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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全书包括十三章，系统地论述了矿井通风、瓦斯、有害气体、气候调节以及水、火、爆炸、噪
音、辐射及照明以及环境的计算机监测等内容。
书后附录介绍了计算机在通风技术上的具体应用并
附有源程序。

本书可供矿业高等院校通风安全、采煤及其他有关专业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参考，也可供从事
煤炭工业科研、设计及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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