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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瓦斯防治理论与技术（第2版）》以矿井瓦斯的生成与赋存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矿井瓦
斯防治的理论与技术，内容包括矿井瓦斯涌出及其治理、矿井瓦斯喷出及其防治、矿井瓦斯突出危险
性预测、煤与瓦斯突出的防治、矿井瓦斯爆炸及其治理、矿井瓦斯抽放、矿井瓦斯的检查与监测、瓦
斯综合利用以及煤矿生产安全风险管理。
　　《矿井瓦斯防治理论与技术（第2版）》既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煤炭工业科
研、设计人员及从事矿井瓦斯工作的现场科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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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事故灾区现场勘察的目的是为鉴别事故性质、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的原因查找依据。
现场勘察工作应在事故发生后立即进行，如果灾区内残留有毒有害气体，现场勘察工作应由矿山救护
队来完成。
勘察工作一定要仔细、认真，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勘察工作结束后，要将在勘察过程中勘察到的所有情况详细地标在图纸上。
①采集灾区的气样勘察人员进入灾区，应首先采集灾区内的空气样，并在同一个地点同时测定空气温
度和湿度，观察烟雾情况。
采集空气样的地点应在：爆源点，遇难人员较多的地点和有毒有害气体残留较多的区域的巷道上部。
关键区域或部位要在巷道的上、中、下部位分别进行采集。
空气样采集完了，要迅速送化验室分析，为了避免分析出现误差，同一个试样至少要分别送三个化验
室进行分析。
分析的内容是：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气、硫化氢、二氧化硫、氢气、二氧化氮以及重碳氢
等气体的浓度。
②调查巷道、支架、设备、设施损坏情况a.调查巷道破坏情况应确定：巷道破坏的地点、冒顶的位置
、冒顶高度、冒顶长度、冒落的煤（岩）量、冒落下来的煤（岩）块度、堆积状态、巷道堵塞程度等
。
b.调查支架损坏情况应确定：支架损坏的数量、支架倾倒的地点及方向以及支架的位移距离及方位。
c.调查设备和设施损坏程度应确定：灾区内所有设备（采掘设备、运输设备和供电设备及系统）和设
施（通风、防火、防尘设施和隔爆设施）以及这些设备、设施所发生的位移。
d.调查遇难、遇险人员的伤害情况应确定：遇难、遇险人员分布的地点、数量、伤害部位、致死、致
残（伤）原因以及死、伤人员的姿势，或尸骸衣、物的抛掷距离和分布。
e.调查灾区的情况应确定：灾区通风系统，风流方向，各分支网路的风量是否正常，有没有出现风流
停顿、逆转、倒流风、下行风和微风的现象。
③检查爆炸火焰的波及范围在爆炸灾区每隔一定距离（一般30～50m）采集巷道内沉积的粉尘试样，
同样，分别送三个单位分析化验，分析其中的水分、挥发分、灰分及粉尘粒度。
同时还要查找可燃物表面留下的燃烧痕迹，以确定爆炸火源出现的地点。
在燃烧痕迹不明显的地点，要仔细观察可燃物表面有无失水变脆的现象。
查找煤尘焦疤和黏块出现的地点，在支架上的位置、厚度和数量多少。
如果采区内有残留火源，应查明残留火源的位置、火源大小和燃烧的物质。
④查找爆源点寻找引爆火源或引爆物，应在巷道支架破坏最严重，高温火焰作用最强，遇难、遇险（
伤亡）人员最多、最严重，煤尘焦疤、黏块出现的地点及其附近进行。
如果勘察不能确定其爆源点的准确位置，应在其他方面的调查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分析来确定，但这
一工作必须进行，最迟要在勘察时作出初步判断。
查找引爆物应对爆源点内所有可能引爆瓦斯、煤尘的机电设备，带电仪器、仪表、机械、工具、器材
，带静电的物品进行检查。
对机电设备要首先查明在爆炸前是否送电，然后检查漏电部位，对漏电部位进行鉴定，已损坏的仪器
、仪表以及矿灯等残骸应收集起来，逐个进行检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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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瓦斯防治理论与技术(第2版)》是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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