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安全型煤矿标准》

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6_B7_84_E

5_8D_9A_E5_B8_82_E4_c80_304677.htm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淄博市安全型煤矿标准》的通知 文号：淄政办

发〔2007〕77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从根本上改变我市煤

矿安全现状,实现煤矿人员、机械、环境和治理等要素的优化

匹配,做到人员操作无失误、系统配置无缺陷、设备运行无故

障、安全治理无漏洞,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市煤炭

局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和国家煤监局等七部委《关于加强

小煤矿安全基础治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煤调〔2007〕95号)

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淄博市安全型煤矿标准》,现

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淄博市安全型煤矿标准 淄博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九月十四日附件:淄博市安全型

煤矿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从根本上改变我市煤矿安全生产现状,提高煤矿安全生产保障

能力,实现煤矿安全生产长治久安,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和国

家煤监局等七部委《关于加强小煤矿安全基础治理的指导意

见》(安监总煤调〔2007〕95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标准。 第二条安全型煤矿是指整体设计合理,有一支高素质的

专业队伍,通过使用先进装备、科学工艺长期实现安全生产,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高的和谐矿井。 第三条本标准适

用于淄博市所辖各类煤矿,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二章 组织

建设 第四条煤矿必须设立矿长,安全、生产、机电副矿长和总

工程师等安全治理人员,以上人员必须具有煤矿安全生产相关



专业中专(含中专)以上学历,从事煤矿安全生产相关工作3年以

上经历。 第五条矿长必须具备安全生产技术治理岗位2年以

上的工作经历。总工程师具有煤炭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知识全

面,能深入井下现场,年龄在60岁以下。煤矿必须建立以总工程

师为首的技术治理体系,总工程师对煤矿安全生产技术工作负

责。 第六条煤矿必须设立生产技术科、安全科、通防科、地

测科、机电科和调度室,每个科室必须配备1名以上专业技术

人员,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中专以上学历,不得兼职。各科室实现

办公自动化。 第七条煤矿必须明确企业法定代表人、分管负

责人、生产辅助单位、职能机构和各岗位人员承担的安全生

产责任,把安全生产责任逐级逐项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和各岗位

人员,层层签定安全责任书,形成健全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体

系。 第八条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责

全面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主动接受并积极配

合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认真整改存在问题,建立和维护企业安全

生产诚信。 第九条煤矿必须每周至少由煤矿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持召开1次安全生产办公会议,吸收驻矿督查员参加,专门研

究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应当有规范的记录,载明

议定的事项、决定以及落实的人员、措施和期限。会议的记

录、纪要应纳入档案治理,同时报区县煤炭治理部门备案。 第

十条煤矿必须编制年度灾难预防和处理计划,并根据具体情况

及时修改,由矿长负责组织实施。煤矿每年至少组织1次矿井

救灾演习。 第十一条煤矿必须建立闭环治理制度。以落实安

全责任为中心,建立健全制定、落实、完成、反馈的工作闭合

程序,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闭环治理。 第十二条

煤矿必须实行安全质量标准化治理,制定年度达标计划,落实达



标任务,实现煤矿采、掘、机、运、通等系统及地面设备设施

的安全质量标准化。 第十三条加强煤矿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

挥群众安全监督员作用,定期开展群众性安全大检查。 第十四

条煤矿企业必须建立以下安全治理制度:(1)安全生产责任制

度.(2)安全会议制度.(3)安全目标治理制度.(4)安全投入保障制

度.(5)安全质量标准化治理制度.(6)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7)事

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8)安全监督检查制度.(9)安全技术审

批制度.(10)矿用设备器材使用治理制度.(11)矿井主要灾难预

防制度.(12)事故应急救援制度.(13)安全与经济利益挂钩制

度.(14)入井人员治理制度.(15)安全举报奖励制度.(16)治理人

员下井及带班制度.(17)安全操作治理制度.(18)需要企业制定

的其他制度。 第三章 技术治理 第十五条煤矿必须在批准的范

围内依法组织生产,严禁超层越界、超上下限开采,严禁在各类

保护煤柱中采掘。 第十六条煤矿必须绘制下列十一种技术图

纸:(1)矿井地质和水文地质图.(2)井上、下对照图.(3)巷道布置

图.(4)采掘工程平面图.(5)通风系统图.(6)井下运输系统图.(7)

安全监测装备布置图.(8)排水、防尘、防火注浆、压风、充填

、抽放瓦斯等管路系统图.(9)井下通信系统图.(10)井上、下配

电系统图和井下电气设备布置图.(11)井下避灾路线图。图纸

要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并与实际相符,采掘工程平面图每半月要

实测填图一次,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向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报送相

