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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生最大乐趣在于创造的过程
一一记采矿工程专家古德生

古德生（ 1937－ ），广东省梅县人，采矿工程专家，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振动出矿技术和地

下金属矿连续开采工艺技术的开拓者。发明颠振型振动出

矿机和移动式分节振动运输列车等多种新型振动设备，大

大推动了我国矿山装运工艺与物料处理工艺的发展；在金

属矿床地下开采中变革了传统的两步骤回采工艺，创造了

一步骤回采的采矿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未来采矿理论与技

术的发展；针对松软破碎矿体开采的世界性矿业难题，提

出了
“

开采环境再造
”

的学术思想，在松软破碎矿体中实

现了深孔诱导大量崩矿，开辟了松软破碎矿体规模化开采

的新途径。他提出在深井高地应力环境下诱导矿岩致裂的学术思想，首次在金属矿

山实现了基于人工扰动诱发岩石力学系统失稳原理的诱导崩落采矿技术；创造性地

研制成功岩石诱变力学实验系统，开展了岩石诱变力学的原创性研究。

一、 成长经历

叶． 古德生于四37年叫闹出生于广东梅县。母亲原侨居毛里求斯，为了奉养年

（� 迈祖母，于1936年底带着两岁的哥哥，怀着孩子回国，次年孩儿呱呱落地。古德生

二，苦 的降临，为古家增添了许多欢乐，拥有两个活泼男孩的家里，充满着阳光和希望。

早 但是，就在古德生三岁那年，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受父爱，父亲却在国外因病撒手人

寰。从此，这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全由祖母、母亲的屠弱身躯来支撑，全靠耕田

210 种地来维持；为了抚养小哥俩和十二岁的姐姐，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长年
飞可平／旷含辛茹苦，也没能改变家庭的困境，姐姐因此辍学回家务农，渴求上中学的兄弟

俩，也因交不起学费而进了私塾学堂。一个稚嫩的孩子，天天在老先生的眼底下朗

读古文，实在无奈，于是就经常到中学门口痴痴地看别人孩子读书、玩耍；见孩儿



的落寞与失望的神情，母亲无比痛苦，一个学期过后，毅

然挑着两担大米来到学校，才换来兄弟同时跨进中学校门

的机会。

古德生的童年在穷乡僻壤中度过。山村是临近市镇

的游击根据地，村小学老师多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天

真无瑕的古德生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参加过儿

童园和读书会。列宁和圣彼得堡、朱毛和延安的故事，在

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深深的印记。1950年初，家乡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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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人人欢天喜地，穷孩子有

了上学机会，古德生像久旱大地

的花草，尽情地吮吸着每一滴雨

露，蓬勃向上。他原是村里的儿

童园园员，家乡解放后，转为梅

县丙镇中学的第一批少年先锋队

队员，他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后

又担任少先队辅导员，高中毕业

那年加入了共青团。他活泼开

朗，喜欢唱歌跳舞，是中学合唱

团的领唱，得过中学歌咏比赛独 05年回母校梅县丙村中学参加百年校庆，

唱第二名；他爱绘画，喜欢临摹 在三堡学堂前留影

人物像；他与同学一起讨论
“
时

：：：；��
英雄造时势等饶有兴昧的辩题。少年的灵气在酬的阳光下得到

将

古德生深受客家
“
崇文重教

”
传统的熏陶，在祖母、母亲吃得苦中苦，方为仁

人上人
”

的思想影响下，他努力学习，从不荒废一点时光，自习桌上那盏煤油灯， ｛元
陪他度过了中学阶段的无数夜晚。他十分体惜家庭的艰辛，一担谷子换来的力士 一志
鞋，伴他在乡村小道走了六个春秋。他品学兼优，成为村上乡亲教育孩子的榜样。 品

世界多彩诱人，追逐理想、挥洒灵性是中学生的天性。古德生爱学习、勤思

考，对周围事物充满着好奇，常有搅动他那灵感的新鲜事。十四岁那年，在跟随母 211 
亲抢收的大忙季节，他也有兴致去体察、琢磨脚踏式打谷机的问题，并给县农机厂飞可平／旷

