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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矿山救护培训统编教材：矿山救护指挥员》在总结多年来矿山救护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
外先进的救护理念，重点论述了矿山发生事故（瓦斯煤尘爆炸、火灾、水害、顶板、煤与瓦斯突出、
矸石山爆炸等）后，救护指挥员实施救护的科学决策、救灾技术，并以典型案例剖析救护过程的要点
及注意事项。
此外还介绍了矿山应急救援体系、矿山应急救援法律法规、矿山救护队的管理、矿山救援新技术新装
备等。
　　《全国矿山救护培训统编教材：矿山救护指挥员》是矿山救护指挥员的培训教材，同时也可作为
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相关管理人员、高校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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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矿井火灾的特征　　在不同矿井灾害’中，矿井火灾救灾难度最大、技术性最强、危险性最
大。
这是由矿井各类灾害事故的不同特征决定的。
　　（一）矿井灾害的不同特征　　矿井重大灾害性事故有瓦斯（煤尘）爆炸、瓦斯突出、火灾、水
灾、顶板灾害等。
不同灾害具有不同特性，致灾条件，发生、发展规律，对环境和人员产生不同的破坏和影Ⅱ向，因此
，对应的防治措施也有所不同。
　　矿井火灾时期，火源燃烧生成的高温烟流向下风侧蔓延，并可能因风流逆转，进入进风区，致使
烟流蔓延范围扩大。
由于火灾燃烧时间远大于瓦斯爆炸、突出，水灾和顶板灾害，因此，矿井火灾作用时间长、范围大。
　　瓦斯爆炸产生高温高压冲击波（如果爆炸不引起火灾），具有瞬间、大范围影响特性；煤与瓦斯
突出高压气体和固体突然冲击的动力现象，往往对矿井造成瞬时局部范围影响；矿井水灾是较高压力
的水突然涌出动力现象，也具有瞬时、局部范围的影响特征；顶板灾害是地压作用下顶板不同程度的
垮塌造成的灾害，其作用特征也是瞬时、局部的。
　　纯瓦斯爆炸（不诱发火灾）的高温高压和突出灾害的高压冲击波作用是瞬时变化而非常复杂的，
但是，对通风设施和通风系统的破坏及其影响一般是稳定的，即不随时间而变化。
其复杂性和瞬时性决定了不可能在灾变发生的极短时间内作出控风决策并付诸实施。
其破坏的稳定性决定了救灾时期的控风和救护工作相对容易，灾后事故处理的难度不太大。
所以，对于这类灾变事故，必须以预防为主，预先分析不同强度的灾害对通风设施和通风系统的可能
影响。
当然，抑爆减灾措施也是必要的。
在制定灾变措施的同时，考虑灾害破坏的稳定特性，可以在灾变后，由救护队先恢复一定区域的通风
，再恢复全矿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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