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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日读到丁睿博士撰著的新作《瓦斯隧道建设关键技术》，对隧道瓦斯灾害防治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详
尽的总结，并提出了很多新观点。
听闻该书稿行将付梓，感到由衷高兴。
我国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全面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已出现大量的瓦斯隧
道。
通过煤系地层的瓦斯隧道面临防突、防坍、防瓦斯及防有害气体等安全问题，尤其是瓦斯爆炸以及煤
与瓦斯突出，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瓦斯隧道地质灾害，需要对瓦斯灾害有全面的认识，对隧道瓦斯状况有准确的把
握，从而制订安全、经济、快速、节能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这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一名青年技术工作者，作者本人近年来一直工作在瓦斯等不良地质隧道施工、科研第一线。
通过大量瓦斯隧道的建设资料整理、分析、总结，在工程实践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得出很多有益的设计与施工新理念。
纵观全书，作者针对隧道瓦斯灾害的防治，在分级分区、超前探煤、瓦斯释放、瓦斯监测、通风技术
、煤和瓦斯突出防治、坍方防治七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
作者强调了地质分析在超前探煤中的作用，阐述了综合应用地质分析和超前钻孔进行探煤的技术体系
；在瓦斯监测方面，对目前瓦斯隧道应用的监测系统和个人便携式瓦斯检测仪相结合进行了论述，并
在利用监测数据实现瓦斯预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通风是瓦斯防治的重
要措施，作者论述了各种通风模式应用于瓦斯隧道的优缺点，明确了射流巷道式通风是长大瓦斯隧道
通风最优选择，总结了瓦斯隧道通风设计方案和管理要点；在防治坍方方面，强调了瓦斯隧道施工应
避免坍方发生，引发重大灾害，同时讨论了瓦斯隧道和非瓦斯隧道坍方处理的区别，这些对指导瓦斯
隧道施工方案及防治技术，都有很大参考价值。
该书将评分法和模糊数学法这样的定量分析手段，引入瓦斯隧道分级分区评价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
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多指标定量综合评价方法，颇有新颖性，丰富了瓦斯隧道等级评价的
方法和手段，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瓦斯隧道建设风险极大，作者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和研究，无疑很有意义，对隧道瓦斯防治技术起到
推动作用，相信广大隧道建设技术人员能从本书中能得到有益的借鉴，并有所获益。
我为青年技术工作者对事业的热爱和责任，甚感欣慰，也祝愿他们在科技攻关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为此，欣然作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斯隧道建设关键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作者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综合参建紫坪铺隧道、明月山隧道的经验及国内大量瓦
斯隧道工程实例分析、总结，系统地阐述了瓦斯隧道建设方面的关键技术。
其主要内容包括：瓦斯灾害及其发生条件，瓦斯隧道等级、工区定量评价及建设危险性评估方法，瓦
斯监测与预测、施工通风、设备防爆选型及改型、坍方防治、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等。
    本书的编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尤其强调防治技术的工程实践应用。
本书可供从事隧道及地下工程施工的管理、设计、施工以及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斯隧道建设关键技术>>

作者简介

丁睿，男，1976年9月生，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岩土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目前，任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不良地质隧道施工技术的研发，主持多项
重大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在国内外核心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授权（或申
请）专利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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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东北地区，大地构造归属于天山大兴安岭活动带，三叠纪以前几乎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煤
炭。
印支运动以后，东北地区进入滨太平洋构造域发展阶段，燕山运动晚期至喜马拉雅运动早期，滨太平
洋沟、弧、盆开始形成，挤压作用逐步被拉张所取代，在大兴安岭一太行山链以东、郯庐断裂带以西
形成了众多的大小不等的地堑、半地堑式裂陷盆地，此时气候条件适宜，在裂陷盆地中广泛沉积了我
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晚侏罗一早白垩世含煤地层。
在黑、吉、辽地区的东部受岩浆侵入，火山作用影响强烈，煤层以中、高度变质烟煤为主；煤系地层
中火山碎屑岩发育，所以瓦斯生成、保存条件较好，以高瓦斯、突出矿井居多。
在大兴安岭隆起带上，煤层距地表浅，盖层薄，多为低变质烟煤，煤层瓦斯生成、保存条件较差，主
要为低瓦斯矿井。
（4）西北地区，东界贺兰山、六盘山，南界昆仑山、秦岭，西界和北界国境线，大地构造归属于天
山一兴安活动带、昆仑一秦岭活动带和塔里木陆块，主要分布有早、中侏罗世含煤地层。
中、新生代以来，由于受西伯利亚板块由北向南推挤和印度板块由南向北对挤，含煤盆地大范围隆起
，使得煤层埋藏比较浅，因此瓦斯保存条件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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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瓦斯隧道建设关键技术》是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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