寄去一张防倾倒、更省力的革新草图；他这行动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了却那求实的

冲动；后来方案被采用了，厂方寄来感谢信，并给了三元钱的
“
重大

”
奖励。他的



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观察、思考、解惑的唯真意识，在少年心中萌生，他那

朦胧的创新精神在平常小事中得到了升华。

1955年4月，古德生面临高中毕业，困国防建设的需要，他被学校推荐去海军

学院学习，这是个诱人的选择；但是，瘦小的他，体检第一关就因体重不合格而被

淘汰下来，刚刚动心的志向泡汤了，十分懊恼，于是准备考大学。这是百废待兴的

年代，该报考什么志愿？古德生思考着。在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火朝天的

年代，他朦胧地意识到，国家非常重视发展重工业；期间，人民画报上有一幅阜新

露天煤矿的照片，一台八面威风的大电铲正向大机车装载着矿石，满载的列车，轰

隆隆地奔驰着。古德生被这一壮观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的思绪与国家建设的

节拍产生了共鸣，一个向往上大学、做着金色梦的纯真少年，就这样选定了志愿，

从此与矿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7月的一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古德生兄弟

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哥哥考入华南工学院（今华南

理工大学），他考入了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贫

穷农家一下出了两个状元郎，在山材引起不小轰动，辛劳
一辈子的祖母、母亲，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全家沉醉在幸

福之中。赴校报到的日子快到了，古德生带着向往未来的

激情和对家乡的眷恋，相邀四个伙伴，在月色朦胧的夜

晚，登上了童年一直向往的梅州高山之巅一一五指峰，面

对喷薄旭日东升，他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大学时代
古德生来到有千年文化积淀的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开始了大学生活。这里有一

物 批严慈的名师，有无数的图书和实验设备，集聚了大批奋发有为的时青年，这是

个神圣的殿堂。在大学里，除学习很紧张外，农家子弟还有经济的拮据，然而，贫

吃、 困家庭出身的古德生，早已学会了刻苦、勤俭和忍耐。他没有奢望，每月九元的助

｛元学金用于伙食、文具和生活用品也已足矣；生活磨练造就了他那奋发自强的个性。

二夺 他常告诫自己：事无艰难，何来人杰。他十分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

血 书，他原本喜爱唱歌、跳舞、绘画，但在大学五年的有限时间里，这些也被他视为

是虚度时光；他专心一意地读书，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联结宿舍、食堂、教室的三

212 点一线，读书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古德生的成绩优良，做事认真，为人友善，
飞可平／旷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他当班长，在同学中享有威信，他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把

学习放在第一位，他的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集体。他刻苦学习，尊师循道，深受汪

锦璋、钟时献、夏纪顺、李德成等一代宗师的教育和熏陶，得到了老师们的正直为



人、严谨治学和专业学术的真传，学会了做人，学到了做学问和搞科研的方法，为

其终生受用。由于古德生有优良的表现，作为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加入了教研室的

大孤山铁矿科研团队，并提前进入了学校的教师队伍。五年的大学生活非常充实，

少年时代泛舟书海的梦想如愿以偿，他隐约感受到科学殿堂的大门正向自己悄然敞

开。

古德生和他那年代的中学生一样，曾经读过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书，在班上讨论过
“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
。书中主人公保

尔·柯察金明白的说到：
“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困虚度

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

。这句名言，一直伴随古德生度过难于忘怀的

中学和大学的年代，也激励着他走过了为采矿科技事业奋发图强的几十个春秋。

二、 攀登历程

1960年，古德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抱负，在脑

海中常浮现
“
海市居楼

”
。但是，那年代的政治运

动太多了，一场洗礼过后，总叫人惘然。特别是
1966年开始的

“
文化大革命

”
，无休止的派性斗

争，使学校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他曾试图再度关门

读书，寻找心灵的安慰，但偌大的校园难觅一角安

宁。古德生想：徒有一腔热血，空有一身力气，为

什么不能做点有益于国家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呢？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

。 LP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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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留校（中南大学）任教

1973年夏天， “停课闹革命
”

