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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采矿工程考研全真预测四

《矿山压力及其控制》

本资料仅供育明教育集训营及专业课一对一学员

育明考试研究院 研发

一、名词解释（30分）

1、冲击矿压；2、岩体变形能；3、沿空掘巷；4、砌体梁；5、岩石线弹性；6、岩石三轴抗压

强度；7、加权平均工作阻力；8、巷道松动圈；9、工程软岩；10、支架支护强度

二、绘图说明双向等压作用下圆形巷道周边应力分布的基本规律，并加以解释。（15分）

三、无煤柱护巷的基本原理是什么?（10分）

四、防治煤矿开采引起地表沉降的主要措施有哪些？（15分）

五、绘图说明支架工作阻力与顶板下沉量的关系。（15分）

六、简述采场覆岩移动破坏分带规律。（15分）

七、试述放顶煤开采矿山压力显现的基本规律。（15分）

八、简述浅埋煤层上覆岩层运动的主要特征。（10分）

九、简述工作面支架合理工作阻力确定的基本方法。（10分）

十、论述顶板大面积来压的防止措施。（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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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压力及其控制》模拟试题四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30分）

1、冲击矿压：冲击矿压是聚积在矿井巷道和采场周围煤岩体中能量突然释放，在井巷发生爆
炸性事故，产生的动力煤岩抛向巷道，同时发生剧烈声响，造成煤岩体振动和破坏，支架与设

备损坏，人员伤亡，部分巷道垮落破坏等。

2、岩体变形能：岩体受外力作用而产生弹性变形时，在岩体内部所储存的能量。
3、沿空掘巷：沿采空区掘进或维护的巷道称为沿空掘巷。
4、砌体梁：破断的岩块由于相互挤压形成水平力，从而产生摩擦力，岩块面的咬合是立体的
咬合关系，形成外表似梁实质是拱的裂隙体梁的平衡关系。

5、岩石线弹性：应力应变关系是直线关系，卸载后岩石变形能完全恢复到其原始状态的性质。
6、岩石三轴抗压强度：岩石试件在三轴压应力作用下所能抵抗的最大轴向压应力。
7、加权平均工作阻力：在阻力与时间的曲线上，按时间加权所得出的阻力。
8、巷道松动圈：巷道硐室开挖引起周围应力集中所导致的围岩破坏、松动、弱化或塑性变形
的范围。

9、工程软岩：是指在巷道工程力的作用下，能产生显著变形的工程岩体。其中巷道工程力是
指作用在巷道工程岩体上的力的总和。

10、支架支护强度：支架对单位面积顶板提供的工作阻力。
二、绘图说明双向等压作用下圆形巷道周边应力分布的基本规律，并加以解释。（15分）

1、在弹性条件下

由上图所示，根据弹性力学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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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巷道边缘切向应力σt是所加应力的 2倍，径向应力是零。随着距离的增大，切向应力
和径向应力都逐渐接近原岩应力σ1。

2、在塑性条件下
由下图所示，由于巷道的开挖，而引起巷道周边的应力重新分布，重新分布的力使围岩产

生了塑性变形，形成了塑性圈。而径向应力σr与弹性条件下的一致，但切向应力σt由于塑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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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使其在巷道边缘不为零，并在巷道边缘到塑性圈是逐渐增大，过了塑性圈，规律与弹性条

件下一致。

三、无煤柱护巷的基本原理是什么?（10分）

由于巷道前方分为卸载区、支承压力区和稳压区，卸载区载荷小，并且为了避免支承压力

的作用，对巷道进行无煤柱护巷，就是把巷道布置在卸载区，这样顶板对巷道的压力小，支护

也比较容易，主要无煤柱护巷的形式是沿空掘巷和沿空留巷两种。

四、防治煤矿开采引起地表沉降的主要措施有哪些？（15分）

防治煤矿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降的主要措施有：

1、留设煤柱控制岩层移动
（1）部分开采 部分开采包括条带开采和房柱式开采。条带开采法是沿煤层的走向或倾

向，将开采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宽度相等或不等的条带，开采一条，保留一条，利用留下的条带

