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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矿井通风与安全》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14章，内容包括：矿内空气，矿内空气动力学基础，矿井通风阻力，矿井通风动力，局部通风
，通风网络风量分配与调节，采区通风，矿井通风系统设计、矿井热害、矿井瓦斯、矿井火灾、矿尘
、矿井防治水、矿山救护。
该书内容精练，重视基础，也反映了与本学科发展相关的最新的理论、技术和法规。
《矿井通风与安全》可供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安全工程，采矿工程、消防工程等专业作为本科教材使用
，也可供其他从事矿业工程的管理、设计、研究及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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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矿井空调系统 复习思考题 第十章矿井瓦斯 第一节瓦斯的基本性质 第二节瓦斯的赋存与含量 第三节
瓦斯在煤岩中的流动 第四节矿井瓦斯涌出 第五节瓦斯喷出与突出及其防治 第六节矿井瓦斯爆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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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复习思考题 第十三章矿井防治水 第一节矿井充水条件 第二节矿井涌水量预测 第三节矿井突水及其
预测 第四节矿井水害防治 复习思考题 第十四章矿山救护 第一节矿山救护队 第二节煤矿救护技术装备 
第三节矿井灾害预防与处理计划 第四节矿工自救 第五节现场急救 复习思考题 附录 附录Ⅰ干湿温度与
相对湿度的关系表 附录Ⅱ标准状况下饱和湿空气的绝对湿度 附录Ⅲ各种类型巷道摩擦阻力系数a 附录
Ⅳ矿用局部通风机主要技术参数 附录Ⅴ光滑管道局部阻力系数 关键词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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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此要特别慎重，必须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
首先应由救护队佩戴氧气呼吸器进入，测量瓦斯浓度，估算瓦斯积存量。
再根据该区域的通风能力，决定排放速度，一定要确保正常通风风流中的瓦斯浓度不超限。
如果瓦斯积存量较大，应逐渐恢复通风，以免大量瓦斯突然排出造成事故。
排放瓦斯的工作最好在非生产班进行。
在回风涉及的地区内，机电设备应停止运转或切断电流。
开动局部通风机前要检查风扇和开关附近风流中的瓦斯浓度，局部通风机开动后要检查有无循环风和
回风中的瓦斯浓度。
 ⑤独头巷道内发生瓦斯燃烧事故时，一般情况下，不应停止通风，以免瓦斯浓度增加，导致瓦斯爆炸
。
 （3）抽采瓦斯 这是瓦斯涌出量大的矿井或采区防止瓦斯积聚的有效措施。
 （4）经常检查瓦斯浓度和通风状况 这是及时发现和处理瓦斯积聚的前提，瓦斯燃烧和爆炸事故统计
资料表明，大多数这类事故都是由于瓦斯检查员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没有认真执行有关瓦斯检查制
度造成的。
 2.防止瓦斯引燃 防止瓦斯引燃的原则，是对一切非生产必需的热源，要坚决杜绝。
生产中可能发生的热源，必须严加管理和控制，防止它的发生或限定其引燃瓦斯的能力。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工具下井；井下禁止使用电炉，禁止打开矿灯；井口房
、抽采瓦斯泵房以及通风机房周围20 m内禁止使用明火；井下需要进行电焊、气焊和喷灯焊接时，应
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对井下火区必须加强管理；瓦斯检定灯的各个部件都必须符合规定；等等。
 采用防爆的电气设备。
目前广泛采用的是隔爆外壳。
即将电机、电器或变压器等能发生火花、电弧或赤热表面的部件或整体装在隔爆和耐爆的外壳里，即
使壳内发生瓦斯的燃烧或爆炸，不致引起壳外瓦斯事故。
对煤矿的弱电设施，根据安全火花的原理，采用低电流、低电压，限制火花的能量，使之不能点燃瓦
斯。
 供电闭锁装置和超前切断电源的控制设施，对于防止瓦斯爆炸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局部通风机和掘进工作面内的电气设备，必须有延时的风电闭锁装置。
高瓦斯矿井和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的煤层掘进工作面，串联通风进入串联工作面的风流中，综采
工作面的回风道内，倾角大于12°并装有机电设备的采煤工作面下行风流的回风流中，以及回风流中
的机电硐室内，都必须安装瓦斯自动检测报警断电装置。
 在有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煤层中，采掘工作面只准使用煤矿安全炸药和瞬发雷管。
如使用毫秒延期电雷管，最后一段的延期时间不得超过130 ms。
在岩层中开凿井巷时，如果工作面中发现瓦斯，应停止使用非安全炸药和延期雷管。
打眼、爆破和封泥都必须符合有关规程的规定。
必须严格禁止放糊炮、明火爆破和一次装药分次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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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矿井通风与安全》可供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安全工程，采矿工
程、消防工程等专业作为本科教材使用，也可供其他从事矿业工程的管理、设计、研究及工程技术人
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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