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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山灾害分类

 一、常规矿井灾害分类：

 五大灾害“水、火、瓦斯、顶板、运输”

 二、用可视（多维）角度进行矿井灾害分类：

 1、机械物理灾害：顶板、机电灾害、火灾

 2、运移灾害：能量运移灾害、流体运移灾害、气体运移灾害

 3、能量运移灾害是不可视灾害，只能感知，直觉。用多维去摄
像去考虑。（是三维空间中不以物质实体（中子、正电子、负
电子）纯在，以波的形式出现的能量体。）



二、深部矿山灾害特点

 体现运移特点，运移灾害增多，无法控制。



三、灾害治理方式的转变特点

 1、从常规管理向科技治灾转变
 2、从工作面防治到开拓布局防治转变
 3、从现场防治到超前预防转变
 4、从事故后到事故前转变。



四、冲击地压灾害实质是能量运移灾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是以物质的抛出做功造成破坏
为衡量标准的

 冲击地压灾害目前的感知都是以能量检测为依据
预测预报的

 冲击地压灾害能量源是移动的

 冲击地压灾害的发生采场环境是多变的，但只有
一个规律可循就是能量的聚集和离散



五、冲击地压灾害本质是工程灾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发生是采矿工程进入后破坏了
原有地应力平衡造成的

 一、构造弹性应力场

 二、空洞势能应力场

 三、空洞板块弹性应力场



六、冲击地压灾害防治必须用工程思维去解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发生既然是工程造成，那么就
必须用工程的角度去考虑解决问题。

 一、了解工程对象

 二、预测工程对工程环境造成的结果

 三、采取措施预防不利于工程可控的行为



六、冲击地压灾害防治必须用工程思维去解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发生既然是工程造成，那么就
必须用工程的角度去考虑解决问题。

 一、了解工程对象

 1、矿区地层特点

 2、矿区地质构造特点

 3、矿区变性能分布特点



六、冲击地压灾害防治必须用工程思维去解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发生既然是工程造成，那么就
必须用工程的角度去考虑解决问题。

 二、预测工程对工程环境造成的结果

 1、工程所处区域

 2、工程进入对环境能量运移产生的影响

 3、评价安全允许度

 4、工程选择



六、冲击地压灾害防治必须用工程思维去解决

 冲击地压灾害现象发生既然是工程造成，那么就
必须用工程的角度去考虑解决问题。

 三、采取措施预防不利于工程可控的行为

 1、构造能量主控情况

 2、坚硬顶板变形能主控情况

 3、重力势能主控情况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一、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二、建立局部各种监测结果线性关系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F区

A区

E区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A区：是顶板充分冒落区，其破坏不会发生冲击地压。

 B区：弯曲下沉区，该区域在回采中出现阶段性断裂，易

诱发冲击地压，是中厚、薄煤层防冲预裂区。

 C区：为承压区（第一关键层），承压区存在着因开采形

成的变形能聚集区，该区域的破坏，与开采最大面积有直

接关系，分层级的进行能量释放，是所有防冲煤层必须防

范的区域，该区域随着最大面积的到来而集中释放弹性能，

解危措施中多对其进行预裂或制造吸能层来控制。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D区：为施压区（第二关键层），施压区是承压区变形能

量的来源，它也会出现周期性断裂或沉降，但极不可控，

人力所不能解决（为区域控制层），该层位出现粘滑现象，

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冲击地压现象，采掘布置需要规避承压

区破坏时能量释放辐射范围。开采布置要给该区域留有释

放的条件，多数情况我们不自觉的完成，比如南山煤矿依

次开采导致上覆岩层有规律的沉降，再比如单一煤层采区

布置分区域留有采区隔离煤柱导致上覆岩层均匀受力等。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F区：为采掘活动非关联区，该区域能量释放，不会波及

现采场安全，距离较远，但可以作为矿井未来危险区域划

分的依据。

 E区：为顶板变形反作用区域，该区域是承载动、静载荷

的集中反作用力区，由于地层变化，它也是集聚大量多余

变形能区域，他的能量释放与上覆岩层多余能量释放最终

会对煤体实施破坏，其结构的处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冲击事

件的大小。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检测矿区能量场变化

 对结果进行空间、时间上归类。



七、现场监测监控研究发展方向
建立局部各种监测结果线性关系

 目前局部监测有应力监测、电磁监测、地音监测、
微震监测。其各种监测空间上的相对滞后性研究
较少，尤其是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研究的更少，
能否建立各种线性关系提前寻找不同采场敏感指
标，作为预测是我们预测预报努力方向。



八、未来冲击地压预测模型的建立方向

 一、采场地应力背景A

 二、采矿工程空间B

 三、采场开采强度C

 四、冲击地压发生X=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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