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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山西省教育厅晋煤培发[2009]140号《关于对我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实施
中等职业教育的通知》和晋煤培发[2009]337号《关于我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实施
意见》，结合我省煤矿兼并重组整合，煤矿综合机械化升级改造以及现代化矿井生产对提升员工素质
的迫切需求，按照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山西省教育厅的指示安排，山西省煤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精心
组织编写了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系列教材及考核标准，共13本。
该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点：1.严格按照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教学计划和
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2.教材突出了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既便于课堂教学、学生课后自学，又对学
生在职业岗位的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性。
3.教材每章均按系统理论、核心知识点、专业技能训练三部分编写，重点突出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
系统理论和核心知识点部分为学生学习掌握各项专业技能做好支撑。
教材首次将各专业的专业技能内容进行整理罗列，是一套具有实用性、系统性且形式新颖的煤炭职业
中等教育教材。
本书主编：廉战军编写人员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帮助，并参考了大量
的文献资料。
在此，向提供帮助的有关专家、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同时还得到了山西省煤炭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各位教师、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专家能够结合煤矿实际，将更为实用的专业技能内容提供给教材
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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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通风与安全》严格按照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教材突出了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既便于课堂教学、学生课后自学，又对学生
在职业岗位的实际操作具有指导性。
教材每章均按系统理论、核心知识点、专业技能训练三部分编写，重点突出专业技能训练的内容，系
统理论和核心知识点部分为学生学习掌握各项专业技能做好支撑。
教材首次将各专业的专业技能内容进行整理罗列，是一套具有实用性、系统性且形式新颖的煤炭职业
中等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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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矿井气候条件是指煤矿井下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三者综合作用对人体散热的影响。
矿井气候条件同人体的热平衡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直接影响着井下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矿井的
安全生产。
一、温度的影响井下空气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影响工人的劳动效率。
实践证明，使人感到最舒服的空气温度为15℃－20℃。
《煤矿安全规程》第102条规定：进风井口以下的空气温度必须在2℃以上；生产矿井采掘工作面空气
温度不得超过26℃；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30℃。
人吃进食物在体内氧化和分解，产生热量。
其中约有1／3的热量用于人体，维持生命，保持一定体温并进行各种劳动，其余的2／3的热量属于富
余热量要散发到体外。
人不论在休息和工作时，体内在不断地产生和散失热量，以保持人体的热平衡，使体温保持在，36.5
cC～37℃。
人体散热是通过传导、对流、辐射、汗液蒸发和呼吸带出等方式进行的。
其中最主要的散热方式是对流、辐射和汗液蒸发3种形式。
1.人体对流散热取决于空气温度和风速。
空气温度愈是接近人的体温，对流散热愈少。
当二者相同时，对流散热就完全停止。
当空气温度低于人的体温时，风速越大，人体散热量就越大；当空气温度高于人的体温时，人体反而
从空气中得到对流热，此时风速越高，人体得到的对流热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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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通风与安全》：山西省煤矿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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