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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技术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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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我国煤矿冲击地压矿井的最新数据ꎬ从冲击地压致灾机理、监测预警和防治技术 ３ 个方

面归纳了我国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控领域研究现状ꎮ 综述了冲击地压发生机理、致灾机理ꎬ并从煤岩

介质属性、环境应力以及赋存结构 ３ 个方面探讨了冲击地压防控机理的研究现状ꎮ 冲击地压监测预

警平台及设备较多ꎬ阐述了在现场应用较为广泛的自震式微震监测系统、应力在线监测系统、“震动

场－应力场”联合监测预警系统、“全频广域”震动监测系统、电磁辐射监测仪、电荷监测系统等 ６ 种系

统的应用现状ꎮ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浅部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技术体系ꎬ重点阐述了主动支护防

控冲击地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现状ꎮ 最后对我国冲击地压防控研究提出了以下认识:灾变破坏的多

尺度效应以及多尺度转变机制是揭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新的突破口ꎻ从煤岩属性、环境应力以及煤岩

结构控制 ３ 个方面着手ꎬ结合高效率、智能化防控装备是冲击地压防控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ꎬ煤岩动

力灾害的一体化防控是深部开采的必然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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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艳等: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技术研究现状及展望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０　 引　 　 言

冲击地压(冲击矿压)是指井巷或工作面周围

岩体ꎬ由于弹性变形能的瞬时释放而产生突然剧烈

破坏的动力现象ꎬ常伴有煤岩体抛出、巨响及气浪等

现象[１]ꎮ 冲击地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ꎬ是严重威胁

煤矿安全生产的典型动力灾害之一ꎮ 根据国家煤矿

安全监察局 ２０１７ 年对全国冲击地压矿井调研数据

显示[２]ꎬ我国已经定性的冲击地压矿井达到 １７７ 座ꎬ
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陕西、山西和黑龙江等 ２５ 个

省份ꎮ 随着我国大多数矿井进入深部开采阶段ꎬ冲
击地压灾害愈发严重ꎬ而且常诱发其他煤矿重大事

故ꎬ如瓦斯异常涌出、煤与瓦斯突出、突水、瓦斯爆炸

等灾害ꎬ造成次生灾害ꎮ 由于深部岩体具有高应力、
高瓦斯、高地温、高岩溶水压力的特点ꎬ推测未来井

下由冲击地压诱发的复合动力灾害将会愈发常见ꎬ
且诱发灾变的阈值有可能更低ꎮ 统计分析表明ꎬ各
种类型的矿井都有冲击地压发生ꎬ各类煤层都发生

过冲击现象ꎬ地质构造从简单到复杂ꎬ煤层从薄到特

厚ꎬ倾角从水平到急倾斜ꎬ砾岩、砂岩、灰岩、油母页

岩顶板都发生过冲击地压ꎮ 浅部开采也有发生冲击

地压ꎮ 从采煤方法来讲ꎬ长壁、短壁、房柱式、分层开

采等都发生过冲击地压ꎻ从采煤工艺来讲ꎬ综采、普
采、炮采、水采、水砂充填等各种工艺也都发生过冲

击地压ꎮ 因此ꎬ冲击地压防控是当今采矿、地质、力
学和地球物理界亟待解决的科学与技术难题ꎮ 我国

冲击地压的研究ꎬ初步形成了理论－技术－装备－工
程链条式的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体系ꎬ对冲击地压灾

害的防控以及重特大冲击地压灾害的发生起到了遏

制作用ꎬ但离完全控制冲击地压的发生还有很多科

学问题与技术问题需要突破ꎮ 笔者从冲击地压的发

生与防控机理、冲击地压的监测预警技术与装备、冲
击地压防控技术等方面ꎬ阐述当前我国煤炭行业冲

击地压问题的研究现状ꎬ并对研究趋势进行展望ꎮ

１　 冲击地压的致灾机理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南非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冲击

地压研究机构以来ꎬ业内学者提出了众多理论ꎬ仅我

国提出的机理便已超过 １００ 种ꎬ是世界上提出冲击

地压机理最多的国家[３]ꎮ 此处笔者仅列出经典理

论和国内最新成果ꎮ 早期主要有强度理论[４－５]、刚
度理论和能量理论[６－９]、“三准则”理论[１０]、冲击倾

向性理论[１１]、变形失稳理论[１２－１４]ꎮ 虽然这些理论

不能完全解释冲击地压的发生ꎬ但构成了冲击地压

机理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基础ꎮ 在此基础上ꎬ有学者

提出“三因素”机理[１]、应力控制理论[１５]、复合型厚

煤层“震冲”机理、岩体动力失稳的折迭突变机理、
冲击地压和突出的统一失稳理论[１６]、冲击地压启动

理论[１７]、扰动响应失稳理论[１８]、冲击源两体作用致

灾机理[１９]等ꎮ 由于不同矿井地质赋存条件的差异ꎬ
致使煤岩介质与赋存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大不相

