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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采矿工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是矿业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为后续选矿、冶炼等工业提
供原料。
近年来，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强调的内容，而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与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
，技术手段的合理运用显得尤为重要，行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工人培训日益引起相关企
业的重视。
　　《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紧跟采矿生产技术进步以及我国矿山生产的实际需求进行编写。
丛书从矿山开拓系统入手，结合矿山生产实践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环节进行编排，包括《矿山地压监测
》、《矿山工程爆破》、《井巷工程》、《矿山运输与提升》、《矿床地下开采》、《矿床露天开采
》、《矿井通风与防尘》、《矿山安全》和《矿山机电设备使用与维修》九个分册。
在内容上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适合具有中学基础的技术工人以及矿山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同时也可作为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以及相关专业学生的参考读物。
丛书各分册作者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且多次参与解决矿区实际技术难题，从而使图书的内容更符合
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以期能够为实现我国矿产资源正规化、合理
化、可持续化开发作出应有的贡献。
　　矿井通风与防尘是确保矿山安全生产的主要内容，培养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的通风防
尘工程技术人才队伍是做好矿井通风与防尘的保证。
目前市场上的图书大多针对煤矿编写，缺乏针对金属非金属矿山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是《采矿实用技术丛书》之一，侧重矿山现场通风与防尘技术的应用。
全书系统地阐述了井下空气的成分、性质、变化规律、安全标准和检测，矿井通风阻力的类型、变化
规律与测算， 矿井主要通风设备及其选择，矿井通风网络中风量分配的基本原则与计算方法，全矿井
通风系统的类型与设计，矿井风流控制设施的类型、要求与选择，矿井通风管理，矿山防尘等内容。
　　本书可供矿山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及相关安全生产与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采矿
专业的教学用书，或矿山企业技术工人的培训教材。
　　本书各章节编写分工为：何锦龙编写了第一、七章，支学艺编写了第二至六章和八章，张红婴编
写了第九至十二章。
刘伟、徐绍梅、蒋先成、吴圆、柯伟、吴永波等同志在收集资料、绘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批评指
正。
　　编者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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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采矿实用技术丛书》之一，侧重矿山现场通风与防尘技术的实际应用。
全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矿井井下空气和通风阻力的测定，主要通风设备、通风网络、全矿井通风系统
、风流控制、通风管理、矿山防尘等相关内容。
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并根据相关规程对工程实际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介绍，使本书更
具实用性。
　　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适合矿山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安全生产和管理人员阅读，同时也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用
书，或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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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含量测定的意义28111.4.2 游离二氧化硅（SiO2）分析方法28111.4.3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
定28211.5 粉尘测定数据、资料的分析处理29411.5.1 粉尘资料的登记与整理29411.5.2 粉尘测定结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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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尘30912.2.2 用水捕捉悬浮矿尘31412.3 密闭抽尘及净化32812.3.1 密闭32812.3.2 抽尘风量32912.3.3 除尘
器33012.4 个体防护344参考文献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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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5.3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的编写　　通风阻力测定工作结束以后，必须对所测定的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并编写通风阻力测定报告，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为日后矿井通风管理、通风系统的改造、
矿井通风自动化、通风系统设计和均压调节法控制火灾提供可靠的、切合实际的技术数据。
　　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的编写内容主要如下。
　　（1）矿井概况主要介绍矿井煤层赋存状况，井田开拓、采煤方法、回采工艺，各井巷的特征参
数、支护形式及井巷标高，矿井生产系统等，并附有全矿井生产系统图。
　　（2）通风安全概况主要介绍各主要用风地点的风量和质量、矿井总进风量和总回风量、通风机
工况、通风机房压差计读数，矿井通风方式、通风方法、通风网路以及通风构筑物的数量和位置，全
矿井火区的数量和位置以及矿井通风系统，并附有矿井通风系统图和通风网路图。
　　（3）测量计划和步骤　　①测定方法根据测量目的选择的测量方法，并附有测点原理布置图。
　　②仪器准备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仪器的数量、型号、使用状态，并将仪器编号与使用人员对应一致
。
　　③人员组织和任务分配主要分测风组、测压组、测断面尺寸组、数据记录组、通信联络组和安全
指挥组。
每个测定小组必须由上述人员5－6人组成。
要附有任务分配表、基础数据表格。
　　④测点线路的选择在通风系统图上标明所有测量地段、路线、测点，并且要依次编号，注明测定
路线上的局部通风机、调节风门、风桥和其他障碍物。
具体要求参照通风阻力测定方法。
　　⑤井下测量根据测量的目的和测量方法，参照通风阻力测量步骤，沿着测量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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