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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能源署（IEA）2007年11月公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影响，全球煤炭消
费增速加快，预计2008-2030年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增加55%，其中煤炭消费增长73%。
我国是煤炭生产与消费大国。
2005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76.3%和68.7%，远远高于全球平
均27%和27.8%的水平。
煤炭产量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2000年为9.8×108t，2004年猛增至1.96×109t，2007年已经达到2.25
×109t。
我国煤炭产量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40%左右。
矿产资源开发被公认为是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人类工程活动之一。
在我国，由于煤炭开采规模巨大，且绝大部分煤矿开采埋藏在人类生产、生活区之下的煤炭资源，所
以由井工开采诱发的煤矿区地面沉陷、断陷、开裂（简称采煤沉陷）已成为煤矿区土地资源破坏和生
态环境恶化的主要人为灾害之一。
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煤矿区万吨采煤塌陷率一般在2.80-6.75ha/万t之间。
即使按1ha/万t的采煤沉陷率估算，年产原煤2.5×109t，将引起采煤沉陷面积2.5×105ha以上。
从构造地质学的观点来看，以采煤沉陷为代表的煤矿区环境灾害（environment hazards related to
coal-mining）是由人类地下采矿活动在主采煤层上覆岩、土体（简称覆岩）中引起或诱发的一种特殊
的变形现象。
变形的物理过程在覆岩中进行，引起变形的力在覆岩中传递，因此，覆岩在采煤沉陷过程中扮演着构
造介质的角色。
大多数煤矿区在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受过构造运动改造，形成单斜、褶皱等构造形态和节理、断层等构
造界面。
因此，采煤沉陷是经受过变形、遭受过破坏的煤层及其覆岩，在环境应力条件改变时，产生的再变形
和再破坏。
如果说构造介质本身的特点（力学特性、构造形态、构造界面）是地质历史时期产生的影响煤矿区环
境灾害的静态因素，那么，构造应力就是反映目前覆岩动力学状态且影响煤矿区环境灾害的动态因素
。
构造介质、构造形态、构造界面、构造应力等要素构成了煤矿区的构造环境（tectonic settings）。
大量观测资料和实验证明，在不同的构造环境下，同样强度的地下采矿活动所造成的采煤沉陷有明显
差异。
这说明，虽然采煤沉陷是人类地下采矿活动对煤矿区地质环境（geological environment）产生强烈扰动
的结果，但煤矿区地质环境的抗扰动能力是由构造环境决定的。
抗扰动能力强的煤矿区可以承受较大的开采强度；而抗扰动能力差的煤矿区，同样强度的地下开采，
就会导致严重的地表损害甚至环境灾害。
因此，构造环境的内在结构和特性是采煤沉陷形成与发展的控制性因素。
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下，煤矿区地质环境所能承受的最大开采强度（称为地质环境
承载能力），因其所处构造环境的不同会有明显的区别。
研究构造环境对采煤沉陷的控制机理，对预测采煤沉陷的发生、发展规律，评价煤矿区地质环境的承
载能力，从而通过给定损害，限制开采，实现采动损害最小化及煤矿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目标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第一作者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应用构造地质学的观点对煤矿区地表沉陷问题进行了系统
研究，初步建立了“构造控灾”理论框架。
作者提出的构造控灾观点和围绕构造控灾开展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我国构造地质与岩层控制专家的热
情鼓励。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国伟教授在评语中写道：“构造控灾是一项学科交叉研究探索的新成果，有新意，
有深化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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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有类似或相仿的研究思考，但作为一个新的整体思维、理念性思考研究，应当说是很少的。
不管这一术语是否公认为完全合适，但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应予充分肯定并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鸣高教授在评语中写道：“应该认为作者在构造环境对采动损害的影响方面做了初
步而有益的探索。
论文表明作者在地质与采矿两个学科的结合上有新的探索，并表明了作者在基础与专业方面的知识面
。
”为了进一步深化、细化和完善构造控灾理论体系，第一作者以“地质构造对煤矿区地表环境灾害的
控制机理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资助（
项目编号：40472104）。
本书是对第一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
全书共分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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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是作者近年来从事煤矿区构造控灾理论研究的
最新成果。
全书共分八章，以地质构造控制论为指导，以我国北方典型煤矿区采煤沉陷观测资料为依据，以相似
材料模拟和计算机数值试验为手段，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证了构造介质（煤层覆岩）、构造形态（单
斜与褶皱）、构造界面（节理与断层）、构造应力以及地下水对采煤沉陷的控制作用及其机理。
建立了全新的煤矿区构造控灾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煤矿区地质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预测理论
和方法。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基础资料数据翔实、试验结果真实可靠。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可作为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矿山测量、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等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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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3.2 褶皱构造对采煤沉陷的控制作用在其他地质、采矿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动应力和采煤沉
陷特征与褶皱构造的形态特征有密切联系。
1）采动应力特征。
压应力集中在切割眼、停采线附近，拉张应力集中在采空区上方的煤层顶板部位；无论是压应力还是
张应力，其量值均以向斜构造最大，背斜构造最小，水平煤层介于背斜和向斜之间。
2）工作面推进相同长度时，向斜构造煤层开采时的地表下沉值最大，其次为水平煤层，背斜构造煤
层开采时的地表下沉值最小。
3）相同的地质、采矿条件下，随着背斜构造翼间角增大，采煤沉陷下沉值逐渐增大；而随着向斜构
造翼间角增大，下沉值逐渐减小。
4）对于采煤沉陷的影响范围而言，开采背斜构造的煤层在地表形成的采煤沉陷盆地最大，开采向斜
构造的煤层时在地表形成的采煤沉陷盆地范围最小，开采水平煤层时在地表形成的采煤沉陷盆地范围
介于前二者之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

编辑推荐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煤矿区构造控灾机理及地质环境承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