同ꎬ因此尚没有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冲击地压的致灾

机理ꎮ
我国 现 有 的 冲 击 地 压 致 灾 机 理 可 分 为 ４

类[２０－２１]:①从研究煤岩体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出

发ꎬ分析煤岩体失稳破坏特点及诱使其失稳的固有

因素ꎬ同时利用混沌、分叉等非线性理论来研究煤岩

失稳过程ꎻ②从研究灾害区域所处的地质构造以及

变形局部化出发ꎬ分析地质弱面和煤岩体几何结构

与煤岩冲击失稳之间的相互关系ꎻ③工程扰动以及

采动影响与冲击失稳之间的关系ꎻ④从能量角度出

发ꎬ通过能量密度、能量释放率等指标或通过构建复

合型能量转化为中心的煤岩冲击失稳分类体系ꎬ对
煤岩冲击失稳的能量积聚和转化特征进行研究ꎮ

从冲击地压的致灾机理和典型案例分析ꎬ我国

煤矿冲击地压灾害与以下条件密切相关ꎮ
１)煤岩体介质属性ꎮ 冲击倾向性是鉴别煤岩

介质本身冲击能力大小、是否具有冲击危险性的力

学属性ꎬ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发生的冲击地压事故

中ꎬ约有 ７５％煤层具有冲击倾向性ꎮ 冲击倾向性已

经成为我国冲击地压问题的基础性研究ꎬ冲击倾向

性鉴定是煤层开采前的必要工作ꎬ现已形成了对我

国煤矿安全生产一线具有指导意义的鉴定标准ꎮ 但

部分发生冲击地压的煤层不具有冲击倾向性ꎬ如平

顶山十矿、徐州权台矿和北京大安山矿ꎬ故冲击倾向

性理论的研究尚需完善ꎮ 近几年ꎬ左建平等[２２] 分析

了不同煤岩组合方式对冲击倾向性的影响ꎮ 张广辉

等[２３]研究了瓦斯作用下煤体冲击倾向性的变化ꎮ
也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提出新的冲击倾向性指

标ꎬ如姜耀东等[２４]研究发现煤的冲击倾向性与其细

观结构特征紧密相连ꎬ可以用煤体微晶参数来判断

煤层冲击倾向性的大小ꎮ
２)环境应力集中ꎮ 煤岩体的环境应力分为相

对静态的初始地应力(原岩应力)和相对动态的采

动应力[２５]ꎮ 冲击地压主要发生在深部矿井中ꎬ大多

数矿井埋深接近或超过 ４００ ｍꎬ超过 ４００ ｍ 埋深的

矿井必须做冲击倾向性鉴定ꎬ这是工程实践达成的

共识ꎬ说明了初始地应力在冲击地压孕灾的过程中

起到关键作用ꎮ 环境应力集中的另一因素为相对动

态的采动应力ꎬ如开采强度过高ꎬ工作面见方ꎬ放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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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扰动的影响ꎬ采场布置的不合理等因素均会

