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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水害风险评价与防治决策系统研究》第1章首先介绍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煤矿水害事故
现状与特点，说明研究的选题背景及动机，归纳研究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同时，回顾了当前国内外对煤矿水害的研究现状，并提出本书研究目标与路线。
第2章介绍了常见的煤矿水害事故类型，并根据不同水害类型提出了对应的防治方法。
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一个具体的煤炭企业中水害事故特点和防治措施。
第3章研究多煤矿水害风险评价问题。
第4章研究了煤矿探水技术的成本效益。
第5章研究了煤矿疏水堵水技术的成本效益。
第6章建立了煤矿水害风险评价与防治决策支持系统。
最后一章对全书内容及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对本书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提出研究的方向和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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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基于主体的建模和仿真（ABMS）是当前国内外对复杂系统进行模拟和研究的重要
方法。
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专家认为复杂系统其本质是具有涌现性：系统整体才具有而孤立的组成部分
及其总和不具备，并且由系统组成部分按照它们的关联性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激发出来
的。
组成复杂系统的具有一定自治性、交互能力、反应能力的基本单元称为Agent。
复杂系统通常由多种类型的Agent构成，Agent以及Agent与环境之问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系统的复杂性。
ABMS作为一种复杂系统模拟和仿真方法，侧重于从微观主体出发，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通过对不
同类型Agent的判断、学习、控制、反应等个性机制的设计，使系统中所有Agent相互作用，从而表现
出系统的宏观复杂性。
相比各种传统的从整体上把握系统宏观特性的方法，这种自下而上的建模方式能更直观、更现实地表
达系统的复杂性，因而被广泛用于多种复杂系统的仿真模拟。
 ABMS的意义在于简化和抽象现实世界具体事物或现象的细节，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预测现实事物或现
象的演变过程，以满足实际运用或科学研究的需要。
按照内部结构的差异，通常把Agent分为慎思型、反应型和混合型。
慎思型Agent具有复杂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学习能力，强调Agent的智能性，但与环境和其他智能体交互
的反应速度较慢；反应型Agent不使用复杂的符号推理，弱化Agent自身的智能性，使用“感知一动作
”模型，强化自身与环境和其他Agent的协同性，因而有较快的交互反应速度；混合型Agent则通过高
层包含认识推理机制、低层强调快速反应的两层设计实现两者优点的结合。
 ABMS建模一般步骤为：①根据系统特点，抽象出不同类型的Agent，并定义出Agent属性，用于描述
系统的当前状态。
②确定复杂系统中每个Agent运行规则，这种规则可以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在很多领域中，由于系统复
杂，难以定量表述之间精确关系，规则的确定往往需要依靠专家系统。
③运行模型，得到系统的后续状态的仿真模拟，然后与现实状态比较，并将对比信息反馈到第二步，
不断改变参数，以期得到更准确的仿真模拟。
 因此，根据煤矿水害演化机制和ABMS理论，采用自下而上的建模方式，从微观主体出发，抽象出4
种Agent，分别为：水源Agent、通道Agent、疏水Agent和采矿活动Agent。
其中，每种Agent是一个种群，包含很多个体，每个个体具有自身属性和作用规则。
同时，这4种Agent均为混合型Agent，不仅具备较快的反应速度，也强调与环境交互作用和个体之间协
调作用，通过Agent的微观行为影响系统整体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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