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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岩盐水溶开采沉陷及溶腔稳定性》编著者任松、姜德义、杨春和、陈结。

《岩盐水溶开采沉陷及溶腔稳定性》内容提要：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岩盐水溶开采沉陷和溶腔稳定性的
相关内容。
包括岩盐水溶开采沉陷的机理、相似材料模拟试验、数值计算及软件开发、预测理论及方法，以及溶
腔稳定性影响因素、顶板失稳判据、长期稳定性评估模型等内容。
本书最后对我国第一个岩盐地下储库——金坛岩盐储库进行了地表沉陷预测。

本书可供从事矿山开采沉陷、岩盐地下储库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
校矿山开采沉陷学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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