造成采动应力集中ꎮ 如鹤岗矿区富力煤矿 １９９８ 年

发生的冲击地压事故位于三面采空的孤岛地带ꎻ阜
矿集团艾友煤矿 ２０１５ 年某综放工作面临近采终ꎬ造
成煤柱区域应力集中ꎬ在施工大断面拆装硐室时诱

发冲击地压ꎮ 早期的强度理论、能量理论都认识到

了应力场对冲击地压灾害的主控作用ꎻ现阶段提出

的冲击地压应力控制理论ꎬ更是针对环境应力这一

诱发因素ꎬ从发生机理、预警手段和防治技术上均做

了系统研究ꎮ
３)赋存结构ꎮ 研究表明[２６－２８]ꎬ断层、褶皱、相变

等构造带附近容易发生冲击地压灾害ꎮ 构造对煤岩

冲击灾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断层、褶皱等区域构

造在形成过程中ꎬ储存在岩层中的弹性能ꎬ传递至采

掘的煤体中ꎮ ②断层、褶皱和相变等构造带中有残

余应力ꎬ轴向上与采掘活动形成的超前支撑压力叠

加ꎬ造成应力集中ꎻ水平方向上ꎬ构造应力的存在增

加了煤岩体轴向抗压强度ꎬ可以积聚更多的弹性能ꎮ
③处于构造带不同部位的煤岩体ꎬ受力状态不同ꎬ形
成较大的空间应力梯度ꎮ ④诸多开采活动可诱发断

层活化运动ꎬ不仅增加了区域范围内煤岩体承受的

静载压力ꎬ也产生了显著的动载扰动ꎮ 如义马煤田

跃进煤矿和千秋煤矿受区域构造的影响ꎬ都是典型

的冲击地压矿井ꎮ 地质构造分为增压型和减压型ꎬ
减压型构造不是冲击地压的诱因ꎬ遇见具体问题时

需要区分ꎮ
坚硬煤层上覆巨厚、坚硬岩层[２９－３０]ꎬ巨厚或坚

硬顶板岩性多为砾岩、砂岩ꎬ对冲击地压的诱发作用

体现在以下 ３ 方面:①巨厚、坚硬的顶板岩层不易充

分垮断ꎬ形成大范围悬顶ꎮ 由于煤层本身也具有较

高强度ꎬ顶板与煤层均可积聚大量的变形能ꎬ容易诱

发冲击地压ꎮ ②巨厚、坚硬的顶板岩层一部分作为

下方煤层的静力源ꎬ同时一部分对采场围岩结构起

支撑作用ꎮ 超前采场对顶板进行预裂卸压时ꎬ导致

采场上方顶板自身悬臂支撑作用的减弱甚至消失ꎬ
原来的悬臂梁变为断裂后的裂隙体梁或简支梁ꎮ 随

着采场的不断前移ꎬ顶板急剧下沉并断裂ꎬ导致灾害

发生ꎮ ③巨厚顶板岩层的运动还可能引起周围断层

活化ꎬ断裂产生的弹性波在采场中传播也可诱发影

响区域内煤岩的灾变ꎮ 这些特点在大同忻州窑矿、
北京城子矿、河南千秋煤矿等都有体现ꎮ

２　 冲击地压监测预警技术

冲击地压监测预警方法众多ꎬ可分为岩石力学

方法、地球物理方法和经验类比法[３１]ꎮ 岩石力学方

法包括矿压观测法、钻屑法、顶板离层观测法、钻孔

应力测量法ꎻ地球物理方法包括电磁辐射法、地音

法、微震法、地震 ＣＴ 技术、电荷感应监测技术等ꎻ经
验类比法是根据以往对发生过冲击地压矿井的经验

进行总结ꎬ用于预测条件相似的矿井的冲击地压ꎬ但
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ꎮ 这些技术手段构成了我国冲

击地压监测预警体系的基础ꎬ目前我国矿井应用最

多的是钻屑法、微震监测和地音监测ꎮ
由于冲击地压致灾机理尚不明确ꎬ矿井地质赋

存条件、开采条件类型众多ꎬ为提高预警的可靠性ꎬ
现场多采用区域监测和局域监测相结合ꎬ多参量同

步监测的方法ꎬ目前部分煤矿如千秋煤矿、郓城煤矿

等已经建立了多参量实时在线、联合监测预警平台ꎬ
并对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

义[３２－３３]ꎬ但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ꎮ 以下对目前现

场应用较多的预警平台和系统进行综述ꎮ
２.１　 自震式微震监测系统

齐庆新等[３４] 研发的 ＫＪ７６８ 自震式微震监测系

统可以得到矿山微震事件的位置、能量和频谱特征ꎬ
用以实时、连续监测煤岩体应力分布、顶板断裂、岩
层活动、构造分布等情况ꎮ 该技术已在神东矿区石

圪台等矿成功应用ꎬ有效地解决了浅埋房式采空区

下方综放开采条件下的围岩动载破坏监测问题ꎮ
２.２　 应力在线监测系统

冲击地压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地应力和采动应

力综合作用下形成了高度的应力集中ꎬ采动应力受

采掘工作面的动态改变而不断变化ꎬ因此可以通过

煤岩体应力的长期在线监测来实现冲击地压的预

警[３１]ꎮ 欧阳振华等[３５]研制的光纤光栅应力在线监

测系统ꎬ采用一孔多点的钻孔应力测试技术ꎬ可实现

工作面多种应力参量的实时动态监测、动态显示工

作面范围内应力场和位移场ꎬ实时预警煤岩动力灾

害等功能ꎮ 此外ꎬ姜福兴等[３６]也研制了 ＫＪ５５０ 全矿

应力在线监测系统ꎬ可实现采掘工作面、煤柱、上下

山全矿监测ꎮ 钻孔应力观测技术ꎬ能够有效显示采

掘过程中ꎬ煤岩系统应力集中程度的变化以及危险

区域分布情况ꎬ尤其是对卸压解危措施的有效性可

以起到良好的实测分析的作用ꎮ
此外ꎬ当量钻屑监测也是冲击地压预警技术体

系中的有效手段ꎮ 冲击地压孕育过程中ꎬ随着危险

性的增加ꎬ钻孔出屑量应该逐渐增多ꎬ而钻屑增多的

根源在于采动应力的集中ꎬ理论上二者有对应的数

量关系ꎮ 尹永明等[３７] 研发的 ＫＪ６１５ 掘进工作面冲

击地压实时监测预警系统ꎬ通过对掘进过程中钻孔

应力的连续监测ꎬ推测钻孔出屑量的变化ꎬ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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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地压危险性实时预警的目的ꎮ
２.３　 “震动场－应力场”联合监测预警系统

文献[３８－３９]提出了“震动场－应力动态”一体

化监测预警系统ꎮ 该系统形成了以震动波 ＣＴ 监测

为主、采动应力为辅的空间“应力场”预警方法ꎬ其
中以波速异常与波速梯度异常为震动波 ＣＴ 主要预

警指标ꎬ煤体应力增量为应力监测主要预警指标ꎬ并
通过建立不同时域内震动能量与煤岩破裂状态的耦

合关系ꎬ提出冲击变形能物理模型与预警指标ꎬ即以

地音能量或事件数偏差值为地音预警主要预警指

标ꎬ以离层速度比为采空区离层监测主要预警指标ꎬ
从而形成煤岩冲击危险“震动场－应力场”的多参量

预测与监测预警体系ꎬ实现了冲击危险分析预测与

实时监测预警相结合、区域到局部逐级筛查的聚焦

式预警ꎮ
２.４　 “全频广域”震动监测系统

传统的微震监测手段只能监测到低频高能的微

震事件ꎬ忽略了高频低能事件ꎬ对冲击地压孕育、发
生的全过程监测不全面ꎬ造成预警准确率低ꎬ且容易

出现漏报现象ꎮ 刘金海等[４０] 研制的“全频广域”震
动监测系统通过配备各种频率的微震监测设备ꎬ对
工作面、巷道围岩、矿井、矿区整个区域内各种频率、
能量级的微震事件拾取ꎮ 类似的ꎬ姜福兴等(２０１５
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召开的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