关图纸。 第十七条严格控制采、掘工作面个数。按照安全高

效的原则,煤矿生产采区:核定年生产能力30万吨以上的煤矿,开

采中厚及厚煤层的不得超过3个,开采薄煤层的不得超过4个.核

定年生产能力30万吨及以下煤矿不得超过2个。 在一个采区内

同一煤层不得布置3个(含3个)以上采煤工作面或5个(含5个)以



上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逐步推行一个采区一个采煤工作面

、二个掘进工作面的生产作业方式。核定年生产能力30万吨

及以下煤矿的一个采区只准一个采煤工作面、两掘进工作面

同时生产。 煤矿生产布局科学合理,回采工作面采用正规壁式

采煤方法。 第十八条严格控制入井人数。每个采区同时作业

的采、掘人员每班:核定年生产能力30-90万吨(含90万吨)的煤

矿不得超过85人.核定年生产能力30万吨及以下的煤矿不得超

过60人。其中采用综采工艺的采煤工作面不得超过26人.采用

高档普采工艺的采煤工作面不得超过32人.采用炮采工艺的采

煤工作面不得超过36人.采用综掘工艺的掘进工作面不得超

过16人.采用炮掘工艺的掘进工作面不得超过12人。 第十九条

煤矿必须具备完整、独立、合理的通风系统,并按规定进行通

风阻力测定。生产水平和采区应当实行分区通风,严禁不符合

规定的串联通风,严禁扩散通风、老塘通风和无风、微风作业

。 第二十条煤矿对密闭必须采取统一编号、挂牌、建档治理,

在采掘工程平面图和通风系统图上明确标注。煤矿因采掘需

要开启密闭的,由专业救护人员现场监督开启确认安全后方可

进入安排作业。 第二十一条煤矿必须建立测风制度,配齐测风

仪表,完善测风记录,按期测报测风站、用风地点实际风量。井

下盲巷和临时停风地点必须按规定设置密闭、栅栏及警标,定

期检查瓦斯。第二十二条煤矿必须安装安全监控系统,对井下

瓦斯及要害场所、设备状态等全方位监测监控,并实现监控系

统的区县域联网,2008年全市实现联网。 第二十三条煤矿掘进

工作面必须湿式钻眼、冲洗井壁巷帮、使用水炮泥、爆破喷

雾、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等综合防尘措施。炮采工作面

应采取湿式打眼,使用水炮泥.爆破前、后应冲洗煤壁,爆破时



应喷雾降尘,出煤时洒水。采掘工作面回风巷应设风流净化水

幕。开采有煤尘爆炸危险煤层的矿井,必须有预防和隔绝煤尘

爆炸的措施。 第二十四条煤矿必须设地面消防水池和井下消

防管路系统。井下消防管路系统应每隔100m设置支管和阀门

。地面的消防水池须保持不少于200m3的水量。 第二十五条

煤矿必须建立健全井下钻探队伍,探水作业人员不少于6人,并

经三级培训合格,配备不少于两套完好的探水钻,严格按照规定

进行探放水。 第二十六条煤矿必须做好采区、工作面水文地

质探查工作,选用物探、钻探等手段查明地质构造和老空、古

空的位置及积水情况,有效预防突水事故的发生。探水或接近

积水地区掘进前或排放被淹井巷的积水前,必须编制符合有关

规定的探放水设计,并采取防止瓦斯和其他有害气体危害等安

全措施。 第二十七条煤矿必须具备完善的排水系统,排水能力

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有突水危险的煤矿和区域必须

按规定设置防水闸门等防水隔离设施,实现分区隔离。隔离设

施必须安排专人治理,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防水闸门每年须

由分管负责人组织两次关闭试验,其中一次必须在雨季前进行,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第二十八条煤矿每年雨季前必须全面落

