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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遏制煤矿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本研究针对陕西彬长地区的某矿井实施了精准高效的“靶向”异地

监察与安全“体检”式重点监察工作。本文首先全面剖析了该矿井面临的主要灾害风险，具体涵盖了矿井水害、

冲击地压、瓦斯积聚及煤层自燃等多个方面，并深入探讨了相应的灾害防治措施。通过对矿井生产高风险区域的

自查情况进行系统梳理，揭示了当前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项针对性的改进建

议：一是强化矿井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人员培训等手段，提升整体安全管理水平；二是着力

提高矿井抗灾抢险能力，建立健全应急救援机制，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三是针对矿井水

害、冲击地压、瓦斯管理等关键领域，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测与防控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四是针对自

燃煤层防治，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技术手段，降低煤层自燃风险。同时，本文还总结了该矿井在水害防治、冲击

地压控制、瓦斯管理及自燃煤层防治等方面的现状，并基于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强调需进一步加强灾害

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优化安全管理流程，确保各项整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从而全面提升矿井应对各类安全风

险的能力，为矿井的长期安全生产提供坚实保障。本研究成果对于指导类似条件下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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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煤矿事故的沉痛教训，严密

防范和控制煤矿的重大安全风险。2019年 4月 23日至

4月 29日，按照《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组织开展上半年

“靶向”异地监察执法的通知》和《陕西省高风险煤矿

安全“体检”式重点监察工作方案》的安排要求，山东

煤监局和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咸阳分局、彬州市煤炭

工业局相关人员组成联合监察组，对陕西彬长某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煤矿”）开展了“靶向”异地监

察执法和安全“体检”式重点监察
[1,2]

。体检组严格按照

某煤矿体检方案和分工表，高标准、严要求开展了煤矿

安全“体检”式重点监察工作
[3]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相统一，针对某煤矿高风险类型，全面排查、摸清

现状，严格执法、落实整改责任，确保工作实效
[4]
。严

格工作、廉政和生活纪律，坚决做到“四个零容忍”，

实事求是、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以“严、细、实”的

工作作风，认真履职，扎实开展好十八墩煤矿安全体检

工作
[5]
。

1 矿井主要灾害及防治措施

1.1 矿井水害状况及措施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复杂型，主要水害因素为洛河

组砂岩含水层水。该含水层属于巨厚型富水性弱-中等

含水层，井田范围内厚度 160～290m，平均 282.90m，

在距离 4煤顶板平均约 230 米深处，该含水层能够显著

地通过露头区接收大气降水的补给，并同时接纳来自区

域地下水的径流补给。4104 工作面 4煤层距洛河组底板

平均距离 208～226m。煤层埋深 500m～750m，平均煤厚

7.1m，随着回采工作面煤厚的增加，4煤层回采后洛河

组砂岩含水层水源将通过采动裂隙进入矿井，成为矿井

的主要涌水来源，同时也是矿井的主要水害因素。

主要措施为：1）落实各项防治水工作基础规定。

制定有水害防治技术等管理制度。2）矿井配备防治水

设备和监测系统。矿井配备了矿井全方位探测仪两套、

煤矿用全液压坑道钻机两台。目前矿区内共安设水文观

测孔2个，观测白垩系含水层水位，实现含水层水位 2

4小时动态监测，为工作面回采及涌水情况分析提供了

重要的水文资料。

1.2 冲击地压状况及措施

2019 年 4月，矿井委托中煤能源研究院对 4煤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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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冲击危险性评价工作，结果为 4煤层具有弱冲击危险

性。2016 年 4月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 41 盘

区冲击危险性进行了评价，结果为 41 盘区无冲击危险

性；按照《防治冲击地压细则》要求，于 2019 年 4月，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新对 41 盘区冲击危险

