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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共六章内容，包括：高岭土采场矿压显现规律模拟试验研究、高岭土采
场矿压现场检测及工作面支护结构分析、煤系高岭土开采顶板预裂爆破控制沿空留巷变形技术试验研
究、煤系高岭土爆破技术试验研究、淮北朔里煤矿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及现场管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

作者简介

夏红兵，1966年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职于安徽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地下结构研究
所，从事地下结构工程、工程力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引言 1.2 煤系高岭土安全开采技术及理论研究现状 1.2.1 高岭土开采研究现状 1.2.2 预裂爆
破法控制沿空留巷变形技术研究状况 1.2.3 国内高岭土爆破开采技术研究现状 第2章 高岭土采场矿压显
现规律相似模拟试验研究 2.1 引言 2.2 相似模拟试验基本要求 2.2.1 原型条件 2.2.2 模拟方案 2.2.3 相似条
件 2.3 相似材料 2.3.1 相似材料的选择 2.3.2 材料用量计算 2.3.3 材料配合比确定 2.4 模拟试验过程 2.4.1 模
型制作 2.4.2 加载方式 2.4.3 回采程序设计 2.4.4 测试仪表及测点布置 2.5 模拟试验结果分析 2.5.1 顶板垮
落规律 2.5.2 顶板岩层移动规律 2.5.3 围岩应力分析 2.6 顶板垮落、上覆岩层移动、应力分布规律 2.6.1 顶
板垮落规律 2.6.2 上覆岩层移动规律 2.6.3 应力分布规律 第3章 高岭土采场矿压现场监测及工作面支护
结构分析 3.1 引言 3.2 工作面矿压监测 3.2.1 监测的目的 3.2.2 所监测工作面地质及技术条件 3.2.3 监测的
内容与方法 3.3 测压资料及其整理 3.3.1 下缩量及压入顶底板深度数据整理 3.3.2 底板移近量数据整理
3.3.3 支柱荷载及其分布数据整理 3.3.4 采高统计 3.3.5 实际支柱密度统计 3.3.6 支柱初撑力及其频率分布
数据 3.3.7 运输平巷围岩变形数据的整理 3.3.8 运输平巷超前支护阻力测试数据及整理 3.4 利用工作面测
压数据分析矿压显现规律 3.4.1 顶板活动规律 3.4.2 工作面矿压显现特征 3.4.3 运输平巷超前支柱工作阻
力显现特征及运输平巷变形特征 3.5 工作面压力显现规律及分析 3.5.1 工作面初次来压 3.5.2 工作面周期
来压 3.5.3 运输平巷超前支柱工作阻力与围岩变形的分析 3.5.4 工作面超前支护的范围 3.6 回采工作面支
护结构分析 3.6.1 回采工作面支护与顶板相互关系分析 3.6.2 工作面支架的选择及布置方式 3.6.3 对DZ
—25单体支柱的校核 3.6.4 工作面支柱初撑力分析 3.6.5 DZ—25单体液压支柱布置方式  3.7 工作面控顶
方式选择 3.7.1 控顶方式选择依据 3.7.2 基本控顶距的初步确定 3.7.3 合理控顶距的选择 3.8 合理支护密度
3.8.1 顶板支与护的关系 3.8.2 工作面支护阻力 3.8.3 合理支护密度 第4章 煤系高岭土开采顶板预裂爆破
控制沿空留巷变形技术试验研究 4.1 引言 4.2 预裂爆破技术 4.2.1 预裂爆破理论基础 4.2.2 预裂爆破参数
选取 4.2.3 预裂爆破工程实践 4.3 围岩变形、支护阻力观测与分析 4.3.1 支柱荷载分析 4.3.2 运输平巷超前
支护阻力测试 4.3.3 运输平巷围岩变形 4.3.4 工作面后方固定测点的围岩变形 4.4 对采场顶板预裂的数值
模拟分析 4.4.1 数值计算模型 4.4.2 力学模型 4.4.3 岩体力学性能参数 4.4.4 切割缝参数设置 4.4.5 模拟结果
及分析 第5章 煤系高岭土爆破开采技术试验研究 5.1 引言 5.2 工程概况 5.3 爆破开采原理 5.3.1 采用毫秒
微差爆破技术 5.3.2 利用分散化原理 5.3.3 实现等能爆破  5.3.4 采用水垫层缓冲装药 5.4 爆炸应力波作用
下高岭土围岩内裂纹扩展规律 5.4.1 冲击波作用形成的粉碎区 5.4.2 裂隙区的应力及应力波作用下的破
