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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采空区处理的理论与实践》由李俊平、赵永平、王二军所著，本书涉及采空区处理从理论分析、方
案设计、现场实施到效果观测的整个理论和实施体系。
内容结合工程实例，着重阐述了切槽放顶法、切顶与矿柱崩落法、V形切槽上盘闭合法、硐室与深孔
爆破法处理采空区的理论与方法，采空区及其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介绍了采空区处理方法的智能
优选。

书中介绍的顶板应力状态的数值仿真理论与方法，相似模拟理论与方法，矿柱设计与评价方法，顶板
冒落的空气冲击波评价理论与方法等相关知识，倡导的研究思路，对推动采矿技术及岩土工程问题的
解决，不无裨益。

《采空区处理的理论与实践》可供采矿领域从事岩土工程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的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
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也可供水利、铁道、人防及防灾减灾领域从事岩土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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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准确地预测采空区顶板大面积冒落所形成的冲击气浪的风速是很困难的，因为在采
空区顶板冒落过程中存在许多随机因素，如初次冒落的顶板面积及冒落持续时间、初次冒落与后续冒
落间的时间间隔、后续冒落中同时冒落的顶板面积及冒落持续时间等。
 采空区冒落，使采空区内空气受到压缩，导致采空区内气体压力升高，密度上升，由于压力不均衡，
气体必然由巷道涌出。
然而，采空区面积与巷道断面积相差悬殊，巷道中空气喷出过程必然滞后于采空区内空气受压缩过程
，其结果必然是采空区内空气压力越来越高，从而使巷道中空气喷出速度越来越大。
当采空区垮落到地表或下部受压缩空气扩散到冒落岩石之上时，采空区内空气压力大幅度下降，巷道
中空气喷出速度随之下降。
因此，可将顶板冒落形成飓风的风速预测简化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进行分析，即采空区内空气压缩
过程和高压气体从巷道（喷口）喷出过程。
 冲击气浪的大小与有无气体补给源有关。
当没有外部气体补给时（采空区未垮落至地表），冒落体之下的被压缩气体，一部分受负压作用绕回
冒落体上面的新空区，另一部分形成气浪扑出后，又被负压逐步吸回老采空区，只留下由气浪激起的
粉尘向前方进一步飘散。
当有外部气体补给时（采空区与地表部分连通），被冒落体压缩的气体，有如“打气筒”里的压缩气
体，沿连通口冲出，直至在出口排除多余的体积量为止。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采空区顶板冒落造成冲击气浪的过程简化为两种数学模型： （1）“打气筒”
模型。
采空区的边壁相当于“气筒”，而垮落的岩石相当于“活塞”，岩石冒落相当于“活塞”向下运动，
使下部的气体由通道急剧排出，形成冲击气浪——飓风。
 （2）“绕流”模型。
岩块向下运动的过程中，一部分气体绕岩块流动到岩块的上方形成绕流；另一部分气体流向采空区四
壁形成环流；还有一部分气体，连同岩块落地时刻的冲击气流一道形成冲击气浪——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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