实本单位的“雨季三防”工作,对主要排水系统进行联合试运

转。受雨季降水影响或威胁的煤矿,必须制定专门的防治措施

。 第二十九条煤矿总工程师要定期组织人员对矿井地质情况

、开采情况、周边矿井采空区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

的采取安全技术措施,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技术问题。对重

大安全隐患或技术难题,应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采取针

对性措施,确保安全生产。经专家论证,矿井在技术上不能保证

安全生产的,要立即停止生产。 第四章 现场治理 第三十条企



业法定代表人每月下井不得少于10次,安全、生产、机电副矿

长和总工程师每月下井不得少于15次。井下每班必须确保至

少有1名矿级治理人员在现场带班。带班人员要做到与工人同

下同上,深入采掘工作面,抓好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加强现场治

理。 第三十一条煤矿井下每一个水平、每一个采区至少有两

个便于通行的安全出口,并与直达地面的安全出口相连接.采煤

工作面至少保持2个畅通的安全出口,一个通到回风巷,一个通

到进风巷。安全出口必须设专人维护,发生支架断梁折柱、巷

道底鼓变形时,必须及时更换、清挖。 第三十二条采掘工作面

必须坚持使用“端头、超前、前探、连锁”四种非凡支护,采

煤工作面所有安全出口与巷道连接处20m范围内,必须加强支

护,支护方式在作业规程中必须明确规定。 第三十三条主要运

输巷和主要风巷的净高,自轨面起不得低于2m。采区内的上山

、下山和平巷的净高不得低于2m,薄煤层内的净高不得低

于1.8m。巷道宽度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井下应

设置路标,注明巷道名称及避灾路线。 第三十四条高瓦斯矿井

、有高瓦斯区和瓦斯涌出异常区的矿井,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实行“三专两闭锁”.各类矿井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要使用

“双电源、双风机”。掘进工作面推广使用综掘机,不能使用

综掘机的必须使用扒装机。 第三十五条新掘巷道必须使用锚

喷支护、钢架支护等先进支护方式。回采工作面在2007年年

底前必须采用金属液压支护,2008年年底淘汰全部木支护。 第

三十六条煤矿建立采掘工程质量班组验收制度,严格当班质量

验收,及时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对贯通巷道、探放

水等工作,煤矿总工程师要到现场指挥和治理。 第三十七条煤

矿必须实行双回路供电,井上、下供电必须分开,井下电气设备



必须有接地、过流、漏电保护和煤电钻、照明综合保护装置

。井下杜绝电气设备失爆,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机电设备

。 第三十八条建立设备定期查验、检测、维护、保养和检修

制度,保证设备完好、保护齐全。其中,主通风机新安装和大修

后进行一次测定,以后每5年测定一次.主提升机新安装和大修

后进行一次测定,以后每3年进行一次测定.主排水泵、压风机

每年测定一次。 第三十九条立井提升人员时必须保证有效过

放、过卷距离,并按规定安设防蹲罐装置。斜巷高差超过50米,

必须使用专用人车或架空乘人装置。斜巷运输必须按规定设

置“一坡三挡”,严格执行“行车不行人”制度。主要运输平

巷、采区运输平巷取消人力推车,实现机械化运输。 第四十条

煤矿必须有完善可靠的通信系统,保持矿内外、井上下和重要

场所、所有采掘作业地点通信畅通。 第四十一条煤矿井下爆

破作业必须严格遵守《煤矿井下爆破作业规程》,坚持“一炮

三检”和“三人连锁”放炮制度。 第四十二条严禁超能力、

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杜绝两班交叉作业。对井下人员

实行入井、升井登记制度,安装井下人员治理系统,实行监控跟

踪井下人员数量和位置,把握井下人员情况。 第四十三条落实

职业危害防治工作,配备作业场所职业危害检测和防护设备与

装置,切实改善井下作业环境,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 第五章 隐患排查 第四十四条按有关规定提足用好安全生

产费用,保证隐患整改的资金投入。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高瓦

斯矿井、瓦斯异常区矿井、低瓦斯矿井有高瓦斯区的矿井、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涌水量大的矿井吨煤不低于10元,低瓦斯

矿井吨煤不低于6元。 第四十五条煤矿矿长对本矿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煤矿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制度,明



确日常排查、定期排查和分级治理的任务、范围和责任。煤

矿每月至少由总工程师组织采矿、通风、机电、地质、测量

等专业技术人员和驻矿督查员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生产辅助

单位安全治理人员和班组长负责随时进行隐患排查。对排查

出的安全隐患必须落实项目、资金、措施、时间、人员、责

任,进行综合治理。 第四十六条煤矿必须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和治理报告制度。煤矿应当对《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

