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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煤炭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化石能资源，拥有煤炭资源的国家约有70个，总储量为10753.9Gt。
其中，中国的煤炭资源预测地质储量达4500Gt，以上，与美国、俄罗斯两国不相上下。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随着其他一次性资源的枯竭，煤在一次性能
源结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煤炭在世界一次性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将超过1／3，而消费量则将由2000
年的4.3Gt增长到2020年的5.8Gt。
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处于绝对主要位置，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
要能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具有不可替代性，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将是长期的和稳固
的。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水、火、瓦斯、高温热害等自然灾害越来越突出，诱发重特大事故的
源头隐患特别多，特别是我国煤矿经过多年开采，老矿井数目增多，生产条件呈现为“边、残、余”
和“深、薄、难”，事故发生的原因更为复杂，作业环境差，危险源多，涉及因素广泛。
目前，我国33.09％煤矿的地质构造属于复杂或极复杂，且几乎所有井工煤矿均为瓦斯矿井。
国有重点煤矿高瓦斯矿井占26.8％，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占17.6％；煤尘爆炸危险普遍存在，危害严重。
原国有重点煤矿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占87.4％。
矿井煤层自然发火危险性严重。
原国有重点煤矿中有煤层自然发火危险的矿井占51.3％。
冲击地压危险性增大，个别煤矿十分严重。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采深加大，高温矿井增多。
因此，煤炭产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越来越触目惊心的煤矿安全事故，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统计，2004年我国工矿企业各类伤亡事故死亡16497人，其中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44起
；2005年我国工矿企业各类伤亡事故死亡15871人，其中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4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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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通风与安全》是根据矿业类采矿工程和安全工程两专业的《矿井通风与安全》课程的教学大纲
编写的。
全书分为矿井通风、煤矿安全技术、救护和救援三大部分，共15章。
书中系统地阐述了矿井通风的基础理论、通风设计原理及相关的通风技术，论述了煤矿各类事故及职
业病发生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反映了国内外矿井通风与安全技术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及其发展动向
。

《矿井通风与安全》可作为全日制高校采矿专业和煤炭成人高校（包括函授、职大等）《矿井通风与
安全》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矿业生产、建设、科研和设计部门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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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新安装的主要通风机投入使用前，必须进行1次通风机性能测定和试运转工作，以后每5年
至少进行1次性能测定。
（8）生产矿井主要通风机必须装有反风设施，并能在10min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当风流方向改
变后，主要通风机的供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供风量的40％。
每季度应至少检查1次反风设施，每年应进行1次反风演习；矿井通风系统有较大变化时，应进行1次反
风演习。
（9）严禁主要通风机房兼作他用。
主要通风机房内必须安装水柱计、电流表、电压表、轴承温度计等仪表，还必须有直通矿调度室的电
话，并有反风操作系统图、司机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
主要通风机的运转应由专职司机负责，司机应每小时将通风机运转情况记人运转记录簿内；发现异常
，立即报告。
（10）因检修、停电或其他原因停止主要通风机运转时，必须制定停风措施。
（11）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时，受停风影响的地点，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切断电源，工作人员先撤到
进风巷道中，由值班矿长迅速决定全矿井是否停止生产、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撤出。
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期间，对由1台主要通风机担负全矿通风的矿井，必须打开井口防爆门和有关风
门，利用自然风压通风；对由多台主要通风机联合通风的矿井，必须正确控制风流，防止风流紊乱。
3.2.3通风机的附属装置通风机的附属装置主要包括风硐、防爆门、扩散器、反风装置和消声器等。
3.2.3.1风硐风硐是连接风机和井筒的一段巷道，用于引导矿井风流。
对于压入式矿井通风，风硐是将主要通风机排出的风流引入进风井筒；对于抽出式通风矿井，风硐是
将回风井筒中的风流导入主要通风机。
其特点是通过风量大、内外压差较大，因此应尽量降低其风阻，并减少漏风。
风硐的服务年限长，一般多用混凝土、砖石等材料建筑。
对风硐的总体要求是风阻小、漏风少。
，在风硐的设计和施工中具体应满足以下要求：（1）断面不宜过小，内部风速以8一1Om／s为宜，最
大不超过15m／s。
（2）风阻不大于0.0196kg／m，阻力不大于100～200Pa。
风硐不宜过长，与井筒连接处要平缓，风筒与风硐之间的夹角应在60。
～90。
之间选择，转弯部分要呈圆弧形，内壁光滑，并保持风硐内无堆积物，以减少风硐阻力。
（3）应用混凝土砌筑，风硐闸门及风门等装置结构要严密，总漏风量一般不要超过主要通风机工作
风量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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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通风与安全》：普通高等教育地矿、安全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井通风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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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