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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2008年度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年度计划的通知》(交公路
发[2008]147号)，由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为主编单位，负责《采空区公路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
的制定工作。

制定过程中，编制组对全国已建和在建的采空区公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技术调研，参考了国内外近十
余年来有关采空区公路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资料，充分吸收了我国采空区公路建设经验，广泛征求了勘
察、设计、施工、检测及科研院校等单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本细则以可靠的技术依据和较为成熟的经验为基础，符合我国采空区公路建设的实际情况。

本细则共分8章、8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采空区勘察，采空区稳定性分析与评价，采空区公路设计，
采空区处治设计与施工，以及采空区处治监测与检测。
本细则系统总结了我国采空区公路设计与施工十余年来的技术与方法，增加了井下测量，确定了场地
稳定性和地基稳定性的评价方法及标准，吸纳了多种采空区处治方法，明确了采空区注浆质量验收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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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2.2 采空区覆岩移动的影响宽度参照《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
》计算。
因老采空区与新采区、准采区的覆岩移动变形规律不同，计算时采用不同的覆岩移动影响角。
对于新采区和准采区，其覆岩移动主要是由开采过程引起的，采空区覆岩移动的影响宽度按覆岩移动
角计算；对于老采空区，其覆岩移动主要是由残余空洞、裂隙的再冒落和压密过程引起的，其在地表
的影响范围远较开采过程小，采空区覆岩移动的影响宽度可按覆岩活化移动影响角计算。
　　基岩移动角值随开采深度的增加而增大，随开采厚度的增加而减小，与开采深厚比呈正相关关系
。
因此在使用本细则表6.2.2-2的规定取值时，应考虑开采深厚比的影响，深厚比愈大，移动角取值相应
也愈大。
另外，采空区覆岩移动的影响范围与矿山开采方式、回采率、开采深厚比、覆岩的软硬程度以及矿山
开采时间等因素有关。
　　由于山区地表采动点的移动有向下坡方向滑移的分量，导致山区移动范围增大。
因此当公路建（构）筑物位于山地坡脚等低洼部位，邻近山体上坡方向下方有新采区或准采区时，应
考虑公路建（构）筑物可能受到采动滑移影响。
根据资料分析，移动角8（y）一般应减小10°~15°，并且减小值与坡角有关，坡角愈大，减值愈大。
　　采空区边界以内自下而上主要发育岩层破断、冒落形成的裂隙和空洞，其采空区处治深度应达采
空区底板以下；采空区边界外侧至岩层移动影响范围以内主要发育自上而下的岩层剪应变和水平拉张
裂隙，其采空区处治深度可按本细则公式（6.2.2-6）计算。
　　6.2.3采空区处治范围的边缘部位应布设帷幕孔，其孔间距一般取lOm±5m。
当采空区处治范围的边缘部位存在大的空洞时，其孔间距宜取小值。
　　注浆孔宜采用梅花型布设方式，其排距、孔间距可按表6.2.3的经验值确定。
当煤层回采率大、顶板坚硬、冒落带和裂隙带的空隙、裂隙之间的连通性好，可取大值；反之应取小
值。
当采空区位于一般路段时，可取大值；当采空区位于高填、深挖路段或桥梁、隧道等构筑物地段时，
则应取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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