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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抚顺老虎台井田为主要研究基地和工程背景，针对深部开采现今构造应力场、残余构造应
力场、岩体自重应力场、采动应力场和瓦斯与水等流体应力场耦合作用下发生的冲击地压、矿震、煤
与瓦斯突出、瓦斯异常涌出和透水等多灾种复合型灾害，应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探索灾害形成的机理，研究区域与局部危险性预测和综合防治技术，收到了良好的防灾减灾效果。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理论性和实用性强，可供煤矿开采、地质、安全等专业科研、教学和
工程技术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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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会，男，汉族，辽宁省抚顺人，1952年5月出生。
1976年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
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抚顺矿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30多年来始终工作在煤炭生产一线，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处理复杂技术难题
的综合能力，特别是近些年来针对抚顺特厚煤层开采中存在的水、火、瓦斯、煤尘、煤与瓦斯突出、
冲击地压威胁的实际情况，组织科技攻关，先后完成了20余项科研项目，并获国家、省(部)和市奖励
。
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煤炭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国家安全生产科技成果一等奖3项、三等
奖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全国煤炭工业十大科技成果奖4项，抚顺市科技进步
一等奖6项、二等奖4项，日本“伊木赏”奖1项。
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著作2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安全、技术、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多次被聘为
多个社会团体、专业组织和政府的各种兼职职务，在本专业和学术领域内有着较高的声望。
李铁，男，汉族，天津人，1961年5月出生。
1982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学士学位。
2007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研究员，研究生导师。
从事土木工程和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山煤岩瓦斯动力灾害机理、危险性预测和防治，矿山应用地震学，地下岩石工程稳
定性，岩土工程，工程地震，GIS开发应用等。
近十年参加和主持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863计划)项目、国家“十五”防震减灾重点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科研院所社会公益项目、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省级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和产学
研合作项目30余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
近年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EI收录学术论文15篇，出版专著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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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老虎台矿，地表海拔高程80～100m，井工开采的第
一个正式开采水平-225m（约300m垂深），最后一个开采水平-830m。
属冲击地压、强矿震、煤与瓦斯突出、水、粉尘和火等灾害并存的难采矿井。
历史上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在全国都曾处于最严重程度。
（2）老虎台井田处于现今构造运动强度相对较弱和稳定的独立地质单元——“辽东梨形地质单元”
，受区域NNW和NEE向水平压应力联合作用。
采动岩体弹性能（矿震）释放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岩石自重应力、残余构造应力和采动附加应力。
-630m水平以浅采区未见受区域现今构造应力场的长周期调制作用。
-630m水平以深采区可见受海城和珲春地震应力场的系统性长周期同步调制，对外部流人能量响应的
敏感性增强。
-430m水平以深采区，受海城和珲春震区M>5.9 级强地震的短时“一过性”影响，在10数天内可诱发一
（组）次较强矿震或冲击地压。
（3）老虎台井田主采煤层顶板为巨厚油母页岩、泥页岩和页岩，质地较软、强度不高，遇水易于软
化和泥化，属柔软型顶板地层结构，直接顶和基本顶不易积累较强的弹性能，周期来压不显著，但其
巨厚岩层的整体破断和位错可释放较强弹性能。
煤层地质时代为古近纪，成煤变质作用时间较短，煤体强度不高，但脆性大，绝大部分煤体具强冲击
倾向性，附加应力不甚高即可能发生非稳定破裂失稳，发生冲击地压。
底板大部分为厚层花岗片麻岩和玄武岩，硬度大、强度高，易于积累较强的弹性能；少量凝灰岩，遇
水易于软化和泥化，冲击倾向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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