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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动力灾害防治理论与实践》由孟祥军、邓小林主编，是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滩煤矿10年
间开展冲击地压及矿震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共分十章。
第一章主要阐明国内外冲击地压及矿震的发生机理及研究动态；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实验室测试冲击地
压相关指标，包括煤岩冲击倾向、钻孔冲击临界压力、煤岩电磁辐射指标；第三章介绍了与发生冲击
地压密切相关的原岩应力及采动应力测试及分布规律；第四章模拟了构造应力作用下冲击地压现象，
通过研究对煤柱区侧压系数、岩层组合情况对冲击发生条件的影响，得出了高应力煤柱区冲击地压发
生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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