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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世界上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我国一次性能源中
煤炭资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改变。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煤炭资源的产量也在稳步提高。
2010年中国煤炭产量接近32亿t，每年增量保持在2亿t左右，“十二五”末需求量至少为40亿t。
其中，93%以上的煤炭产量来自于井工开采。
　　煤炭资源的高强度、大规模开采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矿区带
来严重的环境地质灾害问题，如导致地表沉陷、农田及建筑物破坏、矸石堆积、瓦斯等有害气体排放
、土地沙漠化、有害物质渗入地下水等。
在我国不少矿区，煤炭不合理开发已危及矿区生态环境安全。
如大规模、高强度、大面积开采已使山西省的生存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等多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倒
数第一或第二。
　　煤炭开发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源头在于地下采煤引起的地表沉陷。
如矿区的地表积水、耕地破坏、民房开裂、山体滑坡、植被破坏和铁路、公路等公共设施的破坏都与
地表沉陷有直接关系。
因此，做好煤炭井工开采地表沉陷的监测及预测工作对矿井开采规划及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及恢复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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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前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上，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实验室模拟计算和对实测资料的整理分析
，以求建立起一个参数体系简单、可适用于地形起伏和煤层倾角变化的一体化开采沉陷预测模型（广
适应开采沉陷预测模型），并形成界面友好、操作简便的完整的软件系统。
　　《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系列丛书：矿山开采沉陷监测及预测新技术》是“煤炭井工
开采的地表沉陷监测预测及生态环境损害累计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0809128）课题组成员在长期
合作研究基础上的成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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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云岗井田交通方便，旧高山至大同的铁路支线及左云至大同的公路沿十里河通过本
井田，在大同，北可接京包线，南可连北同蒲线，东去大秦线可通往全国各地，且井田内各村庄之间
均有简易公路相通。
 （一）地形地貌特征 云岗井田位于大同煤田北部，为低山丘陵区，井田内大部为黄土覆盖，植被稀
少，十里河从井田中部通过，支沟呈羽状分布。
十里河以北分水岭位于甘庄一带，其南部支沟流向十里河，以北支沟汇入淤泥河。
十里河南部分水岭位于荣华皂一带，以北支沟汇入十里河，以南沟谷汇入忻州窑沟。
井田内最高点位于北部为甘庄三角点，标高1339.10 m，最低点位于十里河下游1140.10 m，相对高差199
m。
 （二）水文 云岗地区属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桑干河支系，井田内最大的河流为十里河，由西向
东横穿井田中部，十里河发源于井田西部左云县常凹村一带，经左云出小站进入大同平原，汇入御河
，注入桑干河，河流全长75.9 km，流域面积1 185 km2，上游河床宽约50 m，中游宽约200 m，下游宽
达500～600 m，坡度1‰～2‰，一般流量0.5～2.0 m3/s，近50年最大洪峰745 m3/s（1959年7日30日），
近几年，河流时有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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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开采沉陷监测及预测新技术》是一门涉及采矿、力学、地质、测绘、土建、环保等知识的综合
学科，具有明显的理论性和工程实践性。
《矿山开采沉陷监测及预测新技术》由吴侃、汪云甲、王罗权等编著，是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
费项目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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