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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系列教材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系列成果之一。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2006]14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文件精神，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建设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在重构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了重点建设专业和专业群的系列教材。
本套系列教材主要包括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五个重点建设专业及专业群的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了煤
矿开采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及专业群的最新
改革成果。
系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制定了突出专业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
反映了行业新规范、新方法和新工艺；教材的编写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教材编写模式，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系统设计课程的内容，融“教、学、做”为一体，体现了高职教育“工学结合”的特色，对高
职院校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们希望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推动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为高职专业建设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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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内容包括矿山应急救援管理，矿山救护，矿工自救、互救与现场急救。
本教材以适应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打破传统学科课程模式，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建设，实现知
识学习、能力培养的一体化进程。
    本书为高职安全管理技术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煤矿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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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④将仪器过头部，并使头处在两根呼吸软管之间，让仪器沿着背部下滑，直到肩带接触到肩部
为止。
⑤均匀地拉紧两根肩带，使腰带软垫落在臀部上；合上并调整腰带扣，使其连接可靠；拉动腰带两端
，使仪器牢固地落在臀部上。
⑥将腰带两端穿进左右两边的圈内，然后轻微松开肩带。
⑦佩戴连接面罩。
⑧打开瓶阀，注意至少旋转两周。
（2）摘脱仪器。
关闭氧气瓶，摘下面罩。
打开腰带，同时按下两侧锁紧爪将腰带扣拉开，将呼吸软管翻过头顶，使其落在身后的仪器上盖上。
打开两肩带，用大拇指向上扳动锁紧夹，让仪器沿着背部慢慢下滑，并将其直立放置，不能让仪器摔
下。
（3）打开气瓶阀，“模拟窗”电子报警器将会在气压达到1MPa时自动启动自动电池测试。
（4）按照明键打开照明灯（短时间后可自动熄灭）持续按键3s以上，显示从开始使用到现在的使用时
间。
（5）检查氧气供给，每隔15min观察一次显示器，检查氧气量。
（6）低压报警。
当气瓶压力降到大约5.5MPa时发出第一次低压报警。
当气瓶压力降到大约1MPa时发出最后一次报警，此时必须停止作业，立即撤离。
（7）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理方法。
若气体过度消耗，呼吸困难或供氧功能失效，按手动补给阀，可向呼吸系统补充额外的氧气。
在上述情况下，立即撤离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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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救护》：国家示范性高等院校核心课程规划教材,煤矿开采技术专业及专业群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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