煤柱支撑顶板，以达到减小地表沉陷的目的；房柱式开采则是在煤层内开掘一系列煤房，留下

近似于矩形的煤柱来支撑顶板，达到控制顶板和减轻地表沉降的目的。

（2）留设保护煤柱 采用留设保护煤柱的方法来避免开采后岩层移动影响地面重要建

（构）筑物，使得井下开采后岩层移动影响边界达不到地面要保护的建（构）筑物。

2、充填开采控制岩层移动
充填开采就是用充填材料来充填已采空间，这相当于减小了煤层开采厚度，从而减少采空

区上覆岩层的变形与破坏。根据充填材料和输送方式的不同，可将矿山充填分为以下 3中类型：
（1）水力充填 以水为输送介质，利用自然压头和泵压，从制备站沿管道或与管道相连

的钻孔，将河砂等水力充填材料输送到采空区。

（2）干式充填 干式充填采用人力、重力、机械式风力等方式将砂石等干式充填材料运

送到待充填采空区，形成可压缩的松散充填体。

（3）胶结充填 将采集和加工的细砂等充填材料掺入适量的胶凝材料，加水混合搅拌制

备成胶结充填料浆输送到采空区，充填材料胶结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和完整性的充填体。

3、调整开采工艺及参数控制岩层移动
主要措施如限厚开采、协调开采、上行开采等。

五、绘图说明支架工作阻力与顶板下沉量的关系。（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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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工作阻力与顶板下沉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架与围岩的相互作用关系。工作

阻力 P与顶板最终下沉量是一近似的双曲线，或称“P-∆L”曲线。由这条曲线可知：在一定
工作阻力以上，支架工作阻力增加对顶板下沉量影响较小，但低于此值时则影响极大，采场支

架的工作阻力并不能改变上覆岩层的总体活动规律，事实上，只能在工作阻力偏低的情况下，

提高工作阻力才有可能对顶板下沉有显著影响。

六、简述采场覆岩移动破坏分带规律。育明教育针对冲刺押题班学员、1对 1学员、集训保分

班学员另有 6套密卷，欢迎咨询。（15分）

采用全部垮落法管理采空区情况下，根据采空区覆岩移动破坏程度，可以分为“三带”，

即垮落带、裂缝带和弯曲带。

1、垮落带。破断后的岩块呈不规则垮落，排列也极不整齐，松散系数比较大，一般可达
1.3~1.5，压实后碎胀系数可降到 1.03左右。此区域与所开采的煤层相毗连，很多情况下是由
于直接顶岩层冒落后形成的。

2、裂缝带。岩层破断后，岩块仍然排列整齐的区域即为裂缝带。它位于冒落带之上，由
于排列整齐，因此碎胀系数较小。垮落带与裂缝带合称两带，又称导水裂缝带。

3、弯曲带。自裂缝带顶界到地表的所有岩层称为弯曲带。弯曲带内岩层移动的显著特点
是，岩层移动过程的连续喝整体性，即裂缝带顶界以上至地表的岩层移动是成层地、整体性地

发生的，在垂直剖面上，其上下各部分的下沉差值很小。若存在厚硬的关键层，则可能在弯曲

带内出现离层区。

七、试述放顶煤开采矿山压力显现的基本规律。（15分）

放顶煤工作面也具有单一煤层采面的一般矿压显现规律，如初次来压周期来压等。其自身

又具有以下新特点：

1、支承压力分布。与单一煤层开采相比，在煤层顶板及煤层条件、力学性质相同情况下，
综放开采支承压力分布范围大，峰值点前移，支承压力集中系数没有显著变化。综放面支承压

