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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采矿工程专业《通风安全学》课程的“九五”规划教材，与《煤矿开采学》或《采矿学》
配套使用。
全书分三篇，共七章。
第一编通风工程，介绍了矿井通风的基础理论、通风动力、通风网络与风量调节、通风系统与通风设
计和空气调节等；第二篇安全工程，介绍瓦斯、火灾、矿尘、水害四大矿山灾害的防治理论和技术，
以及矿山救护；第三篇通风安全现代化管理，介绍了通风安全检测仪表与技术，通风安全管理及安全
生产方针与法规。
　　本书可供煤炭高等学院校采矿工程及有关专业作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煤炭工业科研、设计、管
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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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压入式 主要通风机安设在入风井口，在压入式主要通风机作用下，整个矿
井通风系统处在高于当地大气压的正压状态。
在冒落裂隙通达地面时，压入式通风矿井采区的有害气体通过塌陷区向外漏出。
当主要通风机因故停止运转时，井下风流的压力降低。
采用压入式通风时，须在矿井总进风路线上设置若干通风构筑物，使通风管理困难，且漏风较大。
 （三）压抽混合式 在人风井口设一风机做压入式工作，回风井口设一风机做抽出式工作。
通风系统的迸风部分处于正压，回风部分处于负压，工作面大致处于中间，其正压或负压均不大，采
空区通连地表的漏风因而较小。
其缺点是使用的通风机设备多，管理复杂。
 四、矿井通风系统的选择 矿井通风系统应根据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煤层赋存条件、表土层厚度、井
田面积、地温、矿井瓦斯涌出量、煤层自燃倾向性等条件，在确保矿井安全、兼顾中、后期生产需要
的前提下，通过对多个可行的矿井通风系统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中央式通风系统具有井巷工程量少、初期投资省的优点。
因此，矿井初期宜优先采用。
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高瓦斯矿井、煤层易自燃的矿井及有热害的矿井，应采用对角式或分区
对角式通风；当井田面积较大时，初期可采用中央式通风，逐步过渡为对角式或分区对角式。
 矿井通风方法一般采用抽出式。
当地形复杂、露头发育老窑多、采用多风井通风有利时，可采用压入式通风。
国内曾经或现在仍在采用压入式通风的局矿有攀枝花、平顶山、鹤岗、兴安台等。
其中平顶山一矿、五矿、七矿、鹤岗新一矿等为高瓦斯矿井，平顶山五矿、七矿已转入第二水平生产
。
科研部门曾对攀枝花山矿（低瓦斯矿井）、鹤岗新一矿、平顶山一矿等做过主要通风机停风后观测井
下瓦斯涌出规律的试验，将取得的上万个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结论为： ①压入式通风的矿井，主要
通风机停止运转后，井下瓦斯不会大量涌出； ②从煤壁和采空区涌出的瓦斯，都与矿井通风的相对压
力变化无明显关系； ③“抽”与“压”两种通风方法在停风后的同一地点，瓦斯绝对涌出量几乎相等
。
 压入式通风能否用于第二水平，取决于矿井管理上是否方便以及开拓系统的变异情况。
鉴于压入式通风在生产矿井中实际应用情况及试验结论，故对压人式通风是否适用于高瓦斯矿井不予
明确规定，设计选择通风方法时，可根据矿井的具体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第二节 采区通风系统 采区通风系统是矿井通风系统的主要组成单元，是采区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包括采区进风、回风和工作面进、回风巷道组成的风路连接形式及采区内的风流控制设施。
 采区通风系统的合理与否不仅影响采区内的风量分配，发生事故时的风流控制，生产的顺利完成，而
且影响到全矿井的通风质量和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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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通风安全学(第2版)》可供煤炭高等院校采矿工程及相关专业作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煤炭工业科研、设计、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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