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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应力深井安全开采理论与控制技术》主要介绍金川深部矿体大面积连续开采的支撑理论与保障技
术。
《高应力深井安全开采理论与控制技术》首先介绍了金川镍矿在1150m中段以上成功实施的无矿柱大
面积连续开采的生产实践情况与工程经验，然后阐述了金川深部矿体大面积开采面临的困难及需要解
决的关键技术。
在对深部工程地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深部矿床实施大面积连续开采的支撑理论与保障技术，
包括留矿柱和不留矿柱两种回采方案地压规律与优劣比较、采场围岩变形的光纤光栅监测技术、地表
岩移GPS监测体系以及变形信息管理和采场稳定性与岩移的预测预报；最后探讨了受采动影响的竖井
工程稳定性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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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光纤埋设的工程措施 为了确保在巷道中埋设的分布式光纤安全可靠，一方面提
高光纤设计的可靠性，即在同一光纤槽中布设3～4条。
当其中一条光缆失效，另外几条仍可以正常监测，由此提高光纤监测的安全度。
另一方面，从技术上解决光纤穿越轨道以及光纤出口的保护措施，并提高施工质量，确保光纤埋设的
安全可靠。
 6.2基于梁弯曲变形监测的光纤传感技术试验研究 6.2.1第一次试验研究 1.试验目的与意义 光纤传感技
术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提出。
近几十年来，研究了不同机理的分布式应变测量系统，并在多个领域使其逐步应用。
目前这项技术已成为光纤传感器技术中最具前途的技术之一。
分布式光纤应变测量系统能在整条光纤的长度上，以距离的连续函数形式传感出被测应变随光纤长度
方向的变化。
分布式光纤应变传感器中的光纤，既是传输介质又是传感介质，它具有抗电磁干扰、防燃、尺寸小、
对被测应变场的影响小等其他传感器无法比拟的优点。
但分布式光纤在竖井变形监测的应用还不多见。
考虑到竖井变形机理以及采用的间接实施方案，认识到光纤传感技术在竖井变形监测中成功的应用关
键在于以下3个方面。
 1）分布式光纤埋人技术和可靠性 将光纤传感器牢固地埋入连接竖井的围岩中，使光纤与围岩黏结于
一体，实现同步受力和变形，确保光纤与围岩实现同步变形。
实现此目标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光纤埋入技术，包括埋人方式、技术参数和黏结材料等；其二，光
纤埋设施工工艺与施工质量。
 2）与竖井工程相匹配的光纤传感器选取 不同竖井工程的变形机理、破坏模式和变形特性存在较大差
异。
因此竖井结构的变形速率和累积变形量也存在较大差异。
光纤传感器粗细的选取既满足测量精度，又能适应较大变形量程的要求。
否则，或者监测精度较低，难以揭示竖井的初期变形，或者光纤最大变形较小，导致光纤拉断而使监
测失效。
 3）光纤传感器布设 考虑到竖井结构的变形机理与失稳模式，对竖井结构进行合理布设，也是光纤变
形监测的关键技术。
第3个问题直接涉及竖井工程，而光纤传感器埋人技术和光纤传感器匹配问题可以在室内试验加以研
究。
考虑到光纤传感监测技术在矿山竖井变形监测尚处于探索之中，鉴于金川竖井监测的重要性。
因此有必要开展室内研究工作。
通过室内试验研究，研究揭示不同光纤传感器的不同埋入方式、黏结材料以及施工工艺对结构变形监
测的效果，由此优化光纤断面尺寸、切槽参数、黏结材料和施工工艺，从而为竖井工程的光纤监测提
供理论依据，积累经验，确保光纤埋设的可靠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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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应力深井安全开采理论与控制技术》可供采矿、地质、水电和土木工程等领域从事采矿设计、采
矿生产塑科学研究的工程与科研人员以及从事采矿教学工作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与研究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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