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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和变形的预计方法
第三节 建筑物下采煤
一、地表移动和变形对建筑物的影响
二、减少地表移动和变形的开采措施
三、建筑物下采煤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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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巷道掘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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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采区运输
第一节 煤炭运输
一、《煤炭工业设计规范》的有关
规定
五、回采工作面运输巷胶带化及效果
六、胶带运输对巷道布置的要求
第二节 辅助运输
第四篇 巷道断面和交岔点
第一章 巷道断面
第一节 巷道断面形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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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拱形、梯形及矩形巷道断面
尺寸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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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巷道断面净尺寸的有关规定
二、巷道断面净宽度的确定
三、巷道断面净高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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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种封闭拱形巷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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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拱形可缩性金属支架设计参数
四、三节对称直立式拱形可缩性金
属支架巷道断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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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第七节 曲线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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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采掘运设备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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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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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沟坡度及流速
四、水沟断面和流量计算
五、水沟盖板
六、特大涌水量矿井的水沟实例
第九节 轨道铺设
一、钢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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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碴道床
四、固定道床
第二章 平巷交岔点
第一节 交岔点分类
一、普通交岔点
二、穿尖交岔点
第二节 交岔点平面尺寸的确定
一、确定交岔点平面尺寸的依据
二、交岔点平面尺寸计算公式
三、交岔点平面尺寸计算
第三节 交岔点墙高及斜率
一、交岔点墙高
二、交岔点斜率
第四节 交岔点支护
一、锚喷支护交岔点
二、砌石旋支护交岔点
第五节 工程量及材料消耗量计算
第五篇 立井井筒和硐室
第一章 立井井筒平面布置
第一节 概述
一、井筒断面形状
二、井筒名称
第二节 并筒平面布置
一、井筒平面布置设计依据和要求
二、井筒平面布置形式
三、立并提升容器
第三节 井筒断面的确定
一、井筒断面确定步骤
二、刚性罐道的井筒断面确定方法
三、井筒断面积计算
四、井筒断面布置实例
第二章 井筒装备
第一节 钢丝绳罐道
一、概述
二、钢丝绳罐道布置形式
三、钢丝绳罐道安全间隙的确定
第二节 刚性罐道
一、概述
二、罐道梁
三、罐道
四、罐道布置形式及罐道梁固定方式
第三节 刚性罐道的计算
一、荷载分析
二、罐道、罐道梁上的荷载计算
三、罐道计算
四、罐道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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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罐道梁层间距的确定