治研讨会资料)将震动事件频率分为:高频的小尺

度损伤、中高频的微破裂事件、中频破裂事件、中低

频贯通滑移和低频失稳ꎮ 研制的微震一体化系统包

括 ＫＪ９２６ 地音与微震综合监测系统监测高频、中高

频事件ꎬ高精度 ＫＪ５５１－Ⅰ煤矿微震监测系统监测中

频、中低频事件ꎬ全矿井 ＫＪ５５１－Ⅱ煤矿微震监测系

统监测低频大能量事件ꎮ 目前ꎬ该系统可有效记录

矿区周围的地震事件、矿区范围内的冲击地压事件、
矿井范围内的矿震事件与爆破事件、工作面区域的

岩层破裂事件与构造活化事件ꎮ
２.５　 电磁辐射监测仪

电磁辐射监测技术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煤岩动力

灾害监测手段ꎮ 王恩元等[４１] 研制了 ＫＢＤ５ 便携式

和 ＫＢＤ７ 在线式煤岩动力灾害电磁辐射监测仪ꎬ其
中前者用于确定具体的冲击危险区域ꎬ后者用于在

某一具体的危险区域进行连续监测及预警ꎮ 该套系

统在山东华丰等 ４０ 余个煤矿进行煤岩动力灾害的

监测预报ꎬ能与顶板周期来压、采掘空间的矿压分

布、松动圈有较好的响应ꎬ在大能量的冲击事件或矿

震发生前ꎬ有明显的激增或趋势上的变化ꎮ

２.６　 电荷监测系统

冲击地压孕育过程中ꎬ煤岩变形破裂与瓦斯运

移产生大量电荷ꎮ 通过监测这些电荷辐射信息ꎬ可
对冲击地压等动力灾害进行预测ꎮ 潘一山等[４２－４３]

在煤岩变形破裂过程电荷辐射特性研究的基础上ꎬ
获得了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出条件下ꎬ电荷辐射

信号特征的差异ꎻ研制了在线式煤岩电荷辐射监测

系统ꎬ可对工作面超前煤体内电荷变化进行连续、实
时监测ꎮ 此外还有工作面液压支架阻力监测装置、
顶板离层仪等监测预警装备ꎮ 这些设备为冲击地压

矿井常用设备ꎬ已经在各大矿井得到广泛使用ꎮ

３　 冲击地压防治技术

３.１　 冲击地压应力控制技术

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应力控制为主的浅

部矿井冲击地压防控技术体系ꎮ 虽然冲击地压致灾

机理目前尚未真正掌握ꎬ但是影响冲击地压的诸多

因素被界内学者明确ꎬ为冲击地压的防治工作提供

了参考ꎮ 冲击地压矿井需要采取区域和局部相结合

的防冲措施ꎮ 在矿井设计、采(盘)区设计阶段应当

先行采取区域防冲措施ꎬ从区域范围降低应力水平ꎬ
整体上减弱冲击危险程度ꎮ 区域防治技术主要包括

２ 个方面:①从优化开采设计出发的区域冲击危险

防治技术ꎬ主要有开拓方式、采掘部署、煤层群的开

采顺序、保护层开采、工作面的顺序开采、煤柱尺寸

设计、主要巷道位置及层位选择、采煤方法与采煤工

艺的选择等ꎬ这是从开采源头上避免应力集中ꎬ防控

冲击地压的有效手段ꎮ ②从区域范围弱化煤岩体和

降低应力水平的防治技术ꎬ主要有煤体注水、区域的

煤体预卸压、顶板预裂等ꎮ
对已形成的采掘工作面应当在实施区域防冲措

施的基础上及时跟进局部防冲措施ꎮ 冲击地压局部

防治技术则是针对受到特殊因素影响的或监测有异

常的局部区域ꎬ采取局部范围的防治措施ꎬ主要有煤

层钻孔卸压、煤层爆破卸压、煤层注水、顶板爆破预

裂、顶板水力致裂、底板钻孔或爆破卸压、弱化断层

煤柱等ꎮ 其中应用最多的 ３ 种技术分别为煤层大直

径卸压钻孔、顶板水力压裂、顶底板深孔爆破ꎮ
３.２　 冲击地压支护设备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必须采取加强支护措施ꎬ支
护设备分为液压支架、锚杆(索)２ 种ꎬ支护方式多为

锚杆主动支护和钢架棚被动支护相结合ꎮ 新型支护

设备主要有潘一山等[４４－４５] 研制的新型防冲吸能巷

道液压支架ꎬ通过采用刚度较大的梁体和工作阻力

较高的液压支柱来增加支护体系的整体刚度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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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孔泡沫金属材料或吸能构件来增大支护中的

