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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矿压测控技术》介绍了矿压测控技术基本理论和方法。
包括岩石及岩体的基本性质、采煤工作面上覆岩层移动及其矿压显现规律、矿山压力测量仪器、采煤
工作面矿压观测、采煤工作面矿压控制、采煤工作面顶板事故的防治、巷道矿压显现规律与观测方法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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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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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 采煤工作面上覆岩层移动及其矿压显现规律 第一节采煤工作面上覆岩层移动规
律 第二节采煤工作面矿山压力显现规律 第三节影响采煤工作面矿山压力显现的主要因素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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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第五章采煤工作面矿压控制 第一节顶板分类 第二节单体支柱工作面顶板控制设计 第三节单体支柱
工作面支护质量监控 第四节 采煤工作面顶板运动的预测预报 第五节综采工作面顶板控制设计 复习思
考题 第六章采煤工作面顶板事故的防治 第一节顶板事故的统计分析 第二节局部冒顶事故的防治 第三
节大型冒顶事故的防治 第四节采煤工作面顶板事故处理 复习思考题 第七章 巷道矿压显现规律与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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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巷道矿山压力控制 第一节采区巷道矿压控制 第二节采区巷道支护 第三节巷道冒顶的预防与处理 
复习思考题 第九章冲击地压 第一节概 述 第二节冲击地压的机理 第三节 冲击地压发生的条件及原因 
第四节冲击地压的预测及预防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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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专项监测 1.装面 装面时，每根支柱都要监测，每根支柱的初撑力都符合要求
时，才能投入正常生产。
 2.拆面 拆面前，每根支柱的工作阻力都不低于规定的数值时，才能进行拆面作业。
 3.初放 初放包括直接顶初次垮落和基本顶初次来压。
直接顶初次垮落时，切顶排所增加的切顶支柱的初撑强度应保证直接顶在切顶线处被切断。
增加的初撑强度视直接顶初次垮落步距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当基本顶初次垮落步距在8 m以下时，增
加的初撑强度为100 kPa；12 m以下时为200 kPa；16 m以下时为300 kPa 20 m以下时为400 kPa；24 m以下
时为500 kPa。
 基本顶初次来压时，切顶排所增加的切顶支柱（架）的支护强度（按工作阻力计）应能平衡基本顶悬
露长度重量的一半，增加的支护强度按基本顶初次来压步距的大小而定。
当基本顶初次来压步距在20 m以下时，增加的支护强度为900 kPa；28 m以下时为1200 kPa；35 m以下时
为1500 kPa。
注意：当用支护强度平衡基本顶岩重时，基本上可采用支柱的额定工作阻力计算。
 4.工作面两端 工作面两端的监测就是对四对八梁支护的监测，主要是监测支柱的初撑力。
由于1根长钢梁下3根支柱互相影响，因此应在3根支柱都支设好后，再测量其初撑力，只要其平均初撑
力能符合有关规定即可。
应用长钢梁支护的工作面，其初撑力的计算方法也如此。
 5.特殊地点 当工作面遇到地质破坏带或老巷时，应制定专门的支护措施，同时要对这些地点处的支柱
初撑力进行监测，务必使其都符合要求。
 综上所述，在装面、拆面时，必须监测每根支柱的初撑力和工作阻力。
初放时，不论是直接顶初次垮落还是基本顶初次来压，应每3根支柱监测1根；尽管对付基本顶初次来
压利用的是支柱的工作阻力，但初撑力也应尽量大些，绝不允许低于有关规定值。
特殊地点的支柱也应每3根监测1根，使支柱初撑力不低于规定的要求。
工作面两端的四对八梁，每端监测一对即可。
日常监测是沿工作面每10 m左右设置一条观测线进行监测；对于切顶线新增切顶支柱（架），在观测
线两侧各监测1根即可，务必保证切顶支柱达到规定的初撑力。
 日常监测过程中，支柱失效率超过20％时，应全面检查工作面支柱，并及时更换已失效的支柱。
为使监测工作更趋合理，每月应调整一次观测线，即所有观测线均向上或向下移动一定的距离。
监测过程中若发现支柱初撑力不足应进行补液，使其达到规定的初撑力。
该测点的初撑力应以补液后的数据为准。
日常监测时若发现某测线支柱初撑力不够，此测线左右各5 m的支拄均应监测，不足者应补液使其达
到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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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矿压测控技术》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采矿工程类的专业教材，也可作
为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教育和职工培训的教材，亦可供煤矿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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