六、计算实例
第四节 罐道与罐道、罐道与罐道梁
的连接
一、罐道接头
二、钢罐道梁接头
三、罐道与罐道梁的连接
第五节 管路敷设及梯子间
一、管路布置及管子梁的选择
二、电缆布置与敷设
三、梯子间
第六节 井筒装备的防腐
一、井筒中钢材构件的防腐
二、木质构件的处理
第七节 百米井筒装备材料消耗
第三章 井筒支护
第一节 支护类型及支护材料
一、支护类型
二、支护材料
三、混凝土配料
第二节 立井地压计算
第三节 井壁厚度及圆环内力的计算
一、井壁厚度计算
二、均匀侧压力作用下圆环内力计算
三、不均匀侧压力及圆环内力计算
四、井口构筑物作用下的侧压力及井
壁圆环内力计算
五、地震力作用下的井筒侧压力
第四节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构件
一、混凝土、钢筋的强度及参数
二、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
第五节 砖石构件（砂浆砌体）的强
度计算
一、砌体强度计算
二、圆环砌体承载力的验算
三、计算实例
第六节 井筒锚喷支护设计
一、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
二、锚喷支护参数的选择
三、立并锚喷支护计算
第七节 壁座及梁窝计算
一、壁座设计
二、梁窝尺寸计算
第四章 冻结法凿井井壁设计
第一节 井壁类型及特点
第二节 井壁设计依据
一、井筒特征及装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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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及水文地质资料
三、冻结施工资料
第三节 冻结深度及壁座位置的确定
一、冻结深度的确定
二、壁座位置的选择
第四节 设计荷载
一、地压
二、不均匀地压
三、冻结压力（施工期间临时荷载）
第五节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
井壁设计
一、井壁安全系数的确定
二、混凝土并壁的设计
三、钢筋混凝土井壁的设计
第六节 冻结法井壁设计中的
几个问题
一、冻结井壁受力的一般规律
二、冻结并筒混凝土井壁的特点
三、冻结井壁的裂缝及温度应
力计算
第七节 复合井壁
一、材料及使用要求
二、复合井壁各部分的组成和作用
三、复合井壁设计计算
四、壁座的设计
第八节 井塔荷载作用下的井壁结构
一、概述
二、计算公式及图表的应用
三、计算步骤
第九节 冻结法双层钢筋混凝土井壁
设计实例
一、井筒计算资料
二、井壁侧压力计算
三、确定井壁厚度
四、按冻胀力对外层井壁环向配筋
的计算
五、内壁环向配筋计算
六、按吊挂力计算竖向钢筋及抗裂
性验算
七、壁座的设计
八、在井塔作用下的井壁计算
第五章 钻井法井壁结构设计
第一节 概况
一、钻井法施工井壁的一般结构形
式以及要求
二、煤炭系统钻井法凿井施工情况
三、国内、外使用立井钻机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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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
第二节 预制钢筋混凝土井壁计算
一、钻井法施工井筒直径的确定
二、钻井法井筒设计的结构
安全系数
三、荷载
四、井壁强度及稳定性计算
第三节 井壁底计算
一、浅碟式井壁底
二、截锥式井壁底
三、半球和削球式井壁底
四、半椭圆回转扁球壳井壁底
第四节 设计举例
一、设计依据
二、地压计算
三、井壁计算
四、回转椭圆扁球壳并壁底的计算
第六章 沉井法结构设计
第一节 沉井法分类及技术特征
一、沉井法分类
二、沉井技术特征
第二节 沉井井壁结构设计
一、设计依据及所需资料
二、井筒主要参数确定及井壁设计
三、井壁的环向配筋计算
四、井壁竖向钢筋的计算
第三节 沉井刃脚设计
一、刃脚的用途及形状
二、刃脚内力及配筋计算
第四节 沉井构造要求
第五节 套井结构设计
一、套井尺寸的确定
二、套井的结构型式及特点
第六节 沉井结构计算实例
一、地质情况
二、沉井井筒尺寸确定
三、按下沉条件验算井壁厚度
四、井壁环向配筋计算
五、竖向钢筋计算
六、联系钢筋
七、沉井的刃脚计算
第七章 硐室
第一节 罐笼立井井筒与井底车场连
接处（马头门）
一、设计依据
二、连接处形式
三、连接处尺寸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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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接处断面形状及支护
五、连接处附属硐室及行人通道
六、其它要求
七、部分矿井连接处设计索引
第二节 井底煤仓及箕斗装载硐室
一、设计依据
二、并底煤仓及箕斗装载硐室布置
三、井底煤仓
四、箕斗装载硐室
五、装载胶带输送机巷及机头、给
煤机、贮气罐硐室
六、配煤胶带输送机巷
七、井底煤仓、箕斗装载硐室通用
设计索引
第三节 箕斗立井井底清理撒煤硐室
及水窝泵房
一、设计依据
二、清理撒煤硐室及水窝泵房布置
三、井底受煤漏斗及撒煤溜道
四、沉淀池硐室及水仓、水窝泵房
五、清理斜巷及绞车房
六、部分矿井箕斗立井井底清理撒
煤及水窝泵房设计索引
第四节 罐笼立井井底水窝及清理
一、设计依据
二、井底水窝分类
三、井底水窝深度的确定
四、井底水窝支护及水窝底部结构
五、井底水窝梯子间及平台梁
六、井底水窝排水及清理方式
七、副井井底清理斜巷及排水硐室
通用设计索引
第五节 立风井井口及井底布置
一、设计依据
二、井口布置
三、井底布置
四、风井井底连接处通用设计索引
第六节 休息硐室
一、设计依据
二、休息硐室的布置
三、断面及支护
第七节 硐室支护计算
一、设计依据
二、支护计算
三、计算例题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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