性进行评价，结果41 盘区为弱冲击危险性。

主要措施为：根据冲击危险性鉴定和评价结果，矿

井为弱冲击地压矿井，目前，正在完善相关机构，制定

相关措施。

1.3 矿井瓦斯状况及措施

2018 年，经专业鉴定确认，该矿井被界定为高瓦斯

矿井。具体而言，其绝对瓦斯涌出量达到 6.41m3/min，

显示出较高的瓦斯释放速率；而相对瓦斯涌出量为 0.8

9m3/t，则反映了瓦斯产量与煤炭开采量之间的比例关

系。另外，矿井的 CO₂排放数据表明，其绝对涌出量达

到 5.49 立方米/分钟，而相对涌出量则为 0.77 立方米/

吨煤。

主要措施为：1）矿井的通风系统采用了优化的中

央并列式布局，配合抽出式的通风策略，旨在构建一个

既高效又稳定的空气流动循环体系，确保矿井内部空气

质量与作业环境的持续改善。2）在瓦斯抽采时，矿井

风井广场配置了三套高效永久瓦斯抽采系统，每套系统

均配备有两台 2BEC-72型水环式真空泵，形成三套运行

与三套备用的冗余设计，确保了抽采作业的连续性和安

全性。3）监控方面。矿井装备了 KJ90X 安全监控系统，

采掘工作面及关键区域均按规定配置专业传感器。4）

管理方面。矿井建立有瓦斯巡检制度，配备专职瓦检员

严格检查各地点瓦斯情况。

1.4 煤层自燃状况及措施

根据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报告，显示矿井开采 4煤

层属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危险。

主要措施为：1）黄泥灌浆系统。2）注氮系统。3）

束管监测系统。矿井安装一套束管监测系统，地面设有

中心机房。工作面架后每 80m 设置一组架后埋管，每组

管线沿工作面倾向布置，每 30-40m 留设一个束管采样

头。

2 矿井生产高风险自查情况概述

针对开展的陕西彬长某矿业有限公司安全“体检式”

重点分险自查工作，强调了体检组要严格按照某煤矿体

检方案和分工表，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好煤矿安全“体

检”式重点监察工作。

2.1 关于“井下限员”的自查情况

煤矿综采队实行“三八”制劳动组织作业方式，调

阅矿井人员位置监测系统资料显示如表1：

表 1 4103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回风顺槽读卡分站数据

日期 位置描述 人数

4月 1日 综采队进入 4103综采工作面 111

4月 3日 综采队进入 4103综采工作面 114

4月 17日 综采队进入 4103综采工作面 109

经过核实，不符合《陕西彬长某矿业有限公司关于

印发<劳动定员管理办法>的通知》（陕彬文矿司发〔20

19〕24 号）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回采工作面检修班每小

班不能超过40 人，生产班每小班不能超过 25人”的情

形。

2.2 关于“冲击倾向性”的自查情况

2015 年 10 月 30 日鉴定该矿井具有弱冲击倾向性，

《矿井及选煤厂初步设计（矿井分册）》对冲击地压影

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编制了冲击地压监测预警及综合防

治措施，见表 2。

表 2 矿井 4煤层冲击倾向性测试结果报表

日期 位置描述 结论

2025年 10月 30日 4 煤层（4上、4 下）

及顶底板
弱冲击倾向性

2016年 8 月 2日 4 号煤及顶底板 弱冲击倾向性

2019年 4月份 4煤层 弱冲击危险

目前，该矿井未开展冲击地压危险性监测工作，也

未采取《矿井及选煤厂初步设计（矿井分册）》和《某

煤矿4煤层冲击危险性评价报告》确定的冲击地压综合

防治措施。

2.3 关于“井下安全用电”的自查情况

某煤矿 110kV 变电站下井的 2 路电缆、路村 35kV

变电站下井的 8路电缆，使用前未进行检测检验；矿井

上仓第一部、第二部强力带式输送机使用的输送带分别

为 2013 年 7月 10日、30日和 2013 年 11 月 1 日、9日

4个批次生产，矿井仅对其中一个批次的输送带进行检

测检验，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二十条、《安全生

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四款、《煤矿在用

安全设备检测检验目录（第一批）》规定。

2.4 关于“规范化掘进”的自查情况

煤矿将 4105 运输顺槽掘进工作面、4煤中央回风大

巷掘进工作面发包给中鼎施工；将 4煤中央辅运大巷掘

进工作面发包给中宇施工；将 4105 回风顺槽掘进工作

面、4煤中央带式输送机大巷掘进工作面发包给中煤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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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煤矿根据 3家外包单位所完成的工程量向他们逐月

