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论与实验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论与实验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30317377

10位ISBN编号：703031737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尹光志　等著

页数：233

字数：29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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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论与实验研究>>

内容概要

尹光志等编著的《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论与实验研究》系统介绍了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
论及实验研究成果。
全书共7章：第1章介绍了含瓦斯煤岩相关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第2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的力学性质
、蠕变特性和渗透特性；第3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的流变本构模型；第4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的弹塑性
耦合损伤本构模型；第
5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的固气耦合动态模型；第6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的失稳机制，提出了含瓦斯煤岩
的失稳准则和判据；第7章介绍了自行研制的煤与瓦斯突出模拟实验系统，并对煤与瓦斯突出进行了
实验研究。

《含瓦斯煤岩固气耦合失稳理论与实验研究》可供采矿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岩土工程等相关领域
的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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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7.3含水率对煤与瓦斯突出强度影响的实验研究根据煤与瓦斯突出综合作用假说，煤与
瓦斯突出是在瓦斯压力、地应力和煤体的物理力学性质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剧烈动力现象。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煤体的含水率对煤的物理力学性质影响很大，如随着含水率的增加，煤
样的峰值强度和弹性模量减小，泊松比增加。
即使在含水后烘干的试件，其力学性质也有较大变化，如峰值强度、弹性模量增大，岩石的脆性增加
。
因此，含水率对煤与瓦斯突出的发生、发展和突出强度也将有明显的影响。
本书以自行研制的煤与瓦斯突出模拟实验系统为手段，对不同含水率情况下的煤与瓦斯突出强度进行
了实验研究。
1）实验方案本实验煤样取自松藻煤电集团打通一矿7#软分层，该煤层煤质松软、手捻可碎，曾多次发
生过规模不等的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煤样自现场取回后，经粉碎、筛选，取颗粒度为0.1mm的煤粒，经加压成型制备煤样试件。
同时取定量的煤样测试其含水率。
载荷施加顺序为，先突出口，载荷75kN，目的是防止煤样二次受载后在突出口处发生变形，而破坏突
出口的密封；再施加垂向载荷，靠近突出口侧活塞载荷为110kN，其余两个活塞130kN，目的是在煤样
试件内形成应力载荷梯度；然后施加侧向载荷，载荷值为50kN，目的是维持系统受力平衡和保证煤样
试件处于三维应力状态。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当瓦斯压力超过0.75MPa时，才会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因此，设定瓦斯压力值为1.00MPa，持续通瓦斯时间设定为24h，瓦斯气体为纯度99.99％的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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