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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在参与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过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总结。
为了控制深井开采中出现的高温环境，首先需要计算矿井的热负荷，评价矿井热害程度，为矿井降温
选择经济合理的治理方案。
为此，需要研究矿井内空气与围岩的热湿交换规律。
本书第2章介绍矿井空气物理学，第3章介绍矿井内热源，第5章介绍高温矿井中的风流运动能量方程即
是这个目的。
矿井内的高温环境目前主要危害对象是人。
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要想客观地评价人对热环境的感受非常困难，开展高温环境下的人机工程学研究很有必要。
本书第4章介绍高温环境下的人机工程学。
完成热环境评价之后，自然就需要选择治理方案，本书第6章介绍通常的一些高温矿井热害控制措施
；第7章介绍高温矿井通风新技术；第8章介绍矿井空调。
最后，鉴于我国目前矿井开采深度类似于南非早期的深井开采，作为借鉴，第9章介绍南非早期的矿
井降温技术。
由于我国在金属矿矿井降温研究方面起步较晚，这方面的科研成果几近空白，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参
考资料相当匮乏，因而其内容的系统性不可避免受到影响，但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矿井降温的科研成
果的总结，书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金属矿井降温技术现状。
本书的出版对矿山安全开采、资源科学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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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内的高温环境目前主要危害对象是人。
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
要想客观地评价人对热环境的感受非常困难，开展高温环境下的人机工程学研究很有必要。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第4章介绍高温环境下的人机工程学。
　　完成热环境评价之后，自然就需要选择治理方案，《深热矿井环境控制》第6章介绍通常的一些
高温矿井热害控制措施；第7章介绍高温矿井通风新技术；第8章介绍矿井空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

书籍目录

第1章 概论第2章 矿井空气物理学2.1 空气的物理性质2.1.1 密度2.1.2 比容2.1.3 比热2.1.4 粘性2.2 空气的状
态2.2.1 空气的压力2.2.2 空气的温度2.2.3 空气的湿度2.2.4 气体状态方程2.2.5 焓的概念2.2.6 湿空气的焓
湿图2.3 矿井中的热湿交换2.3.1 热传导2.3.2 对流换热2.3.3 复合传热2.3.4 空气与水之间的热湿交换第3章 
矿井内热源3.1 地表大气状态的变化3.2 空气的自压缩温升3.3 围岩传热3.4 机电设备放热3.4.1 采掘机械
的放热3.4.2 提升运输设备的放热3.4.3 扇风机的放热3.4.4 灯具的放热3.4.5 水泵的放热3.5 其他热源3.5.1 
氧化放热3.5.2 热水放热3.5.3 人员放热3.5.4 风动工具第4章 高温环境下的人机工程学4.1 人体的热平
衡4.1.1 人体的产热4.1.2 人体散热4.1.3 人体热平衡方程4.2 人体的热调节与热适应4.2.1 体温调节的基本
机理4.2.2 出汗量4.2.3 人体的热适应4.3 矿井内热环境的危害4.3.1 危害人体健康4.3.2 降低生产效率4.4 热
环境的评价4.4.1 评价热环境的指标4.4.2 矿井内热环境指标的安全标准第5章 高温矿井中的风流运动能
量方程5.1 风流运动的能量方程5.1.1 不可压缩性实际流体能量方程式5.1.2 有热湿交换时的风流能量方
程5.2 能量方程的应用5.2.1 岩壁与风流间的对流换热系数5.2.2 不稳定传热系数5.3 井巷的通风阻力5.3.1 
摩擦阻力5.3.2 局部阻力和正面阻力第6章 高温矿井热害控制措施6.1 非人工制冷降温技术6.1.1 矿井开拓
部署和采区巷道布置的影响6.1.2 回采工作面通风方式对风流温度的影响6.1.3 采煤方法及顶板管理方法
对风流温度的影响6.1.4 增加风量对风流温度的影响6.1.5 循环通风6.1.6 特殊方法降温6.1.7 控制热源6.1.8 
通风系统优化6.1.9 个体防护6.2 人工制冷降温技术6.2.1 人工制冷水降温技术6.2.2 人工制冰降温技
术6.2.3 空气压缩式制冷技术6.2.4 矿用空冷器的发展第7章 高温矿井通风新技术7.1 矿井轻便空调室技
术7.1.1 矿井轻便空调室技术的基本原理7.1.2 矿井轻便空调室关键参数的计算分析7.1.3 轻便空调室专用
空气冷却器的研制7.1.4 矿井轻便空调室专用空气冷却器的试验研究与改进方向7.1.5 热帐的保温效果试
验研究7.1.6 矿井轻便空调室技术在冬瓜山铜矿的应用7.1.7 矿井轻便空调室的经济可行性分析7.1.8 小
结7.2 掘进巷道排热通风规律7.2.1 概述7.2.2 掘进工作面排热方案的优化7.2.3 冬瓜山铜矿掘进工作面排
热通风实验研究7.3 高温矿井个体防护技术7.3.1 个体防护技术7.3.2 冰水冷却服的研制7.3.3 小结7.4 高温
矿井的通风系统管理技术7.4.1 深热矿井通风网络数字化7.4.2 高温矿井热环境预测7.4.3 深热矿井通风网
络分析实例7.4.4 小结第8章 矿井空调技术8.1 制冷原理8.1.1 蒸汽压缩制冷循环⋯⋯第9章  南非早期的深
井降温技术参考文献附录编后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

章节摘录

插图：（3）个体防护在热害较严重又无法采用制冷措施降温时，可用冷却服对部分接触热害时间较
长的作业工人进行个体防护。
（4）局部制冷在热害比较严重的局部地段，例如掘进工作面，也可以采用局部降温措施。
（5）集中制冷在上述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用矿井集中制冷。
深热矿井的热环境问题是个巨大的技术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刻苦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我国的深热矿井与国外相比存在如下几个特点：1.深度相对较小，热害尚不十分严重我国目前深井的
开采深度大多在1000 m左右，井下岩温在40～50℃之间。
其热害尚不十分严重。
2.通风系统复杂，管理困难我国矿山由于机械化程度较低，因而矿场的生产能力低。
为了确保生产规模，只得大量增加作业面。
一些小型矿山为了各作业班组的作业计量方便，也要大量增加工作面，这使得矿井通风系统十分复杂
。
3.矿石品位低，价值不高我国目前的深井矿山，矿石价值普遍不高，使得其经济承受能力较差，无法
采用有效的集中制冷方法改善井下作业环境。
4.我国矿井通风网络比国外复杂由于我国矿山机械化程度较低，阻碍了矿山规模的扩大，而矿石品位
不高，生产又要求有一定的规模才能保证矿山的经济效益，维持矿山的简单再生产，这就形成了我国
矿山作业面多、作业面生产能力低、井下作业工人多的现状。
所以，我国的矿井通风网络远比国外复杂。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

编辑推荐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热矿井环境控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