坏区 5.5 爆破技术参数 5.5.1 钻眼设备和爆破器材 5.5.2 爆破参数 5.6 起爆方式和起爆顺序 5.7 爆破开采试
验 第6章 淮北朔里煤矿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及现场管理 6.1 地质概况 6.1.1 工作面位置及井上下关系
6.1.2 岩层情况 6.1.3 矿层顶底板情况 6.1.4 地质构造 6.1.5 水文地质 6.1.6 影响回采的其他因素 6.1.7 储量
计算 6.2 高岭土开采方法和回采工艺 6.2.1 高岭土开采方法的选择 6.2.2 巷道布置 6.2.3 回采工艺 6.2.4 设
备配备 6.3 顶板控制 6.3.1 支护设计 6.3.2 控顶方法 6.3.3 矿压监控 6.4 一通三防 6.4.1 通风系统 6.4.2 瓦斯
防治 6.4.3 综合防尘系统 6.4.4 防灭火系统 6.4.5 通风安全检测系统 6.5 生产系统 6.5.1 出矸系统 6.5.2 运料
系统 6.5.3 供电系统 6.5.4 压风系统 6.5.5 供水系统 6.5.6 排水系统 6.5.7 液压系统 6.5.8 通讯信号系统 6.6 生
产组织 6.6.1 劳动组织 6.6.2 循环作业图表 6.6.3 开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6.7 资源管理 6.8 安全技术管理措
施 6.8.1 施工前的规定 6.8.2 顶板管理 6.8.3 防治水 6.8.4 爆破及爆破器材管理 6.8.5 一通三防及安全监控
6.8.6 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 6.8.7 工作面运料及材料管理 6.8.8 上下出口及两巷超前管理 6.8.9 运输 6.8.10 
机电管理 6.9 避灾路线 6.10 其他内容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装药结构形式及其相应的参数是控制爆破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合理的装药
结构与装药参数必须保证全部药量稳定爆轰，完全传爆，产生一定的爆破威力而且装药工艺简单。
预裂爆破的装药结构有连续装药和间隔装药两种形式。
间隔装药是按一定间距将药卷绑扎在传爆线上。
由传爆线引爆所有药包，这也是目前使用较多的装药结构。
连续装药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预裂爆破装药方式，根据预裂爆破的理论可知，在装药密度确定之后，炸
药沿预裂孔分布越均匀越好，但由于炮孔底部的夹持作用较大，不易造成所要求的预裂缝，故通常需
要将孔底线装药密度增大1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放置药包时，应尽可能地放在孔的中间，使炮孔中心与药卷中心重合，避免药包与
孔壁接触。
 堵塞也是获得理想爆破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堵塞过短而装药过长，就会造成孔口漏斗形状的情
况；如果堵塞过长和装药过短，则难以形成完整的预裂缝，因此，堵塞长度通常取炮孔直径的12～20
倍为好。
几乎所有预裂爆破理论都是建立在各预裂孔同时起爆的基础上的。
因此，在实际工程中一般都用电雷管起爆，以求获得平整的预裂缝。
以上即是在预裂爆破参数计算中常采用的经验估计法和理论计算法，在具体的预裂爆破工程实践中，
这两种参数选取方法要结合起来。
 在留巷中使用预裂爆破的目的：使留巷直接顶与采空区直接顶板之间形成一个弱面，由于弱面不能传
递弯矩，因此顶板沿着弱面发生周期性垮落。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

编辑推荐

《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研究》内容包括高岭土采场矿压显现规律相似模拟试验研究、高岭土采场矿压
现场监测及工作面支护结构分析、煤系高岭土开采顶板预裂爆破控制沿空留巷变形技术试验研究、煤
系高岭土爆破开采技术试验研究、淮北朔里煤矿煤系高岭土开采技术及现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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