仍在延续，学校氛围实在叫人窒息，古德生的心

难以宁静，于是，珍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几个同事义茄屋顾地走向生产第一

线，来到工人中间。在劳动中，他熟悉各个生产环节，也体验到工人们的艰辛，他
a志

深深地认识到：出矿作业在每吨矿石成本中占30-45%，在工伤事故中占40-50%, 叶$

这是生产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过去有过许多研究，但成效甚微，时间长了，人们

也就视而不见，无所作为，古德生为此萌发了变革现状的决心。他以宽广的学术视 213 

野，开拓思路，独辟蹊径，最后选择了通过振动能量传递来降低矿石散体的内摩擦
飞可平／旷

力、改善矿石的流动性的技术路线。

要有效地改善矿石的流动性，就必须寻求一种能置于矿堆下工作的振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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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在古德生的脑海里和资料文库一样，几乎一片空白。 为了寻求一条新

路，他们走遍大江南北，进行振动技术考察，从中寻找灵感、构思方案。 在制定方

案与设计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超然入静、如醉如痴，不知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经

历多少次的否定与肯定，最后才完成单质体、超共振型的颠振型振动出矿机全套图

纸。然而，在那
“

文化大革命
”

年代，工厂停产，无法加工，他们就自己动手，学

着草、钳、刨、焊；当时，大家还身不由己，要轮流
“

下乡锻炼
”

、
“

学大寨
”

，
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但为了实现已定目标，大家矢志不移，断断续续地坚持了七个

年头，最后才把设备加工出来，并获得工业试验成功。

由于振动出矿是通过对矿石散体的强力振动，并部分借助矿石的重力势能而实

现的连续、均匀、易控的强制出矿，使放出矿石的块度提高了2-3倍，它有效地消

除了传统工艺经常发生的卡堵、跑矿等事故，出矿效率提高2-4倍。恰逢1978年的

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国家的支持下，建成了
“

国家新技术推广示范样

板
”

，成果很快在全国1000多个企业得到推广，带来很大轰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我国的出矿技术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3年，颠振型振动出矿机获

国家发明三等奖。

受无穷进取心的驱使，古德生团队根据作业条件的差异和工艺技术新思路的提

出，又相继研制成功原矿振动给矿筛洗机、定向振动装载机等十种不同功能的新型

振动设备，创造了振动出矿自动化作业线、原矿仓给矿、筛分、脱泥短流程等六项

新工艺，给大块物料、粉料和泥质料的处理工艺带来一场变革；与此同时，依据不

同的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又创新了振动出矿留矿法、盘区回采连续开采法等五种采

矿方法，还创造了采场出矿的实际技术生产能力1064吨／小时的新纪录。众多成果在

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
「

调试新发明的移动式分节振动运输列车工况 单质体、 超共振， 自同步惯性定向振动
分节式振动运输列车的实验参数测定



在振动出矿技术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大量落

矿采矿法中存在的落矿高效率与出矿低效率的严重问题，古德生提出了实现地下金
属矿采场连续工艺的科学命题。大量落矿采矿法一次可落矿几万吨、甚至十几万
吨，而重力放矿和电租出矿每天却只能放出二、三百吨，这种间断式的出矿工艺，

严重抑制着矿山生产的发展，必须变革。1986年， 《地下矿连续开采工艺技术与装

备研究》列为国家项目，古德生主持制定了：
“

牙轮钻机钻凿垂直深孔、多排同段

爆破侧向挤压崩矿、采场平底结构、轻型组合式振动机出矿、移动式分节振动运输
列车运搬矿石、原矿振动条筛上聚集与处理大块、电机车运矿” 的攻关总体方案。

由于具有我国特色的、能运输llOO毫米大块的单质体、超共振、自同步惯性定向振

动的分节式振动运输列车等全套连续作业设备的研制成功，由于创造性地实行了
“

采场块度标准两部制
”

的大块控制与管理，并首次在地下矿金属矿山建成采场出
矿运矿连续作业线，从而创造了采场实际生产能力1643吨／日的奇迹。当万吨崩落矿

石通过连续作业机组，源源不断地从采场运搬出来的时候；当人们在现场称赞这奇

迹般创举的时候，古德生深深体会到： 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和幸福莫过于为国家做出

了贡献。在第二届世界非金属矿物会议上，该成果引起澳、印、俄等国专家的极大
关注。1992年， 《地下矿连续开采工艺技术与装备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开创 “

振动出矿技术
”

新领域是古德生迈上的第一科研高
地的话，则80年代实现的

“

采场连续工艺
”