力的分布同时受到煤层强度、煤层厚度等影响。①煤层愈软，支承压力分布范围愈大，峰值点

距煤壁愈远。②煤层愈厚，支承压力分布范围愈大，峰值点距煤壁愈远。③如果顶煤中存在一

层较厚的强度较大的夹矸层，夹矸除了影响到顶煤冒落形态外，还会影响到支承压力分布，使

其显现出较硬煤层的支承压力分布特征。

2、实测资料表明，工作面支架载荷不大，说明离工作面不远的高处就形成平衡结构。支
架受载并不因采高加大而增加，仅和煤体强度有关，煤的强度大，则顶煤完整性好，支架载荷

稍大。放顶煤工作面仍有周期来压现象，但不明显，初次来压强度也不大。

3、放顶煤工作面的煤壁及端面顶板的维护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顶煤容易破碎，容易产生
端面冒顶，因此改善支架端部结构，加大支架的实际端面初撑支护强度就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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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顶煤工作面端头压力和工作面两端平巷压力并不大，回采巷道的矿压显现较分层多
次开采缓和。

5、支架前柱的工作阻力大于后柱的工作阻力，具体情况与顶煤的硬度和冒落形态有关。
6、下分层综放开采时的矿压显现仍具有一般开采的矿压规律，但矿山压力显现程度有所

减弱。

八、简述浅埋煤层上覆岩层运动的主要特征。（10分）

1、顶板基岩沿全厚脱落，基岩破断角较大，破断直接波及地表。来压期间有明显的顶板
台阶下沉和动载现象。工作面覆岩基本上分冒落带和裂隙带两带。

2、浅埋煤层工作面顶板一般为单一主关键层类型，老顶岩块不易形成稳定的砌体梁结构。
基岩厚度较大时，会出现两个关键层组，形成大小周期来压现象，其矿压显现特征介于浅埋煤

层采场和普通采场之间。

3、基岩与载荷层厚度之比 Jz（简称基载比），对来压显现有重要影响。当 Jz<0.8时工作
面都出现了顶板沿煤壁台阶下沉，而当 Jz>0.8时一般不出现顶板台阶下沉。
九、简述工作面支架合理工作阻力确定的基本方法。（10分）

合理工作阻力确定的基本方法如下：

1、判断关键层
根据顶板赋存情况和力学性质判断关键层的位置和厚度；

2、确定来压步距
未采面可按照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步距的计算公式（必要时配合模拟研究）确定来压步距，

已采面可实测确定。

3、确定合理的工作阻力
分别计算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的工作阻力，取其最大者作为工作面支护设计的依据。

十、论述顶板大面积来压的防止措施。（15分）

顶板大面积来压主要的危险是由顶板冒落而形成的冲击荷载和暴风。防止和减弱其危害的

基本原理是改变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能，以减小顶板悬露和冒落面积，以及减小顶板下落高度，

降低空气排放速度。具体办法有以下几种：

1、顶板高压注水
从工作面两巷向顶板打深孔，进行高压注水。顶板注水可起到软化顶板，增加和扩展裂隙，

以及润滑弱面等作用。

2、强制放顶
用爆破的方法人为地将顶板切断，并使顶板冒落形成矸石垫层。切断顶板可以控制冒落面

积，减弱顶板压力和冒落时产生的冲击载荷；形成垫层可以缓和冒落时形成的暴风。强制放顶

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循环式”浅孔放顶；

②“步距式”深孔放顶；

③台阶式放顶；

④超前深孔松动爆破；

⑤地面深孔放顶。

3、预防暴风措施
在有大面积来压危险的矿井或区域，可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对生产和安全造成危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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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一般是采取堵和泄的办法。堵即用留置隔离煤柱和设置防暴风密闭，把已采区和生产区

隔离开来。泄即通过专门泄风道，使被隔离区域与地面相通，以便将形成的暴风引出地表。这

两种措施必须同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