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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大型镍矿连续开采地压控制技术》是枟特大型镍矿充填法开采技术著作丛书枠第四册，主要介绍
金川镍矿多中段大面积连续开采地压规律与控制技术的研究成果。《特大型镍矿连续开采地压控制技
术》概述了金川镍矿不同采矿方法与地压显现特征。介绍了适用于金川大型复杂难采矿床采场地压控
制的采矿方法与控制技术。重点论述了无矿柱大面积连续开采采场地压规律及控制技术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双中段连续开采水平矿柱和垂直矿柱的过程中采场地压特征与采场稳定性控制的最新研究成果
；同时还重点介绍了采场系统优化理论与方法及大面积采场地压的综合控制技术。最后，简要概述了
大面积开采采场围岩变形和地表岩层移动监测技术与结果，并总结出双中段大面积连续充填法开采采
场地压规律。
《特大型镍矿连续开采地压控制技术》可供采矿、水电和土木工程等领域从事采矿设计、生产和科学
研究的科研人员及从事采矿教学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与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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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采用分区回采方式时，适当地减少分层中的分区数，增大同时回采的进路数（或
分区所含进路数），能够减少充填体受同一分层中以后各步的开采影响，从而能够提高进路顶板及充
填体矿柱的稳定性。当同时回采的进路过多时，由于左、右进路开采的影响较大，分层中央部位的进
路充填体顶板角隅处有较大的拉应力区。尽管如此，考虑到该拉应力集中点并非影响进路安全的关键
部位，在分层进路一步采出的极端情况下，最大增值也不超过25％，与N3方案最大拉应力相比（C
、D进路之间的部位）几乎无差异。又在各进路顶板中央处及充填体矿柱中的拉应力均为最小。可以
认为，当同时回采的进路条数增多时，也不会造成采场的不稳定；相反，可能有利于采场的稳定。 当
同时回采的进路增加时，进路矿石矿柱的安全性虽然有所降低，但并不显著。盘区矿岩顶板的下沉量
虽然有所增加，然而顶板受力均匀，稳定性并未变差。作为进路顶板及侧帮的充填体位移量随着同时
回采的进路条数的增加而减小。综上所述，适当加大分区进路数有利于充填体的稳定，能够提高采场
的安全性。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论是在金川采场条件下获得的，不同地区、不同采场，由于地应力
条件不同，会有不同的结论。 4.合理的采充顺序优选 合理的采充顺序优选概括起来共4种类型： （1）
靠近盘区矿岩侧帮的进路超前回采的采充方式（N1）。 （2）隔三采一两步回采一个分层的采充方式
（N2）。 （3）分区采充方式（N3、N5、N6、N7）。 （4）先采外侧进路，后采内侧进路，并自分
层中央向盘区矿岩侧帮推进的采充方式（N4、N8）。 根据4种采充类型的优劣，由此确定相对合理的
采充类型。 为了便于分析，将比较的各采充方案分成A、B两组。在A组中，讨论N1、N2、N5和N8 4
种方案；在B组方案中，讨论N2、N3、N4和N5 4种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A组各方案进行下列
数值模拟： （1）顶板拉应力及破坏系数比较。 （2）充填体矿柱压应力及破坏系数比较。 （3）矿石
矿柱压应力及破坏系数比较。 （4）盘区矿岩顶板及侧帮破坏系数的比较。 （5）采场位移比较。 1
）A组方案比较 研究结果认为，无论是从采矿进路的安全角度来看，还是从盘区矿岩顶板的稳定角度
分析，间隔回采的N2方案是不利的。由于采取间隔的回采方式，使得一步回采后在其采空进路之间的
待采矿体内产生较大的应力集中，二步回采后在其采空进路之间的充填体内同样也存在较大的应力集
中。这样就增大了各采矿进路开采的释放载荷，因而也就增大了顶板及矿柱混凝土的受力。尽管间隔
回采能够提高对盘区矿岩顶板的支撑刚度，抑制下沉，但因顶板受力不均，使得稳定性仍然很差。因
此，不宜采用间隔采充方式。 靠近盘区两帮的进路超前回采方案N1，虽然在分层中央部位的后续回
采进路中，充填体顶板及充填体矿柱稳定性较好，但在超前回采进路与后续回采进路之间的结合部不
安全，并且分层进路的矿石矿柱在所比较的诸方案中稳定性最差，故在采用此种采充方案时值得慎重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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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大型镍矿连续开采地压控制技术》可供采矿、水电和土木工程等领域从事采矿设计、生产和科学
研究的科研人员及从事采矿教学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与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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