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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岩层控制》是关于岩层控制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的教学用书，全
书共分为四章。
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煤层巷道锚固、长壁工作面采场矿压、采掘工程中的能量转换及其对工程稳定性的
影响、煤层冲击地压等内容。
书中内容反映了国际上一些岩层控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程中采用的较成熟技术；同时反映了作者
自1983年以来创立的采场薄板矿压理论、巷道顶板岩层剪胀锚固理论和煤柱临界宽度计算方面的理论
研究成果，以及作者在煤柱设计计算、煤层巷道锚固强度设计计算、长壁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设计计
算、采煤工作面顶板来压强度分级方案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工程应用成果、工程测试成果和煤层
冲击地压机理方面的分析。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岩层控制》可作为采矿工程、地下工程、地质工程专业的本科
生、研究生的教学用书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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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十节采场上覆岩层的断裂与移动 工作面煤层被采出后，在采空区形成较大的空
间，岩层原有的力学平衡系统被破坏，由此引起载荷的重新分配，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物理、力学变化过程，是岩层产生移动和破坏的过程，通常又把这一过程和现象
称为岩层移动。
 岩层移动是指地下矿体采出后，形成一个空洞，其周围的岩层因失去应力平衡而产生变形与破坏的过
程和现象。
 随着采空区面积的扩大，岩层移动向上覆岩层发展，在一定的采矿和地质条件下，可波及地表，使地
表也产生移动与变形，形成一个比采空区面积大得多的洼地，这一过程和现象称为地表移动。
位于岩层与地表移动范围内的井巷、建筑物、水体和铁路等，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遭到破
坏；因岩层移动而形成的裂缝还可能使地表水和地下水大量流入井下，直接威胁采矿工作的安全。
根据岩层移动规律，从开采技术、建筑物和井巷结构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或在岩层移动影响范围内
的建筑物下、水体下、铁路下和井巷周围留设保护煤柱，可防止或减轻这种危害。
 用顶板全部垮落法开采时，根据开采煤层的厚度、倾角，上覆岩层的具体结构，开采深度，围岩性质
、裂隙度，以及工作面长度，采区长度，回采方向等因素，固结性层状岩石组成的覆盖岩层的变形和
破坏过程，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发生变化。
 下面分析水平赋存的中厚煤层的最简单情况，即一翼的长度很长，不再划分采区，平巷随采随废的情
况。
 最普遍的情况是，覆盖层由各种不同刚度的岩层组成，并包括有一些岩桥。
 根据裂隙程度不同，从直接顶开始，一直到表土下方的岩层为止，这些覆盖岩层的变形和破坏都与连
续板，或非连续板，或一些自然分层的组合板相类似（图2—78和图2—79）。
 岩层的变形和破坏是从直接顶开始，从下向上而扩展，破坏时，直接顶最下部岩层的碎胀性最大。
因此，基本顶和所有覆盖层的下沉量一般都比煤层的开采高度要小。
 由于顶板悬露面积增大，覆岩可离层成为一些单独层和自然分层组，在其上部可赋存有厚度、强度和
刚度都较大的岩层。
这里所说的自然分层组中的各小分层都可独立地变形和破坏，有各自的挠度极限和垮落步距。
它们像一些单独的岩层一样，可按其刚度来划分。
岩层的刚度状况可以决定变形期间跨距中部的离层情况，并且可以决定破坏以后支点附近形成的离层
情况。
 在力学机制上，离层是各岩层间变形不协调的突出表现，同时，离层是固结性层状岩石覆盖层共同变
形和破坏的最有特征性的特点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可用各岩层的强度、变形性质、刚度、载荷、正应力和剪应力值、岩层接触表面上的黏结力等的比值
，来确定岩石的离层位置。
还可根据各岩层及其自然分层之间挠度值之比来确定离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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