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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矿井采掘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煤矿尘害问题日趋突出。
煤尘不仅危害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引发尘肺病，而且有可能引起煤尘爆炸，，酿成矿井重大灾害事
故。
因此，了解矿尘的基本性质和矿尘的生成、分布及运移规律，掌握矿尘预防和治理的基本措施，对于
控制尘肺发病率、预防煤尘爆炸、促进矿井安全高效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基本概念为切入点，以基本理论为依据，汇集了近年来矿井粉尘防治的最新科技成果。
以矿尘的特性、产生机理、预防治理、检测方法为主线，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如下内容：矿尘的湿润性
、荷电性等性质；矿尘在采掘面的生成、分布及运移规律；煤尘爆炸机理及其抑制措施；尘肺病的病
变机理及其调查方法；喷雾除尘、水膜降尘等湿式除尘方法的除尘机理；煤层注水等预湿煤体措施及
其降尘机理；隔尘风帘防尘、泡沫除尘等物理化学防尘技术；粉尘浓度、分散度等尘害衡量指标的测
定方法；机率窗口法、寿命表法等防尘效果评价法。
本书内容丰富、深浅适度，可作为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或矿山技术人员培训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北京科技大学和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完成。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金龙哲（第7章）、李晋平（第5章）、孙玉福（第1章）、郑丙建（第9章）、张
文平（第4章第1、2、3节）、王彦凯（第4章第4、5、6节）、刘建（第3章）、曾金元（第2章第2节）
、魏传光（第2章第5节）、李安昌（第8章第2节）、姚海飞（第6章第3节）、陶东云（第8章第5节）
、欧盛南（第2章第3节）、王永珍（第2章第4节）、秦清平（第6章第2节）、李东华（第6章第1节）
、裴建勋（第6章第6节）、巫殷文（第8章第1节）、赵鹏伟（第6章第4节）、曾晓莉（第2章第6节）
、周文豪（第8章第4节）、李杰男（第2章第1节）、四旭飞（第8章第3节）、李会玲（第6章第5节）
等。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潞安集团总经理任润厚和矿区各级领导部门及基层各矿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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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基本概念为切入点，以基本理论为依据，主要介绍了以下内容：以矿尘是什么、怎么运动、有
哪些危害、怎样预防和治理、如何检测为逻辑主线，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矿尘的湿润性、荷电性等性质
；矿尘在采掘面的生成、分布及运移规律；煤尘爆炸机理及其抑制措施；尘肺病的病变机理及其调查
方法；喷雾除尘、水幕降尘等湿式除尘方法的除尘机理；煤层注水等预湿煤体措施及其降尘机理：隔
尘风帘防尘、泡沫除尘等物理化学防尘技术；粉尘浓度、分散度等衡最粉尘指标的测定方法；机率窗
口法、寿命表法等防尘效果评价法。
    本书内容丰富、深浅适度，可作为安全工程专业本科生或矿山技术人员培训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
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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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通风状况煤尘的悬浮能力与粒径、形态、比重、空气流动方向和速度有关，在矿内空气
中，小于10μm的煤尘易于悬浮，而大于10μm的煤尘大多数在风流中先后沉降。
合理的风速可以有效地排除工作空间的细小煤尘，但又不会将较大颗粒的煤尘吹扬起来。
山西省煤矿大多数已由浅部转入深部开采，通风系统复杂，漏风严重，有效风量低，甚至有的只通风
无喷雾降尘，致使作业区粉尘浓度增大。
（4）煤的物理性质脆性较大、结构疏松、水分少的煤层，采煤时产生粉尘大；煤体的硬度普氏系数
厂值较小，强度较小，产尘也较大。
煤可分为褐煤、烟煤和无烟煤等，而无烟煤的煤尘引起煤肺病的危险性最大。
（5）粉尘浓度及分散度国外有些学者提出尘肺病的发病决定于粉尘的浓度及分散度，粉尘浓度越高
，颗粒越细，发病概率越会增多。
掘进工使用高速风钻（2600r／min）钻岩，与采煤工使用电动煤钻产生的粉尘相比浓度高、颗粒小，
必然造成掘进工的发病概率高于采煤工，因为它造成肺组织纤维性病变的反应更严重。
2.1.2 矿尘的分类煤矿粉尘的分类方法很多，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方法。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1）按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分类可分为硅尘和煤尘。
根据我国“硅尘作业工人医疗预防措施实施办法”中规定，作业环境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在10％
以上者称为硅尘，10％以下者称为非硅尘，在煤矿则为混合性煤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小于5％的粉尘
又称为单纯煤尘。
（2）按粉尘被人体吸入的情况分类煤矿粉尘可分为呼吸性粉尘和非呼吸性粉尘。
一般说来，大于10μm的尘粒，由于重力沉降和冲击作用而滞留于上呼吸道（鼻、咽喉、气管）黏膜
上，能随痰排出体外；5～10μm的尘粒进入呼吸道后，大部分沉积于气管和支气管中，只有很少部分
能到达肺泡中；小于5gm的尘粒能到达和沉积于肺泡中，故称呼吸性粉尘，是引起尘肺的主要尘粒，
其中最危险的是2～5μm尘粒；小于2μm的尘粒又大多能随呼气排出体外。
（3）按粉尘的粒径分类1）粗尘粒径大于40μm，相当于一般筛分的最小粒径，在空气中极易沉降。
2）细尘粒径为10～40μm，在明亮的光线下，肉眼可以看到，在静止空气中作加速沉降。
3）微尘粒径为0.2 5～10μm，用光学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在静止空气中呈等速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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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粉尘防治理论》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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