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区工程地质工作

应注意地应 力作用及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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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采矿 衡
,

改变自然景观
。

技术 水平 不断提高
,

地质找矿 领域不断 扩 针对上述特点
,

要求矿区工程地质人员

大
,

现代矿山具有以下特点
:

必须研究人类矿山开采活动对地质环境的破

1
.

深人高
、

大山区— 这些地区 往 往 坏和影响
,

及时避免或减轻随之而产生的地

物理地质作用强烈
,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 质灾害
,

确保人类的安全和矿山的生产
。

2
.

采深大
、

边坡高— 随来的是 深 井 无数事实说明
,

地壳岩体中存 在 地 应

巷的工程地质问题及高边坡的稳定性问题 ; 力
,

包括构造残余应力或岩体初始应力等
。

3
.

采掘强度大
、

生产效率 高— 导 致 它与地壳构造运动
、

构造部位有关
,

也与地

地质环境迅速变化
;

形 (地势 ) 和岩体自重有关
。

下面例举我国

4
.

破坏性大— 主要指采空区对 土 地 几个矿区
,

简要地说明地应力作用及其危害

利用的影响
,

以致污染环境
,

破 坏 生 态 平 性
。

理论分析
,

结合模拟实验
、

岩石力学性质的 的背景上形成的
。

泛指 由于矿产的开采
,

工

实验
,

阐明全球或一个地区的构造发展
、

演 程的开挖
,

建筑物
、

大型水库
、

核设施等的

化的内在因素
,

阐明矿产的富集分布规律
,

构造而引起的所在地点岩石中应力的变化
。

对矿产普查勘探无疑是有益的
。

在某些局部地方
,

其数值相当可观
,

应为人

二
、

非构造应力 们所重视
。

非构造应力即不是形成构造形迹或发生 三
、

残余应力

构造变动的那部分地应力
。

它是岩石自重
、

岩石不是理想的弹性体
,

当外力消失后
,

大型建筑物
、

地形变化
、

温差等引起的地应 不能经过弹性恢复使岩石的应力随之消失
。

力
。

这种残存的应力称残余应 力
。

工
.

自重应力
:

是 由 上覆岩石的 自重 产 岩石形成时代的不同
,

经受构造应力作

生的应力
。

其方向是指向地心
,

大小取决于 用的强弱和次数的不同
,

残余应力也各不相

上覆岩石的容重和距地表的深度
。

地表以下 同
,

量级大的和量级小的都会存在
。

岩石都有相应的 自重应力
。

它在水平方向上 综上可知
,

地应力是由多种成因形成的
。

可派生出侧应力
,

约为 自重应力的三分之一 使地壳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水平运动和垂直运

左右
。

动
,

并留下百态千姿的构造形迹的
,

除构造应

构造应力与自重应力是地应力的两个重 力外
,

其他任何应力都是不可能的
。

对很小

要组成部分
,

工程设计部门对 自重应力尤为 的局部范围的地应力
,

除需要研究构造应力

重视
。

外
,

对非构造应力
、

残余应力亦应予以足够

2
.

采动应力
:

又名感生应力或 次生 应 的重视
。

力
。

是在原地应力 (构造应力和非构造应力 ) (地质矿产部五六二 综合大队 )