阻尼系数ꎬ利用其优异的吸能特性使支护体系能够

在围岩冲击下快速吸收冲击能并稳定地变形让位ꎮ
何满潮等[４６－４７]自主研发的恒阻大变形锚杆由恒阻

装置和弹性杆体组成ꎬ能提供恒定的工作阻力和稳

定变形量ꎬ不仅适用于软岩巷道、深部巷道的围岩控

制ꎬ也可有效控制冲击地压等动力灾害ꎮ 文献[４８－
５０]从支护理论、锚杆预处理、新锚杆材料研发等层

面对巷道支护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ꎬ针对多条巷道

支护难的问题ꎬ提出了高预应力强力锚杆一次支护

理论ꎬ即大幅度提高支护系统的初期支护刚度与强

度ꎬ减少围岩强度降低ꎬ保持围岩的完整性ꎬ并开发

了强力支护系统ꎻ采用超高强热处理技术可大幅度

提高锚杆强度ꎻＣＲＭ６００ 锚杆材料不仅能够满足常

规巷道支护的要求ꎬ在冲击载荷作用下表现出优越

的瞬时延伸性能和吸能能力ꎮ 此外还尝试了用预应

力钢棒替代高强度锚杆支护的研究[５１]ꎮ 尽管在主

动支护方面得到较大的发展ꎬ但巷道冲击地压还未

得到根本性的遏制ꎮ

４　 冲击地压防控技术发展趋势

１)灾变破坏的多尺度效应以及多尺度转变机

制是揭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新的突破口ꎮ 煤矿冲击

地压发生机理的研究成果较多ꎬ但由于煤层结构和

环境应力十分复杂ꎬ发生机理仍然需要从煤岩介质

自身属性以及灾变破坏的多尺度效应、多尺度灾变

转化机制上对冲击地压发生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ꎮ
２)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机理的研究是确保防治

技术有效性的客观要求ꎮ 矿业工程重在解决实际问

题ꎬ一直存在着技术先行理论滞后的现状ꎬ影响了煤

矿工业向精细化发展ꎬ尤其是煤矿安全领域ꎬ防控理

论的研究滞后于防治技术的发展ꎬ也正是由于理论

研究的滞后ꎬ阻碍了防控技术在解危成效上的最大

化ꎬ因此需要开展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机理的研究ꎬ为
煤矿灾害的防治新技术提供理论支撑ꎮ

３)冲击地压灾害的监测预警与智能感知等技

术的融合是必然要求ꎮ 冲击地压事故的监测监控设

备较多ꎬ但大多数都是根据某一发生机理ꎬ研发的监

测设备ꎬ由此监测预警的准确性也是在一类冲击地

压事故中有较好的表现ꎮ 冲击地压致灾因子的识别

以及预警模型都还需要深入的研究ꎬ尤其是在煤矿

开采智能化少人化的大背景下ꎬ对冲击地压灾害的

监测监控与预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与互联网＋
相结合的智能感知技术的应用也成为可能ꎮ

４)从煤岩属性、环境应力以及煤岩结构控制 ３

个方面着手ꎬ结合高效率、智能化防控装备是防控技

术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冲击地压防控技术的研究一直

是研究的重点ꎬ以服务于现场需求为目标ꎮ 冲击地

压防控技术区域解危方法以合理的巷道布置和合理

的开采方法结合区域卸压措施为主ꎬ并没有更有突

破性的方法来控制ꎮ 对于局部解危措施ꎬ从致灾因

素来看可以从 ３ 个方向入手:①控制环境应力ꎬ主要

控制采动应力ꎬ因此局部的卸压技术成为主力ꎻ②控

制煤岩介质属性ꎬ煤层注水是常用手段ꎻ③煤岩结构

的控制ꎬ顶板卸压技术也是冲击地压防控的主要手

段ꎬ已经形成工程化ꎮ 但在冲击地压防控技术装备

上需要向高效率、智能化的方向发展ꎬ例如大直径钻

孔卸压装备大功率远程控制钻机以及顶板水力压裂

装备等ꎮ
５)煤岩动力灾害的一体化防控是深部开采的

必然要求ꎮ 冲击地压灾害与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并称

为煤岩动力灾害ꎬ随着煤矿开采条件的复杂化ꎬ冲击

地压灾害与其他灾害相互诱发时有发生ꎬ因此需要

对冲击地压诱发其他灾害的机理、防控技术等进行

一体化研究ꎬ尤其是与煤与瓦斯突出灾害等复合型

灾害的一体化研究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齐庆新ꎬ窦林名.冲击地压理论与技术[Ｍ].徐州:中国矿业大

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２]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司.全国煤矿冲击地压矿井专

项调研报告[Ｒ].北京: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科技装备ꎬ２０１７.
[３] 　 姜耀东ꎬ赵毅鑫.我国煤矿冲击地压的研究现状:机制、预警与

控制[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１１):２１８８－２２０４.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ｏｄｏ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Ｙｉｘ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ｕｍ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
(１１):２１８８－２２０４.

[４] 　 ＢＲＡＵＮＥＲ Ｇ.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Ａ Ａ Ｂａｌｋｅｍａꎬ１９９４.

[５] 　 ＢＵＲＧＥＲＴ ＷꎬＬＩＰＰＭＡＮＭ Ｈ.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１９８１ꎬ１８:２８５－１９４.

[６] 　 ＣＯＯＫ Ｎ Ｇ Ｗ.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ꎬ１９６３ꎬ６４:７１－８１.

