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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山西省教育厅晋煤培发[2009]140号《关于对我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实施
中等职业教育的通知》和晋煤培发[2009]337号《关于我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实施
意见》，结合我省煤矿兼并重组整合，煤矿综合机械化升级改造以及现代化矿井生产对提升员工素质
的迫切需求，按照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山西省教育厅的指示安排，山西省煤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精心
组织编写了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系列教材及考核标准，共13本。
该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点：1.严格按照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教学计划和
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2.教材突出了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既便于课堂教学、学生课后自学，又对学
生在职业岗位的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性。
3.教材每章均按系统理论、核心知识点、专业技能训练三部分编写，重点突出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
系统理论和核心知识点部分为学生学习掌握各项专业技能做好支撑。
教材首次将各专业的专业技能内容进行整理罗列，是一套具有实用性、系统性且形式新颖的煤炭职业
中等教育教材。
本书主编：张美红编写人员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帮助，并参考了大量
的文献资料。
在此，向提供帮助的有关专家、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同时还得到了山西省煤炭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各位教师、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专家能够结合煤矿实际，将更为实用的专业技能内容提供给教材
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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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安全技术》在编写过程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点：1.严格按照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教
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2.教材突出了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既便于课堂教学、学生课后自学，又对学
生在职业岗位的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性。
3.教材每章均按系统理论、核心知识点、专业技能训练三部分编写，重点突出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
系统理论和核心知识点部分为学生学习掌握各项专业技能做好支撑。
教材首次将各专业的专业技能内容进行整理罗列，是一套具有实用性、系统性且形式新颖的煤炭职业
中等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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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大多数突出发生在放炮和落煤工序。
有一些煤矿放炮后没有立即发生突出，而是延迟几分钟到十几小时，这种称为延期突出，它的危害性
更大。
8.突出前常有预兆发生，如煤体和支架压力增大，煤壁移动加剧，煤壁向外鼓出，掉碴，煤块进出，
破裂声，煤炮声，闷雷声，煤质干燥，光泽暗淡，层理紊乱，瓦斯增大或忽大忽小，煤尘增多，气温
降低，顶钻或夹钻，等等。
熟悉或掌握本矿的突出预兆，对于及时撤出人员，减少伤亡有重要意义。
（三）突出的机理突出的机理是关于解释突出的原因和过程的理论。
突出是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它的机理还没有统一的见解。
多数人认为，突出是地压、瓦斯压力、煤的力学性质和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突出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分述如下：1.准备阶段。
突出煤体经历着能量的积聚过程，使之逐渐发展到临界破坏甚至过载的脆弱平衡状态。
在工作面附近的煤壁内形成高的地应力与瓦斯压力梯度。
例如在有利的约束条件（石门岩柱，煤巷的硬煤包裹体）下，煤内地应力梯度急剧增高，能够叠加着
各种地应力，形成很高的应力集中，积聚着很大的变形能。
同时由于孔隙裂隙的压缩，使瓦斯压力增高，瓦斯内能也增大。
在这个阶段，会显现多种有声的与无声的突出预兆。
准备阶段的时间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在震动放炮或顶板动能冲击条件下，仅几秒钟即可完成。
2.激发阶段。
激发阶段的特点是地应力状态突然改变，即极限应力状态的部分煤体突然破坏，卸载（卸压）并发生
巨响和冲击，向巷道方向作用的瓦斯压力的推力由于煤体的破裂，顿时增加几倍到十几倍，伴随着裂
隙的生成与扩张，膨胀瓦斯流开始形成，大量吸附瓦斯进入解析过程而参与突出。
大量的突出实例表明，T作面的多种作业都可以引起应力状态的突变而激发突出。
3.发展阶段。
该阶段具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特点，一是突出从激发点起向内部连续剥离并破碎煤体，二是破碎的煤在
不断膨胀的承压瓦斯中边运送边粉碎。
前者是在地应力与瓦斯压力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后者主要是瓦斯内能作功的过程。
煤的粉化程度与游离瓦斯放散初速度、解析的瓦斯量以及突出孔周围的卸压瓦斯流有关，对瓦斯流的
形成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4.终止阶段。
突出的终止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剥离与破碎煤体在扩展中遇到了较硬的煤体或地应力与瓦斯降低
不足以破坏煤体。
二是突出孔道被堵塞，其孔壁由突出物支撑建立起新的平衡，地应力与瓦斯压力梯度不足以剥离与破
碎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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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安全技术》：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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