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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开采煤炭资源的国家，已有6800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煤炭工业在党和政府安全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对落后的采煤方法和生产工艺进行
全面改造，用科技推动煤炭行业发展，煤炭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煤炭工业面貌
焕然一新。
　　《煤矿专业基础知识读本（下册）》为煤矿工作者，特别是煤矿安全监管人员，提供了熟悉煤矿
安全生产的自然规律，全面掌握煤炭生产技术，适应煤炭工业现代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和安
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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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 矿井气候条件及其测定 矿井气候是指矿井空气的温度、湿度和风速等参数的综
合作用状态。
这三个参数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的矿井气候条件。
矿井气候条件直接影响着井下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劳动生产效率。
 1.2.1 矿井内气候条件 （1）矿内空气的温度 空气的温度是影响矿内气候条件的主要因素。
气温过高，影响人体散热，破坏身体热平衡，使人感到不适；气温过低，人体散热过多，容易引起感
冒。
人体最适宜的空气温度一般认为为15～20℃。
 （2）矿内空气的湿度 空气的湿度是指空气中所含的水蒸气量，即空气的潮湿程度。
空气的潮湿程度一般用“相对湿度”来表示。
相对湿度是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有的水蒸气量和同一温度下饱和水蒸气量之比。
 通常所说的湿度指的都是相对湿度，它反映的是空气中所含水蒸气量接近饱和的程度。
一般认为相对湿度为50％～60％时，人体最为适宜。
 （3）井巷中的风速 在矿井井巷中，风流在单位时间内所流经的距离，称之为井巷中的风速（简称风
速）。
 井巷中的风速大小直接影响人体的散热效果，同时也影响着矿井安全生产。
井巷中的风速应符合《规程》规定。
 气候条件是空气温度、湿度和风速三者的综合结果，因此，气候条件的优劣，不能从单独测定某个因
素的值来评定，而必须测定其综合结果。
目前一般采用卡他计来测定矿井气候条件。
 1.2.2 矿井内气候条件测定 （1）温度测定 《规程》规定：生产矿井采掘工作面空气温度不得超过26℃
，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30℃；当空气温度超过规定时，必须缩短超温地点工作人员的工
作时间，并给予高温保健待遇。
采掘工作面的空气温度超过30℃、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温度超过34℃时，必须停止工作。
 矿内空气温度的测定可用温度计直接测得。
测温仪器可使用最小分度0.5℃并经校正的温度计。
 （2）湿度测定 1）影响矿内空气湿度的因素 ①季节性影响。
冬季地面空气温度低，在进风路线上，因温度升高，空气饱和能力会加大，所以会沿途吸收井巷中的
水分，使进风井巷显得干燥；夏季则相反，沿途井巷显得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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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专业基础知识读本(下册)》主要作为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本
科院校煤矿安全生产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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