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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硬岩大规模开采理论与技术》

前言

矿产资源是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目前90％以上的能源、80％左右的工业原
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和30％以上的农业用水、城乡居民用水均来自矿产资源。由于长期开采
，我国埋藏在浅部的有色矿床资源已接近枯竭，必将加快向深部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利用，深井开
采已呈必然趋势。大规模开发深部金属矿产资源是我国矿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深井开采已成为我国乃
至世界矿业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国外开采深度超千米的金属矿山上百座，主要集中在南非、加拿大、
美国、印度等国。我国已经开采或正在建设的冬瓜山铜矿、云南大红山铜矿，内蒙古获各琦铜矿、新
疆哈密黄山铜镍矿的开采深度均在千米以上。今后的10～20年内，我国相当一部分金属和有色金属矿
山将进入1000～2000 m深部开采。深井开采带来“四高、一扰动”的特征，存在复杂的力学环境。“
四高”主要是指高地应力、高地温、高水压、高提升能，“一扰动”指强烈的开采扰动。高应力诱发
的岩爆与地压、产生冒顶等灾害，造成支护困难，严重威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高井温使作业面劳动
条件严重恶化，工作效率大大降低；据统计资料，温度每增加1℃，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将降低7％～10
％。高水压使开采中的灾变事故表现为多发性和突发性。高提升能则恶化了提升、排水条件，加大了
矿山成本等。采矿扰动使受采动影响的巷道围岩压力数倍、甚至近10倍于原岩应力，表现出有岩爆冲
击地压发生，引起矿震，岩体破坏加重，给开采岩层控制带来难度，使开采工艺变得复杂，开采技术
难度加大，效率低下。在含硫高的矿山，矿石还有自燃结块现象发生，采矿矿石爆堆一旦出现结块，
将会造成出矿困难，增加处理成本，严重者导致停产。如果结块矿石不及时处理，不但造成资源损失
，时间长了还有可能导致自燃火灾的发生，而且会给采场充填体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针对复杂的开
采技术条件，深井开采需要重点开展多相多场耦合环境下的矿岩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新的采矿工艺技
术与装备、热力系统及其环境控制以及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管理、控制等综合技术研究，以实现深部
金属资源的安全、高效、经济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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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井硬岩大规模开采理论与技术: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研究与实践》共有四篇共18章。在前言中，概述
了深井硬岩研究现状、发展及关键技术问题；在正文的 18章中，针对冬瓜山深井特有的开采技术条件
（深井1000m、高应力、高温、高水压、有岩爆倾向）和关键技术问题，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
现场试验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全面地概述冬瓜山铜矿床深井安全高效开采及地压与岩爆监控
理论技术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了日产1万t大规模开采产能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深井硬岩大规模
开采理论与技术: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研究与实践》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可供矿山、科研设计院所科技人
员和管理人员，高等院校采矿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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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开采技术条件1　区域地质与矿区矿床地质特征冬瓜山铜矿床位于沿江多金属成矿带
上的安徽省铜陵市狮子山矿田内，位于铜陵市以东7.5 km处，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淮阳山字形构造前
弧东翼，扬子准地台东北部扬子台坳的繁昌一贵池凹断褶束东部铜陵地块中。1.1.1　区域地层分布特
征铜陵地区所处的扬子准地台，在燕山运动以前为连续沉积的一套沉积岩相。该区地层发育较全，厚
度较大，区内除缺少泥盆系中、下统外，从志留系至第四地系地层均有出露。第四系为松散堆积物分
布于长江沿岸平原及山区的山麓、山坡及山间凹地中。第三系河流相砂砾岩地层分布于沿江一带的大
通附近。白垩一侏罗系为火山岩地层分布于外围的繁昌盆地。三叠系以海相碳酸岩地层为主，分布于
开阔的各向斜部位。二叠系与中上石炭统的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和海相碳酸岩地层分布于各背斜的翼部
。上泥盆统陆相碎屑岩与志留系滨海碎屑岩相地层分布于各背斜的轴部。其中，上泥盆统及中上石炭
统，二叠系至下中三叠统是本区内生金属矿产的主要成矿和控矿层位。岩性主要为灰岩、砂岩、页岩
。1.1.2　区域构造与岩浆岩特征铜陵地块处于不同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由于多期多次构造运动，使
得区内长江两岸古生代与新生代的地层产生了一系列褶皱和断裂带。其西北侧为位于长江北岸北东向
展布的扬子断裂带；北部为东西向展布的铜陵一南陵隐伏深断裂；南侧为木镇一南陵断陷盆地；著名
的北北东向郯庐深大断裂也在本区西北部经过。区域内主要构造如图1-1（铜陵地区地质构造体系略图
）所示。现将区域内主要构造特征分述如下。1.1.2.1 褶皱区内主要分布印支期褶皱，这些褶皱为大致
平行排列，轴向北东或北东东的短轴褶皱，两端分别为向东、西偏转构成S形弯曲。铜陵地区主要褶
皱分布于长江以南顺安一大通复向斜中的铜官山背斜、陶家山向斜、青山背斜、朱村向斜、永村桥背
斜，以及长江以北的无为一和县褶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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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井硬岩大规模开采理论与技术: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研究与实践》为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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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页和皮裂开了  不知到是质量问题  还是运输中摔得
2、内页有点开裂，不过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也是这样，或许是这一批书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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