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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重大危险源辨识与控制》以危险和有害因素分析为基础，
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有关重大危险源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系统介绍了重大危险源的渊源、辨识
方法、控制技术、危害后果分析估算方法和数值模拟、安全管理等相关知识。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重大危险源辨识与控制》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及相关
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业生产过程安全领域的科研人员、政府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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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区域性防突措施。
区域性防突措施主要有： 1）开采保护层。
保护层通常是指在煤层群开采中，某些煤层具有煤与瓦斯突出或冲击地压危险，而另一些煤层不具有
这种危险或危险性较小。
此时，根据赋存关系，选择后者先行开采，然后再开采前者。
先行开采的煤层称为保护层，后开采的煤层称为被保护层。
保护层位于被保护层上方的称为上保护层，位于下方的称为下保护层。
 保护层开采后，由于采空区的顶底板岩石冒落、移动，引起开采煤层周围应力的重新分布，采空区上
、下形成应力降低（卸压）区，使该区域内未开采煤层产生应力、透气性、瓦斯压力、位移等变化。
地压减小和瓦斯压力降低消除或减少了引起突出的两个重要因素——地压和瓦斯的作用，而煤体强度
变大又增加了抵御突出的能力，这就使得在保护范围内开采被保护层时，不再会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2）预抽煤层瓦斯。
煤层抽放瓦斯后，大量高压瓦斯的排出导致瓦斯潜能的释放，减弱了完成突出过程的主要动力；大量
瓦斯的排出直接导致煤体强度的增大，增加了突出的阻力。
另一方面，大量瓦斯的排出又导致了煤体的卸压，释放了积蓄在煤体和围岩中的弹性能，减弱了发动
突出的主要动力。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减弱或消除突出危险。
 预抽煤层瓦斯作为区域性防突措施，不仅适用于开采单一突出煤层的矿井，也可用于煤层群开采首采
突出层。
因此，预抽煤层瓦斯防突措施在我国有较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预抽煤层瓦斯采用有穿层钻孔和顺层钻孔两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煤层条件。
 （2）局部性防突措施。
局部性防突措施是指开采有突出危险的煤层时，采取作用范围比较小的预防措施。
我国煤矿上常用的局部性防突措施有： 1）水力冲孔。
水力冲孔是在安全岩柱或煤柱的防护下，向煤层打钻后，利用高压水射流的冲击作用，在工作面前方
煤体内冲出一定的孔道，以加速瓦斯排放。
由于孔道周围煤体的移动变形，应力重新分布，扩大卸压范围，从而消除突出危险。
此外，在高压水射流的冲击作用下，冲孔过程中能诱发小型突出，使煤岩中的潜在能量逐渐释放，避
免发生大型突出事故。
 2）超前钻孔。
超前钻孔是指在煤巷掘进工作面前方一定距离的煤体内，始终保持足够数量的排放瓦斯钻孔。
它的作用是排放瓦斯，增加煤的强度，在钻孔周围形成卸压区，使集中应力区移向煤体深部。
 3）深孔控制卸压爆破。
深孔控制卸压爆破是在煤巷掘进工作面正前方煤体中，打若干个25～30m深的钻孔，其中有直径为50
～75mm的爆破孔和直径为90～120mm不装药的控制孔。
通过爆破，煤体内产生破碎圈带及松动圈带，使集中应力区移向煤体深部。
同时加速排放高压瓦斯，从而达到防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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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重大危险源辨识与控制》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教
材，也可供工业生产过程安全领域的科研人员、政府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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