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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煤矿瓦斯灾害的类型及危害、煤矿瓦斯灾害信息的获取方法、瓦斯灾害信息的特征分
析和特征提取技术、瓦斯灾害多传感器决策级信息融合、瓦斯预测的数据挖掘理论与方法、瓦斯灾害
特征数据的识别与挖掘、瓦斯灾害预测模型等内容。
此外，本书还结合实际，介绍了煤矿瓦斯灾害信息挖掘与融合预测技术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应用。

本书对从事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智能检测与信息处理技术、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监测与控制方面的科
技人员有较高的使用和参考价值，也可作为自动化专业、测控技术专业的教学参考书，或作为相关专
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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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人员伤亡。
瓦斯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超压给附近人员造成冲击伤害，爆炸的高温火焰能造成人员烧伤。
我国煤矿伤亡事故中瓦斯爆炸伤亡人数占居首位，其中掘进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次数为最多。
（2）诱发煤尘爆炸。
若井巷中沉积着足够量具有爆炸危险的煤尘时，冲击波将煤尘扬起，引起煤尘爆炸，迅速增强爆炸威
力。
一般局部瓦斯爆炸的破坏范围不会太大，但如果诱发巷道中沉积煤尘爆炸，则必然扩大破坏范围，有
时会波及整个矿井。
另外煤尘燃烧反应不完全时会产生大量CO，致使井下人员中毒死亡。
煤矿中的重大恶性事故通常是瓦斯、煤尘同时参与爆炸造成的。
（3）造成火灾。
矿井火灾易引发瓦斯爆炸，反之瓦斯爆炸也易引起矿井火灾。
瓦斯爆炸时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环境温度可升高到1850℃以上，瓦斯爆炸产生的高温火焰能使井下
坑木、煤炭等易燃物体燃烧，引起矿井火灾。
（4）破坏设备及通风系统。
瓦斯爆炸时井下气体迅速膨胀，使有限空间内气压迅速增加，高温高压气体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会使
波及的通风、生产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甚至造成巷道垮塌和整个通风系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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