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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煤层开采引起的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并扼要介绍了矿
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的研究方法。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非煤矿山岩层控制的基本知识。
书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在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并适当介
绍了可供借鉴的国外技术和经验。

本书可作为采矿工程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采矿工程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设计人员以及生产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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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支架一围岩”相互作用的基本状态 “支架一围岩”相互作用的状态比较复杂，
其中最基本和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①当巷道顶板岩石与上覆岩层离层或脱落时，支架仅受到离
层或脱落岩石自重压力作用，支架处于给定载荷状态。
此时支架载荷数值不大而且基本固定。
其力学模型见图8—26（a）。
 ②当巷道顶板岩石与上覆岩层没有离层或脱落时，支架的受载和压缩变形将取决于上覆岩层的运动状
态。
这种情况下仅靠支架本身的支撑力无法阻止上覆岩层的运动，只有当上覆岩层下沉过程中受到采空区
已冒落矸石或充填物阻挡时，支架的收缩变形才能停止，支架处于给定变形状态。
此时支架所受载荷较大。
其力学模型如图8—26（b）所示。
 3.“支架一围岩”相互作用原理 现有的各种巷道支架，在“支架一围岩”力学平衡系统中，只能承担
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载荷，支架在围岩内部应力平衡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更不能企图依靠支
架去改变上覆岩层的运动状态。
然而支架的这个微小的支撑力又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支架的工作阻力，尤其是初撑力在一定程度上能相当有效地抑制直接顶板离层，控制围岩塑性区的再
发展和围岩的持续变形，保持围岩的稳定。
因此，巷道支架系统必须具有适当的强度和一定的可缩性，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适应围岩的变形。
 地下工程中围岩不仅是施载体，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一种天然承载构件，上覆岩层的绝大部分重量完全
是由自身承担的。
因此，合理的“支架一围岩”相互作用关系是充分利用围岩的这种天然的自承力和承载力。
人为的支护作用是在围岩强度、结构、受力环境、位移与力的边界条件等方面创造条件，促进围岩形
成自稳和承载结构。
巷道支护对围岩提供支护阻力，控制围岩塑性区的持续发展，减小围岩移近量。
根据巷道周边弹塑性位移量的计算式（7—2），巷道周边位移量与支护阻力的关系曲线如图8—27中Ⅰ
所示。
曲线上c点左侧为弹塑性阶段，巷道周边位移值到达c点以后围岩松动破裂开始脱落，对支架产生松动
压力，支护阻力增加。
Ⅱ、Ⅲ分别为可缩性支架、刚性支架工作特性曲线，Ⅱ与Ⅰ的交点b，Ⅲ与Ⅰ的交点a，分别为支架的
工作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支架不宜在B区间工作，在A区间工作时，支架工作点在C点左侧附近较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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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可作为采矿工程专业的教材使用，也
可供采矿工程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设计人员以及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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