板隔水层裂隙的侵入，既降低底板隔水层的有效厚度，又在裂隙中积蓄了致裂的能量
，产生裂隙尖端应力异常，在矿压作用下导致裂隙扩展。
因此，探查导升高度对突水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探测导升高度较为有效的方法是电法，这项工作开展之前应由水文地质技术人员作出设计，根据探测
结果，由水文地质和技术人员参与确定导升高度和煤层隔水层的有效厚度，并对工作面的水文地质条
件进行简单的评价。
 电法探测工程，一般是沿工作面的上下巷布置，具体采用直流电法还是音频电透视法，应由水文地质
技术人员确定。
由于白坪矿井煤层底板突水系数较大，理论上对于每个工作面都应进行该项工作。
 2.煤层底板阻抗水侵试验 由于临界突水系数是个经验数值，对本矿来说不一定完全适用。
因此需要引入带压系数，它是底板岩层阻抗水压的能力指标。
量纲是相同的，但意义是不同的。
如果一个矿或一个采面有这种资料，对带压开采参数的确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为此，在本次放水试验中应进行该项工作，以节省专门的钻孔费用。
 3.煤层底板破坏深度探测与应力场分析 原位地应力的测量对底板突水评价非常重要，底板岩体的应力
大小和底板岩体的强度是底板破裂的主要原因，是评价底板阻水性能的重要数据。
应力主要的构成因素有：构造地应力（包括新构造应力和残余构造地应力）、水压派生地应力和采矿
派生地应力。
 地应力的测量方法主要有水压致裂法、套芯法、套筒法和弹性波法等，其中水压致裂法和套芯法工艺
复杂，井下实施困难，弹性波法受岩体物理性质参数影响很大，精度较差。
这样，套筒法就成了矿井原位地应力测量行之有效的方法。
 原位地应力测量分采前未受扰动底板地应力测量和开采过程中扰动地应力测量两个阶段，采前测到的
地应力为静态地应力（初始应力），在反演求参和正演模拟中作为初应力应用。
采动过程中测得的地应为动态地应力，作为反演求参的拟合对象和判别采矿底板破坏深度的依据，根
据岩石力学参数和初始地应力就可以用电算法计算地应力场和底板破坏情况。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直接得到岩体的强度和破坏深度，缺点是没有考虑水压的作用，测试时间短，对
水的动态和温度应力无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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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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