，是他攀登上的第二高地；在两项成果

的基础上，古德生又提出了90年代攀登第三高地的新目标，即变革传统的
“二步骤

回采
”

为 “
一步骤回采

”

，实现 “地下金属矿床连续开采
”

。

在房式采矿法中实现
“

一步骤回采
”

，就是要在开采阶段上不留间柱、连续推
进。这是实现规模化膊，最大限度地附产资源的根本途径。时《硬岩无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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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柱连续开采技术研究》列为国家重

大项目，古德生亲自主持制定了总体

方案： “以大矿段为回采单元，在阶

段开采连续推进回采过程中，落矿、

出矿、运矿、充填四个工序各自具有

相对独立的作业条件，各工序间相互

协调、在不同空间平行连续进行，采

下矿石用连续作业机组运至采场溜

井，用电机车运往井底车场
”

。 工业

试验中，采用了与高效落矿相适应的

采场出矿运矿连续作业线，实施了与

深孔落矿相适宜的块度控制技术，从

而创造了各采矿工序间相互协调的高

效连续采矿法，试验取得很大的成

功。 2001年《硬岩无间柱连续开采技

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古德生的科研团队，从开创振动

出矿技术、采场连续工艺，到实现 地

下金属矿床连续开采，经历了18个年

头，20世纪70年代古德生所萌发的大

胆设想终于得到实现。 它给国内外一

中国有色金属经理视察矿石连续开采
工业试验

与现场工程师们讨论有关科研实施方案

直延用的传统采矿模式带来了变革，它为地下金属矿的作业机械化、工艺连续化、

生产集中化和管理科学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开创的金属矿矿床连续开采的

技术路线，已在许多企业得到发展，并深刻影响着金属矿业的未来。

古德生的科研轨迹，始于国家重大需求，一直沿着采矿科技前沿方向延伸。 由

于传统的二步骤回采模式，特别是大范围的非常规采矿，我国金属矿留下许多安全

乎 隐患，矿产资源损失也十分惊人；有色金属矿的隐患矿产资源就占35-45%，这对

资源、相对贫乏的我国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古德生在1998-

216 2007年间，重点开展了隐患矿产资源有效回收的研究，先后完成了《金属矿床开采

飞可平／旷矿岩致裂与控制技术及其应用》与《隐患金属矿产资源安全开采与灾害控制技术》

两个国家重大项目，并于2005年和2007年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随着矿床开采深度的增加，国内外矿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近20年来，世界矿



业面对一个重大科技问题，就是千米深井高地应力环境下的岩爆灾害问题。长期来

国际学术界把深井高地应力固化为致灾因素，把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岩爆机理与

灾害防治方面；但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高地应力是否也可以将其诱变为有

利因素而加以利用呢？ 2001年，古德生突破传统思维，在香山科学会议第175次学

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深井矿岩在高应力环境下诱导致裂的原创性学术思想，认为

高地应力固然是致灾困素，但也可以通过诱导手段来利用高应力矿岩的内部能量，

实现致裂破碎的目的。这一诱导高应力矿岩致裂的全新学术思想的提出，大大地拓

展了深井开采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古德生在1998-2007年间所完成的两个重大项

目，也是基于诱导致裂学术思想上开展的；在科研过程中，基于人工扰动诱发岩石

力学系统失稳原理的诱导崩落技术，在复杂空

区环境下的隐患矿体开采中取得成功。实践表

明，这是高应力矿岩环境下首创的一种低成本

的高效采矿技术。

工程实践表明，深井开采的许多技术难题

实际上都源于深井岩石力学，因此，古德生团

队在高应力矿岩诱导致裂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于2005年提出了
“

岩石诱变力学
”

