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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构造煤层采掘突出敏感指标临界值研究》(作者姚向荣)系统地论述了试验区煤层瓦斯放散动力
学特性研究、煤与瓦斯突出预测敏感指标数学模型的建立、煤层瓦斯突出危险性的跟踪考察、煤层突
出危险性预测敏感指标的研究。
其中，详细介绍了敏感指标及其临界值的现场测定与考察、掘进工作面突出预测(效果)检验数据的分
析、试验目标区13—1煤层△h2的测定以及试验区敏感指标临界值的确定方法。

《复杂构造煤层采掘突出敏感指标临界值研究》可供煤矿企业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相关科研单位
的科研人员及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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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采用的预测方法，特别是工作面突出预测方法，比较简单实用，但仍有一定的
工程量（如需打钻等），预测作业时间仍需4～5h，作业时仍有一定危险性，并对生产有一定影响，
因此开展非接触式连续预测方法研究很有必要。
其主要途径有：利用声发射（AE）技术连续监测工作面前方煤体破裂声响；利用环境监测系统对工作
面的瓦斯涌出动态变化特征的监测来预报突出危险性。
此外，还可以利刚煤体温度场、电磁场等变化特征进行预测。
 区域预测工作应结合地质勘探资料，根据区域指标和构造地质标志编制区域瓦斯地质预测图，并划分
突出危险带。
加强采掘工作面前方10～30m地质破坏预测方法研究及延期性突出的预测方法研究。
至今国内外对突出潜在强度的预测仍是一项空白，预测突出潜在强度对突出矿井的分级管理及指导选
用合理、有效、经济的防突措施很有意义。
 （4）综合性防范矿井瓦斯突出灾害。
防范矿井瓦斯突出灾害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T程，是矿井牛产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丁作，必须全方位强
化安全管理，并应用最新、有效的技术，来实现安全生产。
淮南矿区瓦斯爆炸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煤与瓦斯突m事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
随着生产的延深，一些原本是非突出的煤层已转化为突出煤层，非突出矿井升级为突出矿升。
突出对安全牛产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治突出成为瓦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为此，淮南矿区采取下述综合性措施来防范矿井瓦斯突出灾害的发生： 1）“预测、预报、预警”防
突综合预报方法。
 ①综合防突，预报先行。
研究和统计表明，突出煤层中真正具有突出危险的区域只占煤层总面积的20%～30％。
突出危险预测预报的最大意义在于找出和划分煤层突出危险性区域，节省防突费用，使防突措施更具
针对性。
区域预测主要用D、K指标法，受测压资料的制约，突出煤层危险性区域划分不完整，缺乏超前指导性
。
日常防突指标法（钻屑量S、钻孔瓦斯初速度q、钻屑解吸指标K1值）预报中，既有“经预报有突出危
险”而未发生突出的情况，也有“预报无突出危险”结果却发生突出的实例，点预报可信度低。
突出机理是复杂的，其发生条件和规律至今尚不明了，奢望用一种方法获得准确的预报结果暂不现实
。
淮南矿区把开展防突预测预报方法研究作为防突工作的突破口，采用多种先进的预报技术手段，为建
立一套适合矿区条件的“预测、预报、预警”防突综合预报方法做了很多工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构造煤层采掘突出敏感指标临界值>>

编辑推荐

《复杂构造煤层采掘突出敏感指标临界值研究》可供煤矿企业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相关科研单位
的科研人员及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构造煤层采掘突出敏感指标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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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