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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然而煤矿生产环境恶劣，重大灾害事故时有发生，其中以瓦斯灾害最
为严重，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煤矿发生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事故共24起，死亡3500多人，其中瓦斯（煤尘）事
故20起，死亡3314人。
2002-2005年，工矿企业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中，煤矿占72.8％-89.6％（死亡人数）；在煤矿企
业所发生的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中，瓦斯事故占死亡人数的70％-80％。
同时，瓦斯因素还极大地限制了矿井生产能力的发挥，在高瓦斯矿井中，采煤、掘进、运输机械化装
备难以发挥其效能，降低了生产效率。
此外，全国每年有1×1010m3以上的瓦斯排人大气，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也污染了环境。
因此，煤矿瓦斯灾害的防治成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平顶山煤业（集团）公司所属平顶山矿区仅有两对高瓦斯矿井，随着矿区向深部延
伸，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不断增大，目前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有12对。
矿区内戊组煤层瓦斯压力由-430m水平的1.51MPa增加到-800m的2.55MPa，瓦斯含量由16.76m3／t增加
到30m3／t；己组煤层瓦斯压力由-430m水平1.67MPa增加到-800m的2.45MPa，瓦斯含量由11.56m3／t增
加到29.5m3／t。
瓦斯涌出总量、平均吨煤瓦斯涌出量由1991年的185.9m3／min、5.49m3／min增加到2004年的468.33m3
／min、8.02m3／min。
同比矿区瓦斯涌出总量增加151.9％，吨煤瓦斯涌出量增加46.1％。
瓦斯突出和瓦斯涌出量大，严重影响了矿井单产单进水平，致使矿井接替紧张。
瓦斯问题成为制约平顶山煤业（集团）安全生产、高产高效的主要制约因素。
为了治理矿井瓦斯，广大煤炭科技人员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平顶山煤业（集团）公司和中
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煤炭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的相关人员，以平顶山矿区为理论和实践研
究基地，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工作，使矿井瓦斯防治理论和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瓦斯灾害事故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且在实践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瓦斯治理技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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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多年来在瓦斯防治方面取得的技术成果为基础，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高瓦斯突出矿井
开采过程中出现的瓦斯灾害问题及经过现场应用证明有效的防治技术，如掘进巷道隔断式抽放治理瓦
斯技术、高压磨料射流割缝防突技术、工作面浅孔抽放治理瓦斯技术、点面结合预测突出危险性技术
、地质量化预测突出危险性技术等。
同时，在撰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国内外在这一学科领域取得的新成就并进行了分析，力求能够较为全
面地反映该领域的新进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采矿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煤矿瓦斯领域的领导决策者、科
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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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第五变形阶段第五变形阶段为图2.5.1中V段曲线，属于峰值后变形与破坏阶段。
D点之后的应力-轴向应变曲线表明，岩石破坏后并非完全失去承载力，而是保持较小的数值。
也就是说，经过D点试件彻底破坏，尔后经过较大变形，应力下降到一定值之后到达稳定，所对应的
应力为残余强度。
岩石中诱导裂隙逐渐增多，裂隙密度增大，连通性增强，岩石的渗透率也将逐渐增大，并达到峰值。
2.5.2 峰值后渗透率变化的特征李世平通过大量的砂岩全应力应变一渗透率实验，得到了岩石的渗透率
一应变关系方程，划分成三种类型（图2.5.2）：图2.5.2（a）为渗透率最大值在峰后流动段末尾；
图2.5.2（b）为渗透率最大值在软化阶段，之后渗透率不断减小；图2.5.2（c）为渗透率最大值与峰值
强度点重合，略微有所减小。
韩宝平根据岩石的种类、组构和孔隙发育程度详细解释了以上三种现象的原因：孔洞型的角砾岩，加
载破坏后不规则的角砾碎块间搭接形成连通性良好的孔隙通道，渗透率持续增高，另一种致密的白云
岩，破裂后才产生明显的裂隙，渗透率不断增加，甚至大于峰值阶段，和类型（a）一致。
溶蚀孔洞型岩石，破坏后诱发的裂纹将原来的溶蚀孔隙相连形成畅通的渗流通道，渗透率提高；但是
峰值后岩石破碎及细碎颗粒的充填，反而堵塞了原来的渗流路径，渗透率逐步减小，和类型（b）一
致。
裂隙和微裂隙型岩石，达到峰值时原生裂纹扩展贯通，渗透率急剧增大，由于原来裂隙切割破坏，岩
石破坏后除了形成主破裂面，岩块多碎成小块，孔隙度增大，之后渗透率没有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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