的研究方

向。由于深井岩体工程问题是动、静组合加载

的问题，不是单纯静载环境的岩石力学问题，

因此，岩石诱变效应很难用传统的岩石力学实

验和理论加以解释；为了开展岩石诱变力学的研究，古德生团队创造性地自行研制

了第一个国内外岩石诱变力学实验系统，以期从研究岩石诱变效应与机理入手，实

现深部矿床开采、地下工程、水利工程等工程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

科学研究是条没有尽头的路，科研人生是本写不完的书。五十多年来，古德生

在科研征途中风雨兼程，奋力攀登，他深深地领悟到科学技术的真谛：

科技事业是需要集体智慧的群体事业。小道崎岖路漫漫，只靠个人力量是困难

的，尤其是工程类的科研，单枪匹马断难获得重大成果。50多年来，古德生的回队

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热情，大家淡泊名利、携手同行、尽心尽力，事事凝聚着大

家的学术灵感与智慧。古德生得过许多荣誉，但他常说：荣誉首先应属于团队。

科技事业是需要坚强意志的强者事业。科研工作事事顺意者固然有之，但大多

的成功是在艰难和挫折之后，在坚持之中。他们深深体会到，科研最后几步往往需

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事倍功半、甚至功亏一宴的事是常有的。成功要付出代价，



在磨难面前，强者义无返顾、勇往直

前 ；弱者患 得患失，望而却步。成

功与失败就在其中分道扬慎。 科技

事业是没有终点的永恒事业。50多年

来，古德生团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从一个起点走向更高的新起点，

连续不断，累计获国家级与省部级科

技奖励30余项。他们开创的振动出矿

技术、矿床连续开采技术、开采环境

再造采矿技术和高应力矿岩诱导致裂

的学术思想，大大拓展了采矿科学技

术的发展空间，已在金属矿业得到发

展和延伸。

科技事业是需要奉献精神的壮
r

丽事业。在漫长的科研历程中，古德

生深深的体会到： 一个人的最大幸福

和快乐莫过于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他

们槟弃功利主义，物我两忘，全身心 与来访者介绍科研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地奉献给了科学事业；在科研征途中
一起摸爬滚打的王启宇、黄存绍两位教授，由于积劳成疾，刚下一线就住进医院，

并都先后离开人世，人们永远怀念他们。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崎岖道路上成长起来

的年轻一代，接踵而来，已肩负起了国家矿业现代化的重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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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成就

古德生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采矿学科中，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

振动出矿技术，连续作业振动设备与物料处理，金属矿床连续开采工艺技术，矿床

开采环境再造技术，深井高应力矿岩诱导致裂理论与技术等。先后有30余个项目获

♂ι 奖，包括：国家发明三聘用（阴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阴2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2000、2004和2007年）；另有省部级的奖励 22项，其

中：省部级科技进步（或自然科学）一等奖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9项，三等

奖7项。



此外，有发明专利5项，出版专著7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创建

了三个国家重点学科，培养了博士后13人、博士42人、硕士16人。

综合上述成果，古德生的科技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 1 ）建立和发展了振动出矿技术与矿床连续开采技术的理论体系

在研制成功静、动态振动直剪仪的基础上，开展了散体动力学专题研究，揭示

了振动场中矿岩散体的应力一应变关系和 T 、C、 φ值的变化规律、振能耗散与振

动减阻机理，丰富了散体动力学内容；提出了以振能有效作用范围、受振的矿石性

态，以及振动出矿机埋设参数优化等内容为核心 的振动出矿原理；发展了以

R.Kvapil和r .M.Ma JI oxoB为代表的放矿理论。此外，针对振动机置于矿堆下的作业条

件，提出了以振动台面压力计算、激振器与激振方式、惯性振动出矿机自同步、激

振力传递与功耗等为中心内容的振动出矿机设计理论。在系统总结科技成果的基础

上，形成了以采场连续工艺系统、连续作业机组的优化配套、无间柱连续回采与采

场地压显现规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地下金属矿床连续开采理论。

( 2）发明颠振型振动出矿机，研制成功十种不同功能的新型振动设备

为了变革传统的重力放矿工艺，发明了颠振型振动出矿机；在这基础上，针对

各类不同物料和采场、1留井、原矿仓、粉料仓等不同工艺技术条件，又研制成功分

别具有破拱、消堵、防跑、装载、运搬、给矿、筛分、脱泥等不同功能的新型振动

设备，包括：组合式振动出矿机、定向振动装载机、摆振型破拱机、振动给矿筛洗

机、重型振动给矿机、原矿振动条筛和移动式分节振动运输列车等等。众多设备的

诞生，使传统工艺一直无法解决的物料卡堵、组拱、堆滞、管流等诸多事故基本消

除；给大块物料、粉料和蒙古性料的处理工艺，带来了重大变革。建成了
“
国家示范

推广样板
”