结算工程费。2019 年 2月 1日至 4月 23 日，4105运输

顺槽掘进工作面累计掘进 474.3m，4105 回风顺槽掘进

工作面累计掘进 462.5m，4 煤中央回风大巷掘进工作面

累计掘进 134.9m，4 煤中央辅运大巷掘进工作面累计掘

进 242.4m，4 煤中央带式输送机大巷掘进工作面累计掘

进 166m。

3 矿井“安全体检”自查自改概述

建议一：建议矿井对4煤层冲击地压倾向性重新进

行鉴定，对4煤层和各盘区冲击危险性重新进行评价；

对 1号煤层、3号煤层，分别进行冲击倾向性鉴定，其

结果均具有冲击倾向性，在开采前，对 1号煤层、3号

煤层冲击危险性进行评价。煤矿在冲击地压防治方面尚

未起步，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监测预警装备，区域与

局部相结合的防冲措施等都与《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

有很大差距，亟需尽快补足短板。

建议二：建议矿井加强对 41盘区 4104、4105、41

06 等综放工作面、42 盘区 1、3、4 煤层群开采期间导

水裂缝带发育高度实测与覆岩破坏规律专项研究，系统

查明综放开采工作面顶板覆岩破坏规律，查明各种开采

方式下“两带”高度，为以后开采提供科学依据，并采

取控制采高等有效措施防止开采后导水裂隙带进入顶

板白垩系洛河组、宜君组等主要含水层，减少水害威胁。

建议三：建议矿井加强离层水害防治工作，采取多

种探查手段查明顶板离层水的赋存情况、威胁程度，采

取提前疏放、加固离层带或限制采高、控制导水裂隙带

高度等方式减小离层水害的影响。8.煤矿开采后顶板涌

水量较大，达到 200-400m3/h，持续时间较长，利用相

邻巷道施工疏放水钻孔对采空区积水进行疏放。

建议四：建议强化井下瓦斯防治管理。煤矿进入新

盘区、或采深增加超过 50m，或者进入新的地质单元时，

应当进行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评估。考虑红岩河水库工

程压覆、41盘区瓦斯实际涌出量等因素，建议煤矿立即

修改41 盘区设计，并按设计组织施工。

4 结论

1）矿井水害防治措施有效但需加强监测。某煤矿

主要水害源为洛河组砂岩含水层。现有的防治水设备和

监测系统能够提供必要的水文资料，但应进一步加强动

态监测和数据分析，确保水害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2）冲击地压风险评估和防治需完善。4煤层及其顶

底板具有弱冲击倾向性，但矿井对冲击地压风险评估和

防治工作起步较晚。目前的措施和设备配置不足，应尽

快完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测预警装备，系统化防

治冲击地压。

3）瓦斯管理较为系统但需持续优化。矿井在通风、

抽采、监控和管理方面具备较完备的瓦斯防治体系，但

瓦斯检查和预警分析需进一步强化，以应对瓦斯事故的

潜在风险。特别是进入新盘区或采深增加时，应及时进

行瓦斯突出危险性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

4）自燃煤层和防灭火措施需持续关注。4煤层属自

燃煤层，煤矿已建立黄泥灌浆系统、注氮系统和束管监

测系统等防灭火措施。但在采空区遗煤惰化、煤尘防爆

等方面应继续加强管理和技术投入，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5）矿井电气和掘进安全隐患需整改。矿井在井下

安全用电和掘进规范化方面存在一定隐患，如部分电缆

未进行检测检验，掘进工程发包管理不规范等，需要按

照《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法规要求进行整改，确保井

下作业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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