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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5217《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按部分发布,拟分为14个部分:
———第1部分:顶板岩层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第2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第3部分:煤岩组合试件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的测定方法;
———第4部分:冲击危险性微震监测方法;
———第5部分:冲击危险性地音监测方法;
———第6部分:冲击危险性电磁辐射监测方法;
———第7部分:冲击危险性钻屑法监测方法;
———第8部分:冲击危险性采动应力监测方法;
———第9部分:冲击地压煤层注水防治方法;
———第10部分:冲击地压煤层钻孔卸压防治方法;
———第11部分:冲击地压煤层卸载爆破防治方法;
———第12部分:冲击地压开采保护层防治方法;
———第13部分:冲击地压深孔爆破断裂顶板防治方法;
———第14部分:冲击地压顶板定向水压致裂防治方法。
本部分是GB/T25217的第2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F为规范性附录,附录A、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设计研究分院和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检测研究分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齐庆新、李纪青、毛德兵、傅京昱、彭永伟、任勇、蓝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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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2部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

指数的测定方法

1 范围

GB/T25217的本部分规定了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及指数测定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煤的冲击倾

向性分类及指数、仪器设备、试件规格、单轴抗压强度测定、动态破坏时间测定、弹性能量指数测定和冲

击能量指数测定。
本部分适用于煤的冲击倾向性分类以及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加工出标准试件的煤的冲击倾向性指

数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25217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16414—2008 煤矿科技术语 岩石力学

GB/T23561.1—2009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第1部分:采样一般规定

GB/T23561.7—2009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第7部分:单轴抗压强度测定及软化系

数计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T25217的本部分。

3.1
  煤的冲击倾向性 burstingliabilityofcoal

煤体具有的积聚变形能并产生冲击破坏的性质。
注1:改写GB/T16414—2008,定义4.12。

3.2
  动态破坏时间 durationofdynamicfracture
  DT

煤试件在单轴压缩状态下,从极限强度到完全破坏所经历的时间。
[GB/T16414—2008,定义4.9]

3.3
  弹性能量指数 elasticstrainenergyindex

WET

煤试件在单轴压缩状态下,当受力达到某一值时(破坏前)卸载,其弹性变形能与塑性变形能(耗损

变形能)之比。
[GB/T16414—2008,定义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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