，成果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获得巨大的经济

( 3 ）创新了地下金属

LP钱？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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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矿山五种采矿方法，创造了
a志

六项新工艺 品
振动出矿技术的应用，

推动着采矿方法的发展。先 219 

后创新了盘区回采振动出矿
飞可平／旷

连续采矿法、振动出矿留矿

法、振动出矿VCR法、振动



出矿汽车运输阶段矿房法、振动出矿阶段

崩落法等五种采矿方法。这些成果，使采

场出矿能力普遍提高1-3倍，出矿成本大

幅度降低。

创造了六项新工艺，包括：高溜井振

动出矿工艺、振动给矿筛洗工艺、原矿仓

重型振动给矿工艺、粉矿仓的破拱与装载

工艺、主溜井自动化出矿作业线、采场出

矿运矿连续作业线。最令人瞩目的是：上

述新工艺为矿山生产系统全面畅通提供了
起草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的论证报告

成熟技术，安全条件大大改善，出（给）矿作业的工伤事故基本消除，为金属矿山

的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 4 ）开创了地下金属矿连续开采技术，建成采场出矿运矿连续作业线

在国内，首先著文提出地下金属矿山连续开采这一科学命题，并出版专著全面

论述其科学内涵、工艺技术和一系列新概念；在国家攻关中主持制定了采场振动机

组等六项有创见性的技术方案，首创振动出矿机、振动运输列车、原矿振动条筛和

液压破碎机组成的采场连续作业机组，建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采场出矿运矿连续作

业线，创造了采场日产1643吨的新记录。此外，在实现采场连续工艺的基础上，通

过攻关，变革了传统的二步骤回采模式，实现了一步骤回采，矿产资源的回收率大

大提高，使我国地下金属矿连续开采技术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所开创的连续开采的

技术路线，深刻地影响着未来采矿技术的发展。

将 ( 5 ）发明了针对松软破碎矿体的 “开采环境再造深孔诱导崩矿采矿技术”

针对松软破碎矿体开采这一世界性矿业难题，提出了
“

开采环境再造
”

的学术

叶 ‘ 思想。通过人造工程，有效地改变了矿床开采的不利条件，创造有利于实现高效

陇率、低成本的良好的开采环境，达到优化开采的目的。在实施《松软破碎矿体顶底

志 柱超前回采深孔诱导崩落连续采矿技术》（国家攻关重大项目）的工业试验中，通

1� 过开采环境再造，在松软破碎矿体中首次实现了深孔诱导大量崩矿，取代了下向分

层进路回采胶结充填采矿法；它打破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所谓
“

采矿方法完

220 全取决于客观存在的矿床开采条件
”

的传统观念，为我国大量松软破碎矿体实现低
飞可平／旷成本、高效率的规模化开采，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

( 6 ）提出了 “岩石诱变力学” 原创性研究方向，研制了岩石诱变实验系统

针对深井高地应力环境中出现的岩爆问题，首次提出了矿岩在深井高应力环境



下诱导致裂的原创性学术思想，认为可以通过诱导手段来利用高应力矿岩的内部能

量，实现矿岩致裂破碎的目的。 这一学术思想，颠覆了把深井高应力只看作是致灾

因素的传统观念。 其后所开发的基于人工扰动诱发岩石力学系统失稳原理的诱导崩

落技术，在工程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2005年，又提出了
“

岩石诱变力学
”

的原创性

研究方向，为了探明岩石诱变效应及机理，创造性地自行研制了岩石诱变实验系

统，以期实现高地应力环境下的矿床开采、地下工程、水利工程等工程领域的岩石

力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的创新。

古德生50多年的科研生涯，成绩突出。 他先后获荣誉奖17项，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有：湖南省最高科技奖
“

科技兴湘奖
”

（ 1994年）、
“

王丹萍科学奖
”

( 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
“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

（ 2002年）、光华工程科技奖

(2008年）等奖励。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古德生是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色金属工业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

贡献专家，先后出任全国地矿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委

员会委员，地矿学科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常委，国家安全生

产专家，中国矿业协会顾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院士本人应梅州家乡出版之约，在原有材料基础上略作修改）

能源与矿业工程部常委合影｛后排右起第6人为古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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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夫人合影

在俄罗斯访问， 攫于莫斯科红场

在意大利访问， 摄于罗马克罗塞竞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