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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洪胜、包丽娜主编的《矿山安全与防灾》主要内容包括：矿山安全管理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矿
山生产主要危险源的危害与预防，矿山企业生产防水、防火及水灾、火灾的救援，含硫矿床开采灾害
的防治，深井开采岩爆的预测与防治，尾矿库灾害的预防，矿山生产事故的发生原因、申报、救援及
处理，我国矿产资源的安全战略及可持续发展。

《矿山安全与防灾》为高等职业教育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教材，也可供矿山企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监督人员及采矿相关专业如矿山地质、矿山测量、选矿技术、矿山机电、矿井通风与安全
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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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矿坑水的防治工作，应本着“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
存在水害的矿山在建设前应进行专门的勘察和防治水设计，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完成。
防治水设计应为矿山总体设计的一部分，与矿山总体设计同时完成。
水害严重的矿山应成立防治水专门机构，在基建、生产过程中持续开展有关防治水方面的调查、监测
和预测预报工作。
（1）合理布置井巷。
所谓合理布置井巷，就是开采井巷的布局必须充分考虑矿床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使得流入井巷和采
区的水量尽可能少，否则将会使开采条件人为地复杂化。
在布置开采井巷时应注意：1）先简后繁，先易后难。
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矿床的开采顺序和井巷布置，应先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涌水量小的
地段开始，在取得治水经验之后，再在复杂的地段布置井巷。
2）井筒和井底车场选址。
井筒和井底车场是矿井的要害阵地，防排水及其他重要设施都在这里。
开拓施工时，还不能形成强大的防排水能力。
因此，它们的布置应避开构造破碎带、强富水岩层、岩溶发育带等危险地段，而应坐落在岩石比较完
整、稳定，不会发生突水的地段。
当其附近存在强富水岩层或构造时，则必须使井筒和井底车场与该富水体之间有足够的安全厚度，以
避免发生突水事故。
3）联合开采，整体疏干。
对于共处于同一水文地质单元、彼此间有水力联系的大水矿区，应进行多井联合开采，整体疏干，使
矿区形成统一的降落漏斗，减少各单井涌水量，从而提高各矿井的采矿效益。
4）多阶段开采对于同一矿井，有条件时，多阶段开采优于单一阶段开采。
因为加大开采强度后，矿坑总涌水量变化不大，但是分摊到各开采阶段后，其平均涌水量比单一阶段
开采时大为减少，从而降低了开采成本，提高了采矿经济效益。
（2）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
采矿方法应根据具体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一般来说，当矿体上方为强富水岩层或地表水体时，就不能采用崩落法采矿，以免地下水或地表水大
量涌人矿井，造成淹井事故。
在这种条件下，应考虑用充填采矿法。
也可以采用间歇式采矿法，将上下分两层错开一段时间开采，使得岩移速度减缓，降低覆岩采动裂隙
高度，减少矿坑涌水量。
3.2.2 地下矿山水害水源采取防治矿井透水措施，预防矿井水灾发生，必须查明矿井水源及其分布，做
好矿山水文地质观测工作，在查明地下水源方面应该弄清以下情况：（1）冲积层和含水层的组成和
厚度，各分层的含水及透水性能；（2）断层的位置、错动距离、延伸长度，破碎带的宽度，含水、
导水的性质；（3）隔水层的岩性、厚度和分布，断裂构造对隔水层的破坏情况以及距开采层的距离
；（4）老空区的开采时间、深度、范围、积水区域和分布状况；（5）矿床开采后顶板受破坏引起地
表塌陷的范围、塌陷带、沉降带的高度以及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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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安全与防灾》首先总体介绍了矿山安全生产的职责、安全教育的重要性、矿山安全检查的方法
和步骤、矿山事故产生原因及主要危险源。
然后，具体讲述了矿山水灾、矿山火灾、含硫矿床开采时的自燃、深井岩爆、尾矿库溃坝等主要事故
及其发生的机理、发生前的预兆、事故发生时救助措施和方法、日常生产预防管理等内容。
最后，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探讨和讲述，深入地分析了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提出了避
免或降低事故的解决办法和管理原则，以及事故发生后申报、救援、处理的程序和步骤。
《矿山安全与防灾》从导致矿山安全事故的危险源入手，较系统地介绍了各类矿山事故，为矿业类学
生了解和掌握矿山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事故、事故发生机理、预防措施及日常管理提供了依据
，同时也为矿山工作人员提供了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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