[７] 　 ＢＥＣＫ Ｄ ＡꎬＢＲＡＤＹ Ｂ Ｈ 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ａｒｄ－ｒｏｃｋ ｍｉｎ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０２ꎬ３９
(５):６３３－６４２.

[８] 　 ＣＯＯＫ Ｎ Ｇ Ｗ.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
ａｌｌｕｒｇｙꎬ１９６５ꎬ６５:４３７－４４６.

[９] 　 ＣＲＯＵＣＨ Ｓ ＬꎬＦＡＩＲＨＵＲＳＴ Ｃꎬ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ｂｕｍｐｓ
[Ｊ]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１９７４ꎬ２５６:３１７－３２１.

６６

中国煤炭期刊网 www.chinacaj.net



李宏艳等:煤矿冲击地压灾害防控技术研究现状及展望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１０]　 李玉生.冲击地压机理及其初步应用[Ｊ] .中国矿业学院学报ꎬ
１９８５(３):３７－４３.
ＬＩ Ｙｕｓｈｅ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８５(３):４１－４３.

[１１] 　 ＫＩＤＹＢＩＮＳＫＩ Ａ.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１９８１ꎬ１８:２９５－

３０４.　 　
[１２] 　 ＯＲＴＬＥＰＰ Ｗ Ｄ.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Ｍｉｎ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２０００ꎬ５２４:１－４２.
[１３] 　 ＺＵＢＥＬＥＷＩＣＡ Ｏ ＣꎬＭＲＯＺ Ｚ.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ｏｉｃ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Ｊ] .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Ｒｏｃ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１９８３ꎬ１６:２５３－２７４.

[１４] 　 章梦涛.冲击地压失稳理论与数值模拟计算[ Ｊ] .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ꎬ１９８７ꎬ６(３):１９７－２０４.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ｔａｏ.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１９８７ꎬ６(３):１９７－２０４.

[１５] 　 齐庆新ꎬ李晓璐ꎬ赵善坤.煤矿冲击地压应力控制理论与实践

[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３ꎬ４１(６):３５－４０.
ＱＩ ＱｉｎｇｘｉｎꎬＬＩ Ｘｉａｏｌｕꎬ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ｋｕ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ｕｍｐｉｎｇ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３ꎬ４１(６):３５－４０.

[１６] 　 潘一山.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复合动力灾害一体化研究

[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１０５－１１２.
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ａｌ － ｇａｓ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１０５－１１２.

[１７] 　 潘俊锋ꎬ宁　 宇ꎬ毛德兵ꎬ等.煤矿开采冲击地压启动理论[ Ｊ]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３):５８６－５９６.
ＰＡＮ ＪｕｎｆｅｎｇꎬＮＩＮＧ ＹｕꎬＭＡＯ Ｄｅｂ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２ꎬ２１(３):５８６－５９６.

[１８] 　 潘一山.煤矿冲击地压扰动响应失稳理论及应用[ Ｊ] .煤炭学

报ꎬ２０１８ꎬ４３(８):２０９１－２０９８.
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８ꎬ４３(８):
２０９１－２０９８.

[１９] 　 向　 鹏ꎬ纪洪广ꎬ孔灵锐ꎬ等.基于两体系统动态加卸载效应的

冲击地压机理[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１):２６９８－ ２７０５.
ＸＩＡＮＧ Ｐｅｎｇꎬ ＪＩ 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ｇꎬ 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ｒｕｉ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ｗｏ － ｂｏ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６ꎬ４１(１１):２６９８－２７０５.

[２０] 　 姜耀东ꎬ潘一山ꎬ姜福兴ꎬ等.我国煤炭开采中的冲击地压机理

和防治[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２０５－２１３.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ｏｄｏｎｇꎬ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ꎬ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ｕｍ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２０５－２１３.

[２１] 　 姜耀东ꎬ赵毅鑫ꎬ刘文岗ꎬ等.煤岩冲击失稳的机理和实验研究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２２] 　 左建平ꎬ陈　 岩ꎬ崔　 凡.不同煤岩组合体力学特性差异及冲

击倾向性分析[Ｊ]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１):８１－８７.

ＺＵＯ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ＣＨＥＮ ＹａｎꎬＣＵＩ Ｆ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ａｌ － ｒｏｃｋ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ｂｏｄｉ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８ꎬ４７(１):８１－８７.

[２３] 　 张广辉ꎬ欧阳振华ꎬ齐庆新.瓦斯对煤冲击倾向性影响的试验

研究[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４２(１２):３１５９－３１６５.
ＺＨＡＧＮ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ꎬ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ｕａꎬＱＩ Ｑｉｎｇｘｉｎꎬｅｔ 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ａｓ ｏｎ ｃｏａｌ ｂｕｒｓｔ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７ꎬ４２(１２):３１５９－３１６５.

[２４] 　 姜耀东ꎬ赵毅鑫ꎬ何满潮ꎬ等.冲击地压机制的细观实验研究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０７ꎬ２６(８):９０１－９０７.
ＪＩＡＮＧ ＹａｏｄｏｎｇꎬＺＨＡＯ ＹｉｘｉｎꎬＨＥ Ｍａｎｃｈａｏ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ｂｕｍｐ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２６(８):９０１－９０７.

[２５] 　 欧阳振华.煤矿冲击地压区域应力控制技术[ Ｊ] .煤炭科学技

术ꎬ２０１６ꎬ４４(７):１４６－１５２.
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ｕｍｐ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４ ( ７):
１４６－１５２.

