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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岩动力灾害现象是煤岩体在载荷作用下变形破裂逐渐演化而发生的突发性破坏或失稳现象，具
有动力效应和破坏性灾害后果。
在许多工程领域都存在煤岩动力灾害现象，如地震、滑坡、岩石混凝土结构失稳等，在煤矿主要有冲
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顶板冒落等。
长期以来，我国煤矿煤岩动力灾害事故频发，损失严重。
科学、有效的动力灾害监测预警方法成为众多学者和安全工作者研究的焦点。
地球物理方法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预测预报煤矿动力灾害现象的方法之一。
电磁辐射技术是一种新兴的地球物理方法。
煤岩电磁辐射是煤岩体受载变形破裂过程中向外辐射电磁能量的一种现象，与煤岩体的变形破裂过程
密切相关。
如同声发射一样，电磁辐射技术在预测煤岩动力灾害现象、地震、地质滑坡、测量煤岩体应力状态、
评估岩石混凝土结构稳定性及材料无损检测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因此，研究煤岩电磁辐射理论及应用技术，对于进一步揭示煤岩变形破裂机理、煤岩物理力学特性、
煤岩动力灾害演化机理，测评煤岩体的力学状态及监测预警煤岩动力灾害等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用价值。
　　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0204010）、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59925411）、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013404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50427401）、国家科
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2002EC000188）、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11BA80380408
、2004BA80380105、2005BA813B0309）、国家973计划项目（2005CB221505）、国家863计划项目
（2006AA062119）、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01075）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项目（NCET-06-0477）等资助下，经过十多年来坚持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在煤岩电磁辐射理论、应用
技术与装备开发和实验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取得大量有益的成果。
发明了电磁辐射实时监测预警煤岩动力灾害的技术方法，从理论上建立了煤岩动力灾害预警准则，发
明了煤岩电磁辐射便携式监测仪和在线式监测系统，解决了煤岩动力灾害的预警临界值确定和非接触
监测问题，实现了对煤岩动力灾害的非接触、定向、连续监测及预警，已在全国60多个煤矿区用于监
测预报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和顶板稳定性等。
本书对此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希望能对从事此方面及相关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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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岩动力灾害现象无所不在，尤以煤矿发生的煤岩动力灾害最为严重。
本书以预测煤岩动力灾害和揭示煤岩电磁辐射现象及机理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受载煤岩电磁辐射现
象、规律、影响因素及产生机理，研究揭示了受载煤岩表面带电现象、规律、影响因素及产生机理，
建立了煤岩电磁辐射力电耦合模型和煤岩动力灾害演化及预警模型，开发了基于煤岩电磁辐射原理的
煤岩动力灾害电磁辐射监测预警技术及装备，在冲击地压预测、煤与瓦斯突出预测、采空区顶板失稳
冒落、矿山压力观测及评估、围岩松动圈测试、隧道稳定性测试及评估、预测岩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广泛的实验和应用。
    本书可供从事煤岩、混凝土动力灾害现象（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滑坡、冒顶、地震、隧道和
坝基结构失稳等）、煤岩物理力学性质、岩土工程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研究生、本科生以及矿山安
全和矿压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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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引 言　　煤岩动力灾害是指煤岩类材料在载荷作用下变形破裂演化而发生
的突发性失稳或动力性破坏灾害，范围极广，涉及许多工程领域和自然灾害，如地震、地质滑坡、泥
石流、火山喷发、溃坝、隧道塌方、岩石混凝土建筑物失稳等，在矿山，主要有煤与瓦斯突出、冲击
地压（或金属矿山岩爆）和顶板灾害等。
冲击地压是指矿山采掘过程中采掘空间周围的煤岩体突然失稳破坏，具有瞬时性和动力破坏效应。
煤与瓦斯突出是大量煤岩与瓦斯突然从采掘工作面喷出的强烈动力灾害现象，大多具有气体搬运特征
和动力破坏效应。
煤矿煤岩动力灾害现象的危害是巨大的，能破坏通风系统，严重威胁人员和设备安全，影响正常生产
，严重影响煤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国是世界上煤与瓦斯突出和冲击地压等煤岩动力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约有30％的原国有重点
煤矿受煤岩动力灾害威胁。
2003年，由煤岩动力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瓦斯爆炸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2400余人。
2002年，我国发生重、特大煤岩动力灾害事故（一次死亡3人以上）32起，死亡195人。
近年来事故次数及死亡人数一直较高（见表1.1），死亡3人以下及对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的无死亡事故
或灾害更多。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煤炭及其他矿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日前煤矿以10～20m／a的速度加深
。
随着开采深度和开采强度的日益增大，煤与瓦斯突出和冲击地压等煤岩动力灾害日趋严重，突出矿井
和冲击矿井也明显增多，原来冲击不太严重的矿区近年来冲击地压明显增多且对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原来没有冲击危险的矿区或矿井也出现了冲击，如兖州矿区、鹤岗矿区、阜新矿区、义马矿区、
七台河矿区等。
煤岩动力灾害还可能引起瓦斯爆炸事故。
例如，2004年10月20日，发生在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岩石下山
的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引发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48人死亡；2005年2月14日，阜新海州立井发生冲击地
压引发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14人，损失极为严重。
煤矿煤岩动力灾害严重影响了我国煤炭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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