较典型者可算甘肃金川矿区
。

矿区工程

地质条件复杂
,

地应力作用强烈
,

虽投产多

年
,

矿 山未能正常开拓
,

露天采矿场边坡鼓

胀
、

开裂
、

坍塌和深部巷道严重 变 形 破 坏

(缩径
、

偏邦
、

底鼓
、

冒顶等 )
,

直接影响矿

山开采和基建
。

后经过六年的调查研究
,

实

测地应力值
,

较系统地取得了地应力资料
,

揭示了矿区的地应力作用特征
,

定量地了解

了矿区空间地应力作用的大小
、

方向及其变

化
,

明确了以水平应力为主的地应力作用是

导致巷道变形破坏的主要原因
。

同时
,

提出

了防治措施
。

经设计
、

施工部门采纳后
,

已

在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
,

效果较好
。

金川露

天矿
、

龙潭 孔山石灰 石露天 矿边坡产 生裂

缝
、

鼓胀
、

倾倒
、

滑移
、

坍塌
,

并随着开挖

的加深而不断发展
,

也是在矿区水平地应力

作用下形成的
。

地处青海高原的某 铁路隧道
,

在以地应

力为主的几种不利地质因素作用下
,

二十年

来不断地出现与上述相似的病害
,

虽经处理

返修
,

仍有碍正常营运
。

这一事例说明
,

在

地应力较高的地区开凿地下巷道时
,

要考虑

地应力的作用
,

并针对应力场特点采取适当

的措施
。

辽宁北票煤田台吉井区于 1 9 7 9年 4 月28

日发生 3
.

8级地震
,

后又陆续发生 10 余次有

感地震
,

烈度约为七度
,

这种
“

矿震
”

频频

发生
,

对矿井生产和人身安全威胁相当大
。

除
“

矿震
”

外
,

还有岩爆
、

断层复活等地质

现象发生
。

经调查研究认为这些都是与地应

力作用有关
。

建国以来
,

国内发生的与地应

力有关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井下事故有数百次

之多
。

山东胜利油田曾受到 19 6 9年渤海 7
.

4 级

地震
、

1 9 7 6 年唐 山 7
.

8级地震的影响
。

尤 其

在油 (气 ) 层封闭作用好的油井中临震前的

油产量均出现成几倍增加的现象
。

震后又下

降恢复到震前的正常水平
,

这说明了地应力

对液态矿的作用
。

1 9 7 6年 7 月 2 8 日唐山 7
.

8级地震爆发
,

构造应力场发生变化
。

导致了地层中地下水

的运移
,

矿坑涌水量由 23
.

60 米
”

/分猛增至

4 8
.

3 0米 s/ 分
;
震后

,

又逐渐减小
,

直 至 恢

复正常
。

在 1 9 6 9 年 7 月 18 日渤海地震 (7
.

4

级 ) 及滦县地震时
,

矿坑涌水量也都大幅度

地增加
,

同样反映了地应力的作用
。

由上可见
,

了解和掌握矿区地应力特征

及其空间分布规律
,

进而预防其危害
,

已成

某些矿区重要的工程地质工作之一
。

该项工

作可在矿区初勘及详勘阶段根据不同构造环

境酌情迸行不同程度 (从收集资料
、

一般了

解
,

到实地量测 ) 的工作
。

如果矿区已经表

现出地应力作用较强 (属 高应 力区 )
,

则在

矿山建井初期甚至建井之前就应开展一定量

的专门地应力测试工作
。

过去我们的工作多偏重于矿产资源的开

发技术条件 (即 自然的客观存在的条件 ) 方

面
,

而忽视矿区地质环境发生改变 (即破坏 )

之后对于人类本身
、

对于矿 山开发和开拓的

作用
、

影响
。

这些作用和影响可导致产生不

良工程地质结果甚至地质灾害
,

诸如
:

诱发

地震
、

地面塌陷
、

水资源枯竭
、

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
、 “

热害
” 、 “

水害
” 、

水质污染等
。

无数工程实践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
,

必

须研究工程地质环境的保护与利用改造
。

对

于地应力作用问题
,

随着矿产地质普查勘探

工作的逐步开展
,

矿区工程地质人员应从地

质实践中有所发现
、

有所认识
,

进而提出预

测
,

以利于进一步查明和防治
。

我们的矿区工程地质工作
,

无论是从整

个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看
,

还是从经济

建设的客观需要上看
,

目前 尚不能完全满足

现实的要求
。

我认为
,

在某些矿区除了做好

必要的矿区工程地质工作外
,

还应重视地应

力的研究
。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