[２６] 　 王存文ꎬ姜福兴ꎬ刘金海.构造对冲击地压的控制作用及案例

分析[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Ｓ２):２６３－２６８.
ＷＡＮＧ Ｃｕｎｗｅｎꎬ 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ꎬＬＩＵ Ｊｉｎｈａ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２ꎬ３７(Ｓ２):２６３－２６８.

[２７] 　 吕进国ꎬ南存全ꎬ张　 寅ꎬ等.义马煤田临近逆冲断层开采冲击

地压发生机理[Ｊ]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５(３):５６７－

５７４.　 　
ＬＹＵ ＪｉｎｇｕｏꎬＮＡＮ Ｃｕｎｑｕａｎꎬ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ꎬｅｔ ａｌ.Ｃｏａｌ ｂｕｍｐ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Ｙｉｍａ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８ꎬ３５(３):５６７－５７４.

[２８] 　 齐庆新ꎬ欧阳振华ꎬ赵善坤ꎬ等.我国冲击地压矿井类型及防治

方法研究[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１４ꎬ４２(１０):１－５.
ＱＩ ＱｉｎｇｘｉｎꎬＯＵ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ｕａꎬ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ｋｕ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４２(１０):１－５.

[２９] 　 许家林ꎬ鞠金峰.特大采高综采面关键层结构形态及其对矿压

显现的影响[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０(８):１５４７－

１５５６.　 　
ＸＵ ＪｉａｌｉｎꎬＪ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ｅｙ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ｔｒａｔ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ｆｕｌｌｙ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１ꎬ３０(８):１５４７－

１５５６.　 　
[３０] 　 秦忠诚ꎬ刘玉腾ꎬ王生超ꎬ等.基于微震监测的深埋“两硬”综

放面覆岩运动规律研究[ Ｊ]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４
(１):７４－７８.
ＱＩＮ 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ｇꎬＬＩＵ Ｙｕｔｅｎｇꎬ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ｏ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ｖｅｒ ｄｅｅｐ － ｂｕｒｉｅｄ “ ｄｕａｌ
ｈａｒｄ”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ｋｆａ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ｅｉｓ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４
(１):７４－７８.

[３１] 　 齐庆新ꎬ李宏艳ꎬ邓志刚ꎬ等.我国冲击地压理论、技术与标准

体系研究[Ｊ] .煤矿开采ꎬ２０１７ꎬ２２(１):１－５.

７６

中国煤炭期刊网 www.chinacaj.net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第 ４７ 卷

ＱＩ Ｑｉｎｇｘｉｎꎬ ＬＩ Ｈｏｎｇｙａｎꎬ ＤＥＮＧ Ｚｈｉｇ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ｉｎ 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ꎬ２２(１):１－５.

[３２] 　 赵善坤ꎬ李宏艳ꎬ刘　 军ꎬ等.深部冲击危险矿井多参量预测预

报及解危技术研究[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６(Ｓ２):３３９－３４５.
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ｋｕｎꎬＬＩ ＨｏｎｇｙａｎꎬＬＩＵ Ｊｕｎ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ｅｅｐ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ｍｉｎ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ｎｇｅｒ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３６(Ｓ２):３３９－３４５.

[３３] 　 王　 永ꎬ刘金海ꎬ王颜亮ꎬ等.煤矿冲击地压多参量监测预警平

台研究[Ｊ] .煤炭工程ꎬ２０１８ꎬ５０(４):１９－２１.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ꎬＬＩＵ ＪｉｎｈａｉꎬＷＡＮＧ Ｙａｎｌｉ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ｕｌｔ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ｒｏｃｋ ｂｕｒｓｔ[Ｊ]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８ꎬ５０(４):１９－２１.

[３４] 　 齐庆新ꎬ孔令海ꎬ欧阳振华ꎬ 等. 自震式微震监测系统:
ＣＮ２０３９６２０４３Ｕ[Ｐ].２０１４－１１－２６.

[３５] 　 欧阳振华ꎬ张　 辉ꎬ赵善坤.煤矿井下一孔多点光纤光栅钻孔

应力测试装置:ＣＮ２０３５１９２１６Ｕ[Ｐ].２０１４－０４－０２.
[３６] 　 姜福兴ꎬ成　 功ꎬ冯　 宇ꎬ等.两侧不规则采空区孤岛工作面煤

体整体冲击失稳研究[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４
(Ｓ２):４１６４－４１７０.
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ꎬＣＨＥＮＧ ＧｏｎｇꎬＦＥＮＧ Ｙｕ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ａｌ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ｇｏｂ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Ｓ２):４１６４－４１７０.

[３７] 　 尹永明ꎬ姜福兴ꎬ朱权洁.掘进面冲击地压实时无线监测预警

技术[Ｊ] .煤矿安全ꎬ２０１４ꎬ４５(３):８７－９１.
ＹＩＮ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ꎬ ＺＨＵ Ｑｕａｎｊｉｅ.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ｒｅａｌ －

ｔｉｍ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ｆａｃｅ[Ｊ]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４５(３):８７－９１.

