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井通风与防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矿井通风与防尘>>

13位ISBN编号：9787122162403

10位ISBN编号：7122162400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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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井通风与防尘>>

前言

20世纪以来，矿产资源被人类持续、大规模、掠夺性地开发，资源枯竭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日显突出。
如何保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已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重要课题，而作为矿业工作者，我们的责
任就在于如何更科学、合理、高效地开采矿业。
采矿工业是一种最基础的原材料工业，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采矿业是最早兴起的工业之一。
采矿工程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很广，综合性很强。
除采矿方法本身以外，它由开拓、运输提升、供电、排水、充填、供气、供水和通风系统等8大系统
构成，缺一不可。
采矿生产是从地壳中将可利用物质开采出来的行为、过程或作业，直接为矿物加工工程提供矿石，然
后成为能源、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原料。
而要完成这样一种工程行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必须对采矿工艺流程和支撑采矿工程的相关专业知识有
足够的了解和掌握。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下简称《丛书》)是在原《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基础上重新编著的。
《丛书》根据我国矿山企业生产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改编，增加了采矿生产技术的最新研究成
果，并新增了矿山法律法规解读和矿山数字化方面的内容。
全书共有11个分册，即《矿床地下开采》、《矿床露天开采》、《矿山地压测试技术》、《井巷工程
》、《矿山工程爆破》、《矿井运输与提升》、《矿井通风与防尘》、《矿山安全工程》、《矿山工
程机械》、《计算机在矿业中的应用》和《矿山安全生产法规读本》。
《丛书》结合矿山生产实际，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从采矿的基础知识入手，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丛书》分册作者具有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经验，从而使图书的内容更符合矿山技术人员的需求，
也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丛书》适合矿山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劳动者、矿山企业领导、技术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阅读，也可
作为矿山企业采矿工程的培训教材。
同时，也可选作矿业类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编者矿井通风与防尘是确保矿山安全生产的主要内容，培养一支理论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的通风防
尘工程技术人才队伍是做好矿井通风与防尘的保证。
目前矿井通风与防尘教材大部分是针对煤矿编写的，尤其缺乏针对金属、非金属矿山现场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用书。
《矿井通风与防尘》是《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一种。
本书侧重现场矿井通风与防尘工程应用技术。
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井下空气的成分、性质和检测；矿井风流运动规律；矿井通风阻力的类型、计算与
测定；矿用通风机类型与选型；矿井通风网络种类和风量分配；矿井通风系统的类型与设计；矿井通
风管理与检查技术；矿井防尘主要论述矿尘性质，以风、水为主的综合防尘技术等内容。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采矿工程专业、安全工程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金属、非金属矿山工程技术
人员的培训教材，可供矿山采矿、安全和管理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江西理工大学支学艺、张红婴编著，其中支学艺编写了第1～8章，张红婴编写了第9～12章。
赖春明、张弛、刘伟、徐绍梅、蒋先成、吴圆、柯伟、吴永波等同志在收集资料、绘图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特别对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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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井通风与防尘》侧重矿山现场通风与防尘技术的实际应用，全面介绍了矿井通风与防尘所涉及的
技术与安全知识，主要内容包括矿井井下空气和通风阻力的测定，主要通风设备、通风网络、全矿井
通风系统、风流控制、通风管理、矿山防尘等。
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并根据相关规程对工程实际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介绍，使《矿井
通风与防尘》更具实用性。

《矿井通风与防尘》适合矿山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安全生产和管理人员阅读，同时也可作为高
等院校的教学用书，或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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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主扇安装在井下时应注意的问题： ①主扇应安装在不受地压及其他灾害威胁的安
全可靠的地点； ②进风系统与回风系统之间一切漏风通道应严加密闭； ③抽出式通风的地下主扇，
主扇房和检修通道应供给新鲜风流； ④采用具有良好空气动力性能的机站结构，降低通风阻力。
 7.4阶段通风网路结构 金属矿山通常多阶段同时作业。
为使各阶段作业面都能从进风井得到新鲜风流，并将所排出的污风送达到回风井，各作业面的风流应
互不串联，就必须对阶段的进、回风巷道统一安排，构成一定形式的阶段通风网路。
阶段通风网路由阶段进风道、阶段回风道、矿井总回风道和集中回风天井等巷道联结而成。
 ①阶段进风道。
通常以阶段运输道兼阶段进风道。
当运输道中装卸矿作业的产尘量大或漏风严重难以控制时，也可开凿专用进风道。
 ②阶段回风道。
通常利用上阶段已结束作业的运输道作下阶段的回风道。
如果没有一个已结束作业的运输道可供回风之用，则应设立专用的阶段回风道。
专用回风道可一个阶段设立一条，或两个阶段共用一条。
 ③总回风L道与集中回风天井。
在各开采阶段的最上部，维护或开凿一条专用回风道，用于汇集下部各阶段作业面所排出的污风，并
将其送到回风井，此回风道称为总回风道。
建立总回风道可省掉各阶段的回风道，但需建立集中回风天井。
集中回风天井是沿走向布置的贯通各阶段的回风小井，它可将各阶段作业面排出的污风送至上部总回
风道。
 金属矿山推广使用以下几种阶段通风网路。
 （1）阶梯式 当矿体由边界回风并向中央进风井方向后退回采时，可利用上阶段已结束作业的运输道
作下阶段的回风道，使各阶段的风流呈阶梯式互相错开，新风与污风互不串联（图7—10）。
这种通风网路结构简单，工程量最少，风流稳定，适用于能严格遵守回采顺序、矿体规整的脉状矿床
。
其缺点是对开采顺序限制较大，常因不能维持所要求的开采顺序，而造成风流污染。
 （2）平行双巷式每个阶段开凿两条沿走向互相平行的巷道，其中一条进风，另一条回风，构成平行
双巷通风网。
各阶段采场均出本阶段进风道得到新鲜风流，其污风可经上阶段或本阶段的回风道排走（图7—11）。
平行双巷通风网的结构简单，能有效地解决风流串联污染。
但是开凿工程量较大，适于在矿体较厚、开采强度较大的矿山使用。
有些矿山结合探矿工程，只需开凿少量专用通风巷道即可形成平行双苍，也可使用此种通风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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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井通风与防尘》适合矿山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相关安全生产和管理人员阅读，同时也可作为高
等院校的教学用书，或企业职工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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