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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丛书前言 20世纪以来，矿产资源被人类持续、大规模、掠夺性地开发，资源枯竭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日
显突出。如何保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已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重要课题，而作为矿业工作者，
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如何更科学、合理、高效地开采矿业。 采矿工业是一种最基础的原材料工业，在人
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采矿业是最早兴起的工业之一。采矿工程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牵
涉面很广，综合性很强。除采矿方法本身以外，它由开拓、运输提升、供电、排水、充填、供气、供
水和通风系统等8大系统构成，缺一不可。采矿生产是从地壳中将可利用物质开采出来的行为、过程
或作业，直接为矿物加工工程提供矿石，然后成为能源、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原料。而要完成
这样一种工程行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必须对采矿工艺流程和支撑采矿工程的相关专业知识有足够的了
解和掌握。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下简称《丛书》)是在原《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基础上重新
编著的。《丛书》根据我国矿山企业生产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改编，增加了采矿生产技术的最
新研究成果，并新增了矿山法律法规解读和矿山数字化方面的内容。全书共有11个分册，即《矿床地
下开采》、《矿床露天开采》、《矿山地压测试技术》、《井巷工程》、《矿山工程爆破》、《矿井
运输与提升》、《矿井通风与防尘》、《矿山安全工程》、《矿山工程机械》、《计算机在矿业中的
应用》和《矿山安全生产法规读本》。 《丛书》结合矿山生产实际，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从采矿
的基础知识入手，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丛书》分册作者具有多年的教学和
科研实践经验，从而使图书的内容更符合矿山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丛书》适合矿山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劳动者、矿山企业领导、技术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阅读，也
可作为矿山企业采矿工程的培训教材。同时，也可选作矿业类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编者  前言 地压问题是矿山开采过程中最主要的安全问题，地压现场监测是进行地压预测预报的最重
要和最可靠的手段。尽管爆破震动、采空区探测及充填体稳定性测试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压测试问
题，但均为矿山采矿工程中常用的测试、监测手段，与地压问题密切相关。 《矿山地压测试技术》是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一种。 本书从工程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矿山地压监测中常
用的仪器、测点布置、安装、记录与分析方法，并列举了多个矿山工程应用实例。全书以应用为主，
共11章，其中第1章概述了矿山地压测试技术的相关概念与现状；第2～10章着重介绍了矿山地压监测
实用技术与方法，包括所用仪器设备、具体测量步骤、注意事项、测量结果记录与分析、工程应用等
；第11章概要地提出了地压测试中存在的问题及有关地压防范措施以及地压监测对于采矿生产的指导
意义。本书具有言简意赅、实用性强的特点，适合于矿山采矿一线技术人员及大中专院校采矿工程、
岩土工程、交通工程等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矿山、公路交通、铁道、水电、市政、国防等部门从
事地下工程设计、研究参考用书。 本书参考文献很多，在此谨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编
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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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矿山地压测试技术》从工程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注重现场地压监测仪器的
操作使用，主要介绍了矿山地压监测中常用仪器、具体测量步骤，注意事项、测量参数及监测结果分
析等，并列举了在多个矿山工程中的应用实例，同时也适当介绍了地压安全管理的相关知识。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矿山地压测试技术》适合于矿山采矿一线技术人员和安全监管人员参考，也
可作为大中专院校采矿工程、岩土工程、交通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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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5 工程应用 5.5.1岩体稳定性的声发射监测 岩体声发射是伴随岩体受力破坏过程中
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与岩体破坏紧密相关。岩体在力的作用下，其内部缺陷（包括裂纹）或不均质
部位储存着应变能，当这种应变能储存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以弹性波的形式释放，并由声源处向四周
介质传播，通常称这种现象为岩体声发射现象。大量的室内试验及现场监测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岩体
受力破坏的加快，声发射现象明显增多。显然，岩体声发射现象可以为岩体工程稳定性评价与危险状
态预报提供有效的信息。 5.5.1.1三峡工程中的应用 国内研究人员已将岩体声发射监测技术用于三峡永
久船闸高边坡岩体稳定性的监测。永久船闸是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主体工程之一，设计为双线五级船
闸，两线闸室间为高50～70m、宽60m的直立中隔墩，属在山体中露天开挖建设的岩质工程建筑物。船
闸南北两侧最终形成上缓下陡的岩质高边坡，边坡开挖与永久支护加固过程中的稳定与局部垮落，将
影响工程进度，威胁施工人员及设备的安全。因此，开展可对边坡开挖与加固过程中的岩体稳定性监
测以及发生垮落等监测预报的研究工作。通过对声发射监测数据与边坡稳定性分析，取得一些有意义
的研究结果。 ①永久船闸在爆破开挖过程中，右线二、三闸室北直立坡岩体产生声发射事件频度最高
时仅为1个事件／10min，类比其他工程而言，比较低。且随着时间进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自1997年7
月基本结束爆破开挖以后，声发射事件数随即明显减少。说明边坡岩体受力损伤、开裂并不严重。而
产生损伤或开裂的原因，主要是爆破震动效应所致。已经实施的边坡加固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岩体受
力可能产生损伤或开裂，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加固工程的进展与完成，边坡岩体趋于稳定。 ②船闸
闸首和闸末的边坡区段，坡面形状变化大，或者存在断层等地质弱面的边坡区段，声发射事件数明显
增高，边坡岩体受力破裂、损伤较为严重，根据声发射检测结果，及时地对边坡岩体进行加固支护，
可以取得良好效果。 ③某些测点声发射资料短时间内出现急剧增加的异常现象，可能是该测点所监控
范围内的边坡岩体受力急剧增加，岩体产生破裂损伤，或将发生岩体失稳垮落。 ④岩体声发射检测技
术是岩质工程结构受力产生破裂、损伤或垮落的实时动态检测方法，具有一个测点测控范围大、全天
候自动化连续检测与数据处理、提供信息及时等突出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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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地压测试技术》适合于矿山采矿一线技术人员和安全监管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中专院校采矿
工程、岩土工程、交通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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