[３８] 　 刘金海ꎬ翟明华ꎬ郭信山ꎬ等.震动场、应力场联合监测冲击地

压的理论与应用[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３５３－３６３.
ＬＩＵ ＪｉｎｈａｉꎬＺＨＡＩ ＭｉｎｇｈｕａꎬＧＵＯ Ｘｉｎｓｈ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ｂｕｒ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３５３－３６３.

[３９] 　 窦林名ꎬ牟宗龙ꎬ李振雷ꎬ等.煤矿冲击矿压监测预警与防治研

究进展[Ｊ] .煤矿支护ꎬ２０１５(２):１７－２６.
ＤＯＵ Ｌｉｎｍｉｎｇꎬ ＭＯＵ Ｚｏｎｇｌｏｎｇꎬ ＬＩ Ｚｈｅｎｌｅｉ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ｒｏｃ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５(２):１７－２６.

[４０] 　 刘金海ꎬ高林生ꎬ朱权洁ꎬ等.一种矿震、冲击地压的全频广域

震动监测系统:ＣＮ１０６４４３７６１Ａ[Ｐ].２０１７－０２－２２.
[４１] 　 王恩元ꎬ刘晓斐ꎬ李忠辉ꎬ等.电磁辐射技术在煤岩动力灾害监

测预警中的应用[ 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２ꎬ３１(５):６４２－６４５.
ＷＡＮＧ Ｅｎｙｕａｎꎬ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ꎬＬＩ ＺＨｏｎｇｈｕｉꎬ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
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２ꎬ３１(５):６４２－６４５.

[４２] 　 潘一山ꎬ赵扬锋ꎬ李国臻.冲击地压预测的电荷感应技术及其

应用[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３１(Ｓ２):３９８８－３９９３.
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ꎬＺＨＡＯ ＹａｎｇｆｅｎｇꎬＬＩ Ｇｕｏｚｈｅｎ.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２ꎬ３１(Ｓ２):３９８８
－３９９３.　 　

[４３] 　 潘一山ꎬ徐连满ꎬ李国臻ꎬ等.煤矿深井动力灾害电荷辐射特征

及应用[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８):１６１９－１６２５.
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ꎬＸＵ ＬｉａｎｍａｎꎬＬＩ Ｇｕｏｚｈｅｎ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ｇ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ｅｐ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Ｊ]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８):
１６１９－１６２５.

[４４] 　 潘一山ꎬ肖永惠ꎬ李忠华ꎬ等.冲击地压矿井巷道支护理论研究

及应用[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２２２－２２８.
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ꎬＸＩＡＯ ＹｏｎｇｈｕｉꎬＬＩ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２):２２２－２２８.

[４５] 　 唐　 治ꎬ潘一山ꎬ朱小景ꎬ等.自移式吸能防冲巷道超前支架设

计与研究[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４):１０３２－１０３７.
ＴＡＮＧ ＺｈｉꎬＰＡＮ ＹｉｓｈａｎꎬＺＨ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ｍｏｖ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ｍｐａｃｔ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４):１０３２－

１０３７.　 　
[４６] 　 何满潮ꎬ郭志彪.恒阻大变形锚杆力学特性及工程应用[ Ｊ] .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７):１２９７－１３０８.
ＨＥ ＭａｎｃｈａｏꎬＧＵＯ Ｚｈｉｂｉａ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ｌｔ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７):１２９７－１３０８.

[４７] 　 ＨＥ Ｍ ＣꎬＧＯＮＧ Ｗ ＬꎬＷ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ｅｎ￣
ｅｒｇｙ－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ｂｏｌｔ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６７(１):２９－４２.

[４８] 　 曹晨明ꎬ吴拥政.高预应力强力支护系统及其在潞安矿区的应

用[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２００８ꎬ３６(１１):２６－２９ꎬ３２.
ＣＡＯ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ꎬ ＷＵ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 Ｈｉｇｈ ｐｒｅ －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 ａ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３６(１１):２６－２９ꎬ３２.

[４９] 　 吴拥政ꎬ康红普ꎬ丁　 吉ꎬ等.超高强热处理锚杆开发与实践

[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４０(２):３０８－３１３.
ＷＵ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ꎬＫＡＮＧ ＨｏｎｇｐｕꎬＤＩＮＧ Ｊｉꎬ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ｈｅａ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ｒｏｃｋ ｂｏｌ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５ꎬ４０(２):３０８－３１３.

[５０] 　 林　 健ꎬ吴拥政ꎬ丁　 吉ꎬ等.冲击矿压巷道支护锚杆杆体材料

优选[Ｊ] .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３):５５２－５５６.
ＬＩＮ ＪｉａｎꎬＷＵ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ꎬＤＩＮＧ Ｊｉꎬ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ｌｔ ｒｏ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ｂｏｌ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６ꎬ４１(３):５５２－５５６.

[５１] 　 吴拥政ꎬ康红普ꎬ吴建星ꎬ等.矿用预应力钢棒支护成套技术开

发及应用 [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４ ( Ｓ１): ３２３０
－３２３７.
ＷＵ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ꎬＫＡＮＧ ＨｏｎｇｐｕꎬＷＵ Ｊｉａｎｘｉｎｇꎬ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ｂａｒ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ꎬ２０１５ꎬ３４(Ｓ１):３２３０－３２３７.　 　

８６

中国煤炭期刊网 www.chinacaj.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