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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属矿地下开采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矿产的开采深度和强度不断增加，
工作环境相对恶劣，保证狭小作业空间的大气质量至关重要，这也是保证矿山从业人员安全和生产正
常进行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了解和掌握矿井通风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应不断加强矿井通风管理，依据风流在
矿井內的运动规律，通过机械通风等方式，不断为矿井提供新鲜空气，排出矿內有毒有害物质，为矿
山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实现矿山的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和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注重了教材
的针对性。
本书以培养复合型采矿工程人才为出发点，內容全面、新颖，包括国內最新的理论和前沿技术，特别
加强了对新技术的介绍。
此外，本书侧重实践性教学内容和生产实践知识的讲解，以加强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
日后从事矿山生产工作打下基础。
本书由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陈国山、刘兴科、王洪胜、王红亮、包丽娜、吕国成、包丽明编写
。
其中，包丽娜、刘兴科编写第1章，陈国山编写第2~4章，王洪胜、吕国成编写第5章和第6章，王红亮
、包丽明编写第7章，王洪胜编写附录部分。
本书由陈国山、王洪胜担任主编，王红亮、包丽娜担任副主编。
在编写过程中，许多同行、矿山工程技术人员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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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8章。
第1章介绍了井下生产的空气条件、井下空气的基本成分；第2章介绍了井下空气流动的基本性质，风
流的动力、阻力、能量的变化，风流流动过程中的风量分配；第3章及第4章论述了矿井的自然通风方
式、矿井的机械通风方式、通风设备、矿井机械通风的原理等；第5章论述了矿井通风设计的基本内
容、矿井通风系统设计的思路和过程，包括全矿总需风量、各工作场所需风量的确定方法和计算过程
，风量在各工作单位的分配和调整，以及相关通风设备的选择等内容；第6章从风流的预热和冷却的
管理、风流大小和方向的管理、漏风的管理、通风设施的管理等对矿井通风管理系统进行了论述；
第7章论述了井下生产防尘，包括粉尘的产生、危害、检测方法以及防治方法；最后是附录部分，指
导学生进行与本课程相关的一些实验。
    本书是高职高专金属矿开采技术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适用于矿山地质、矿山安全工程、矿山测量
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还可供从事矿山地质工作、矿山测量工作、矿山监督和矿山管理工作的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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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动槽式气压计结构如图2-2所示。
它将一支长90cm的玻璃管封闭上端，管中装满水银，然后将开口端倒插入下部汞槽中，管中的汞由于
重力的作用而下降，因而在封闭的玻璃管上部出现一段真空，汞槽与大气相通。
盛汞的玻璃管装在黄铜管中，黄铜管上部刻有主标尺，并在相对两边开有长方形小窗，在窗内装一可
上下滑动的游标尺，通过转动调节游标螺旋可使游标尺上下移动。
汞槽底部为一羊皮袋，可以借助下端的螺旋Q调节其中汞面的高度，汞面的高度应正好与固定在汞槽
顶端的象牙针尖接触，这个汞面就是测定汞柱高度的“零点”，也就是铜管上主标尺的“零点”，测
定时气压计必须垂直安装，否则会有误差。
动槽式气压计的使用方法为：（1）读取温度。
首先从气压计所附温度计上读取温度。
（2）调节汞槽中汞面的高度。
慢慢旋转底部螺旋Q，使汞槽中的汞面与象牙针尖恰好接触，调节时可利用汞槽后面白瓷板的反光来
观察汞槽的高度，调节动作要轻而慢，汞面调节好以后，稍待30s再次观察汞面与象牙针尖接触的情况
，没有变化后继续下一步操作。
（3）调节游标尺。
转动调节游标螺旋使游标尺的下沿高于汞柱面，然后缓慢下降直至游标尺下沿与汞柱的凸面相切，此
时观察者的眼睛与游标尺的下沿及汞柱的凸面在同一水平面上。
（4）读取气压计数值。
先从主标尺上读出靠近游标尺下端且在其下面的刻度，即为大气压的整数部分。
再从游标尺上找出一根与主标尺上某一刻度线相吻合的刻线，其刻线值即为大气压的小数部分，单位
是kPa。
定槽式气压计与动槽式气压计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汞槽中汞面无须调节，它的水银装在体
积固定的槽内。
当大气压力发生变化时，玻璃管内水银液面和水银槽内的水银液面的高度差也相应变化。
在计算气压计的标尺时已经补偿了水银槽内液面的变化量。
其使用方法除槽中汞面无须调节，其他均与动槽式气压计相同，气压计读数的校正方法也完全相同。
图2-3所示为一种常用的水银气压计。
外部为黄铜管，内部为一支一端封闭的玻璃管，管内装满水银，开口一端插入水银槽中，管内水银柱
受重力作用而下降，当作用在水银槽面上的大气压力强度与玻璃管内水银柱重力作用相平衡时，水银
柱就稳定在某一高度上，这个高度就表示出当时的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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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通风与防尘》：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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