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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时，矿山救护队到达事故矿井后，要了解灾区的（ ）

。A．突水地点、性质 B．涌水量、水源补给 C．水位、事故

后人员分布D．矿井具有生存条件的地点及其进入的通道 E．

人员所在地点及空间及氧气、瓦斯浓度 F．救出被困人员大

致时间152、煤矿火灾按形成火灾的原因不同，一般可分为（ 

）。A．机电设备火灾 B．火药爆炸火灾 C．油料火灾 D．坑

木火灾 E．瓦斯燃烧火灾 F．煤尘燃烧火灾以及煤的自燃153

、在各类突水事故发生之前，一般均会显示出多种突水预兆

，下面选项中，（ ）是松散孔隙含水层突水预兆。A．突水

部位发潮、滴水，且滴水现象逐渐增大，仔细观察发现水中

含有少量细砂B．发生局部冒顶，水量突增并出现流沙，流沙

常呈间歇性，水色时清时浊，总的趋势是水量、沙量增加，

直至流沙大量涌出C．顶板发生溃水、溃沙，这种现象可能

影响到地表，致使地表出现塌陷坑D．底板破裂、沿裂缝有

高压水喷出，并伴有“嘶嘶”声或刺耳水声E．底板发生“底

爆”，伴有巨响，地下水大量涌出，水色呈乳白或黄色154、

矿井监控系统一般由（ ）功能部分组成。A．传感器和执行

器 B．信息传输装置 C．中心站或主站的硬件 D．中心站或主

站的软件 E．探测系统155、判别火区熄灭的条件主要有（ ）

。A．火区内温度下降到30℃以下 B．火区内氧气浓度降到8%

以下 C．区内空气中不含有乙烯、乙炔D．在火区的出水温度

低于25℃ E．以上四项指标持续稳定在1个月以上。160、煤矿



粉尘的基本性质包括哪些（ ）。A．粉尘的分散度 B．粉尘

的吸附性 C．粉尘的核电性 D．粉尘的密度 E．粉尘的安息角

F．粉尘的爆炸性161、采煤工作面防尘措施有（ ）。A．对

采煤工作面进行检测 B．加强通风 C．合理选择采煤机截割

机构 D．喷雾降尘 E．煤层注水162、预防瓦斯爆炸技术措施

有（ ）。A．防止瓦斯积聚 B．防止瓦斯被引燃 C．防止瓦斯

爆炸灾害扩大 D．加强瓦斯浓度的检测 E．加强通风163、引

起瓦斯爆炸与燃烧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A．一定的瓦斯

浓度 B．一定温度的引火源 C．足够的氧和一定的瓦斯浓度 D

．瓦斯浓度与引火源有机结合E．足够的氧164、煤层瓦斯含

量测定方法目前主要有（ ）。A．地勘钻孔测定法 B．实验

室间接测定法 C．井下快速直接测定法 D．仪器测量法 E．试

纸测量法165、巷道冒顶事故主要发生在（ ）等场所。A．掘

进工作面 B．巷道开岔或贯通处 C．大断面硐室 D．破碎带 E

．主巷道 F．辅助巷道166、根据国务院75号令第三章第九条

和第十条的规定，事故调查组的组成应符合（ ）要求。A．

轻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组织生产、技术、安

全等有关人员及工会成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B．

重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组织生产、技术、安

全等有关人员及工会成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C

．死亡事故，由企业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组织生产、技术、

安全等有关人员及工会成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

查D．重大死亡事故，按照事故发生单位的隶属关系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企业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安全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工会组成事故调

查组进行事故调查E．特别重大事故，按照事故发生单位的隶



属关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管理

部门组成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调查167、根据矿山设

备安全知识，煤矿井下供电系统的基本要求有（ ）。A．煤

矿井下属于一类用户，停电会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生产损

失B．煤矿井下供(配)电网允许采用中性点接地工作方式，允

许井下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C．矿井电网短路容量，

老矿井一般限制为50mV/A；新建矿井不再作此限制D．矿井

高压电网，必须限制单相接地电容电流，使之不超过20AE．

地面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或发电机也可以直接向井下供

电168、产生地压灾害的主要原因有（ ）。A．回采顺序不合

理，未及时处理采空区B．采矿方法选择不合理和采场顶板管

理不善C．缺乏有效支护手段，检查不周和疏忽大意D．浮石

处理操作不当、矿岩地质条件差，节理裂隙发育，地应力大E

．往往形成冲击地压，空气冲击波，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

害和财产损失，引起岩层移动、地表下沉和建(构)筑物的破

坏169、影响煤矿粉尘产生的因素有（ ）。A．采掘机械化和

开采强度 B．采煤方法和截割参数 C．作业地点的通风状况 D

．地质构造及煤层赋存条件E．粉尘的分散度和吸附性170、

煤与瓦斯突出是指在采掘过程中，大量瓦斯和煤炭(岩石)在

短时间内(几秒或几分钟)突然从煤层(岩层)中冲出的现象。煤

与瓦斯突出的一般规律有（ ）。A．突出的危险性随采掘深

度的增加而增加 B．突出的危险性随采掘深度的增加而减小C

．突出的危险性随煤层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D．突出的危险性

随煤层厚度的增加而减小E．多数发生在构造带、煤层遭受严

重破坏的地带、煤层产状发生显著变化的地带、煤层硬度系

数小于0.5的软煤层中171、矿井漏风对矿井通风的不利影响有



（ ）。A．大量漏风会造成动力的额外消耗，使矿井、采区

和工作面的有效风量减少，造成瓦斯积聚、气温升高等，影

响生产和工人身体健康B．大量的漏风会使通风系统稳定性降

低，风流易紊乱，调风困难，易发生瓦斯事故C．会使采空

区、被压碎的煤柱和封闭区内的煤炭及可燃物发生氧化自燃

，易发生火灾D．当地表有塌陷区时，采空区裂隙的漏风会

将采空区的有害气体带人井下，使井下环境条件恶化而威胁

安全生产E．产生漏风的主要原因是有裂隙通道并有风压差的

存在172、降低矿井通风阻力的措施有（ ）。A．提高风速 B

．降低风速 C．扩大巷道断面 D．开掘关联风路 E．减少风路

长度173、矿井反风应注意（ ）。A．遵守《煤矿安全规程》

对于矿井反风设施，主要通风机管理必须满足风流方向改变

时间、反风后主要风机供应量、反风设施检查和反风演习的

规定B．反风演习应注意井下各区域的供风量变化、瓦斯浓度

以及对火区和采空区气体的影响C．注意反风后影响区域人

员的通讯联系和撤退D．平常对井下人员进行反风知识的教

育E．在矿井进风井、井底车场、主要进风大巷或中央石门发

生火灾时常采用局部反风，避免火灾烟流进人人员密集的采

掘工作面174、矿井通风系统的类型有（ ）。A．中央式 B．

两翼对角式 C．分区对角式 D．压人式 E．抽出式175、根据

火灾发生的地点及其所在巷道的风流流动方向的不同，煤矿

火灾可分为（ ）。A．上行风流火灾 B．下行风流火灾 C．进

风流火灾 D．原生火灾 E．再生火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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