安全事故的非凡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十五种隐患

和A、B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情况按照规定要求每月最后一

周向区县煤炭治理部门写出书面报告,报告必须经煤矿企业法

定代表人签字。区县煤炭治理部门每季度最后一周向市煤炭

局写出书面报告。 第六章 教育培训 第四十七条煤矿定期组织

治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到大、中专煤炭院校进行脱产培训,取得

相关专业学历证书。2008年底,煤矿治理和技术人员必须取得

相关学历。特种作业人员须经有资质的煤矿安全培训机构培

训,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第四十八条落实全员安全培训。煤矿

对新招入矿的井下作业人员,必须进行不少于72学时的安全教

育和培训,考核合格并在有经验的职工带领下实习满4个月后

方可独立上岗作业。井下作业人员每年接受教育培训的时间

不少于20学时。 第四十九条煤矿新招用的井下从业人员(包括

农民工)必须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文化程度达不到要求

的,2008年底前全部进行更换。新招用工作人员须按规定到当

地劳动保障部门为职工办理录用、备案手续,并进行上岗前培

训。 第五十条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工伤、

养老等保险,并为井下作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职工稳定

率2008年达到80%以上,2010年达到90%以上。严禁使用女职工



、未成年工和因病不能从事井下工作的人员从事井下作业。 

第五十一条煤矿要明确培训治理责任,制定教育培训计划,落实

培训场地、经费、教材、教员及必要的实验仪器设备,确保按

规定落实对职工的培训。自身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煤矿,必

须与具备资质的培训基地签订教育培训协议委托培训。 第七

章 地面建设 第五十二条工业广场布局合理,矸石山和炉灰场

不得设在进风井的主导风向上风侧。矸石山、炉灰场、木料

场距离进风井不得小于80m,木料场距离矸石山不得小于50m

。井口房和通风机房四周20m内,不得有烟火或用火炉取暖。 

第五十三条储煤场应按全年风向频率布置于对工业场地污染

最小的地点,与进风井口、提升机房、矿井修理车间、矿办公

楼等建筑物的距离不得小于30m.在不利位置时,不得小于50m

。 第五十四条矿区储、装、运系统设置合理有序,无安全隐患

。储煤场要安设洒水装置,定时洒水降尘,保持环境洁净。 第

五十五条矿容矿貌整洁,矿区道路硬化,路面平坦,路边空地种

植草坪植树绿化,矿区三季有花四季有绿,实现园林化治理。 

第五十六条煤矿办公面积按原煤生产在籍人员计0.9m2/人,班

前任务交待室0.65m2/人,浴室及更衣室1.4m2/人,矿灯房0.3m2/

人,食堂0.65m2/人,职工宿舍8.5m2/人。安全文化场所不低

于600m2,矿器材库不低于200m2,建筑材料库不低于200m2,消防

材料库不低于24m2。 第五十七条煤矿办公室、各职能科室、

绞车房、风机房等工作场所清洁整洁、物放有序、标志鲜明

。在岗职工着装统一。 第五十八条澡堂、更衣室、洗衣房卫

生清洁、空气清新,澡堂安设不少于10个淋浴喷头,保持24小时

有热水。食堂卫生达标,饭菜丰富。职工宿舍实行公寓化、专

业化治理。 第五十九条煤矿必须制定矸石处理规划,对在矿区



堆积的矸石山制定清除计划,对新上井的矸石制定利用方案,力

争用5年时间消灭煤矿矸石山。 第六十条有效利用矿井水,排

水量大的矿井要制定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对矿井水要先净化

达标后排放利用。 第八章 安全文化 第六十一条大力倡导和精

心培育安全文化理念,教育员工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

方针,充分熟悉安全是煤矿的第一政治,是各级领导的第一责

任,是企业的第一效益,是职工的第一福利.没有安全就没有干

部的政治生命,没有安全就没有职工的家庭幸福,没有安全就没

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安全就没有矿井的持续发展。 第六十

二条矿区内必须设立安全文化园地、安全文化长廊、安全文

化社区,广泛征集安全漫画、安全警句格言,将安全文化宣传到

井下,宣传到迎头采面,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提高员工自

主保安和相互保安意识,做到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不被别

人伤害。 第六十三条建立煤矿、区队、班组、个人四级安全

理念体系,构建共同的安全价值观念。从“要我安全”转变到

“我要安全”,立足于消灭“三违”,规范干部职工的安全行

为,进一步强化生产现场人员的安全意识。 第六十四条倡导安

全亲情理念,营造“关注安全,关爱生命”氛围。悬挂全家福生

活照,进行岗前宣誓,教育员工树立“人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的思想,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企业,做一个热爱生活、珍爱

生命、对家人负责的人。 第六十五条倡导安全执行理念,强化

纪律观念和自律意识,克服煤矿干部职工中存在的懒散、松垮

的问题,培养主动快速的行为习惯。 第六十六条煤矿企业应当

通过安全文化建设,创造安全、舒适、高效、顺畅的生产环境

。总结已有的安全生产实践经验,激发员工的内在潜能,上下齐

心协力,建立可靠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长期安全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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