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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液-气耦合作用机理及实验研究》系统介绍了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液-气
耦合作用机理及实验研究。
《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液-气耦合作用机理及实验研究》共6章：第1章介绍了煤与瓦斯开采中固-
液-气耦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第2章研究了无烟煤的孔隙、裂隙结构及吸附特性；第3章研究
了开采瓦斯中煤层渗透率演化机理；第4章研究了煤岩破裂过程裂纹演化及声发射；第5章研究了含瓦
斯煤岩卸围压瓦斯渗流；第6章研究了含瓦斯煤岩全应力-应变过程渗流实验及机理。

《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液-气耦合作用机理及实验研究》可供采矿工程、安全技术及工程、岩土工
程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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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构造应力场的演化。
 ①印支期。
早三叠世末印支运动使山西南部含煤区自寒武纪以来沉陷幅度总体西小东大，沉积厚度西薄东厚的格
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中三叠系开始，沉积厚度呈现西厚东薄的格局，并且大部分地区缺失晚三叠系沉积，全区稳定而统
一的地理格局开始分化分解。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导致山西境内侏罗系地层与下伏地层之间呈角度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印支期，华北板块南北边缘造山带的强烈挤压作用导致华北板块遭受近南北方向的挤压作用，形成了
一些近东西向的构造。
但这种水平挤压力由板块边缘向内部逐渐衰减，因此，在华北板块边缘挤压褶皱和逆冲推覆变形较为
强烈，而板块内部则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
 从总体上看，印支期南北方向的水平挤压应力场对位于华北板块中部的本区影响不大，没有发现该期
构造作用的产物。
 ②燕山期。
本期地壳活动逐渐加强，中侏罗世末的构造变动，使中侏罗统及下伏地层发生褶皱和断裂变形，同时
伴随有较强烈的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燕山期，华北板块南北边缘的两条造山带再次经受造山作用，尤其是南缘的秦岭造山带经受了大规模
的推覆造山作用。
同时日本—琉球—台湾—巴拉望谷太平洋洋盆逐渐封闭，西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开始碰撞拚贴，中
国东部的构造发展置于环太平洋碰撞构造域的控制之下，形成了中国东部NE—NNE方向的构造系统。
西太平洋古陆与亚洲大陆碰撞作用在中国东部产生了指向NW—NWW方向的水平挤压应力，挤压作
用由东向西逐渐衰减。
本区这一时期的构造应力场与整个中国东部的区域应力场基本一致，但应力强度相对较弱，在NWW
—SEE方向近水平挤压应力作用下，本区所在的山西东南部含煤区褶皱抬升，形成了十分宽缓的沁水
含煤向斜等一系列NEE向褶皱构造。
局部地区构造变形仍表现得较为强烈，如晋（城）—获（鹿）断裂带的逆冲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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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一液一气耦合作用研究，是煤与瓦斯共采的基础工作，贯穿于煤与瓦斯共
采的全过程。
尹光志等编著的《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固-液-气耦合作用机理及实验研究》从煤的物理组成及其基本
物理化学性质分析人手，把煤层条件与瓦斯赋存环境条件和煤与瓦斯开采工程中力学条件结合起来研
究。
本书以沁水盆地二迭系下统山西组下部3#煤层和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打通一矿7“煤层、重庆天
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三汇一矿K1煤层和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低瓦斯矿井青
峰镇油房沟煤矿的二连子煤层为研究对象，自主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含瓦斯煤热流固耦合三
轴伺服渗流实验装置”，系统地介绍了煤的物理组成及其基本物理化学性质、瓦斯吸附／解吸、多场
条件下瓦斯在煤层中渗流、深部煤与瓦斯开采中的固一液一气耦合作用机理等问题，为深部煤与瓦斯
安全高效共采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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