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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外，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也很容易诱发诸多
形式的灾害事故。
随着我国工业化高潮对矿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矿业工程的灾害事故也频频发生。
金属矿业类工程的重大灾害防治内容涉及松软破碎岩体中的片帮冒顶、高应力区开采诱发的岩爆、开
采引起的地面塌陷、井下施工开采过程中的突水、深凹露天矿高陡边坡的稳定性、隔离矿柱应力集中
带来的安全问题、井下内外因火灾、深井开采的热害问题、矽尘及放射性危害等。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自20世纪60年代初从瑞典引入我国，因其具有结构简单、采切比小、机械化程度高
、安全性好、采矿强度大等优点，在铁矿山得到广泛应用：但这种方法存在松软破碎岩体中采准巷道
稳定性和安全性差，采区溜井及主溜井易遭受严重破坏，岩层错动及地表塌陷的影响范围和程度难以
准确预测，深凹露天矿转地下开采高陡边坡极易失稳形成冲击地压等问题，这一系列灾害的预防和控
制的关键性难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崩落法开采复杂铁矿体的主要灾害类型、预防和治理的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
初步形成了用崩落法开采金属矿山的灾害防治系列技术，为该类矿山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也
有利于拓宽崩落法的使用范围。
书中涉及的工程依托矿山程潮铁矿、金山店铁矿、大冶铁矿和小官庄铁矿是具有代表性的复杂难采铁
矿山。
该书是在十几年来针对武汉钢铁集团所属地下铁矿山开展科研攻关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以理论指导生产实践并最终解决实际问题是该书的最大特色。
因此，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矿山防治灾害的实际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还缺乏系统论述防治金属矿山崩落法开采引起重大灾害的专业书籍，该书论述的基础理论
知识，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用崩落法开采时防治灾害的工程技术措施，无疑对黑色、有色、
黄金矿山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中国工程院院士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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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近十年来，在复杂难采地下铁矿山开采过程中灾害防治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理
论成果和工程实践，是一本关于如何预防和治理地下金属矿山常见特重大灾害技术方面的专著。
主要内容包括：金属矿床采矿与安全概述，深埋破碎松软矿体采准巷道综合维护技术与实践，主溜井
特大塌方综合治理及稳定性分析，崩落法开采围岩错动机理及工程对策，深凹露天转地下安全开采技
术等五个部分。
    本书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使用，也可供从事采矿工程技术的设计研究人员，以及
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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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近10年来，每年平均灾害损失近1600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8%，国民收入的30%。
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大规模的工程活动也在不同程度地改变和重塑地质环境，诱发诸如边坡失稳、地
表塌陷和地基失效等灾变灾害。
重大工程的灾变灾害极其复杂，我国防灾减灾技术落后，相关的科学研究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经济
建设，国务院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防灾减灾”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重大工程灾害与防治”涉及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十分广泛。
其中，岩土工程灾害与环境损伤防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体到矿业类工程应包括：(1)高应力深部地下工程的诱变灾害与防治；(2)高应力、大采深条件下开
挖的岩体动力学特征及其与围岩变形破坏、顶板灾害、瓦斯突出、岩爆的关系；(3)大型地下开挖工程
和城市地下空间利用所引起的地表沉陷和控制，地下含水层和地表水的破坏机理及保护措施；(4)结合
重大工程研究边坡稳定性、灾变机理、风险评估与防治决策支持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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