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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05]133号 关于印发《煤矿重大安全隐患认定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神华集团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贯彻《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

第446号，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

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5]21号）精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对《特别规定》第八条第二款所列15种

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进行了分解细化，制定了《煤矿重大安全

生产隐患认定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请各省（区、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将本通知转发辖

区内各产煤市（地）、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及煤矿

企业。 二OO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认定

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准确认定、及时消除重大安全生产

隐患和违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预防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类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认定。 

第三条 "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一)矿井全年产量超过矿井核定生产能力的； (

二)矿井月产量超过当月产量计划10%的； (三)一个采区内同

一煤层布置3个（含3个）以上回采工作面或5个（含5个）以



上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的； (四)未按规定制定主要采掘设备

、提升运输设备检修计划或者未按计划检修的； (五)煤矿企

业未制定井下劳动定员或者实际入井人数超过规定人数的。 

第四条 "瓦斯超限作业"，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瓦斯

检查员配备数量不足的； (二)不按规定检查瓦斯，存在漏检

、假检的； (三)井下瓦斯超限后不采取措施继续作业的。 第

五条"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未依照规定实施防突出措施"，是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建立防治突出机构并配备相应

专业人员的； (二)未装备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和抽放瓦斯系统

，未设置采区专用回风巷的； (三)未进行区域突出危险性预

测的； (四)未采取防治突出措施的； (五)未进行防治突出措

施效果检验的； (六)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 (七)未按规定

配备防治突出装备和仪器的。 第六条 "高瓦斯矿井未建立瓦

斯抽放系统和监控系统，或者瓦斯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1个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大

于5米3/分钟或1个掘进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大于3米3/分钟，用

通风方法解决瓦斯问题不合理而未建立抽放瓦斯系统的； （

二）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达到《煤矿安全规程》第145条第(

二)项规定而未建立抽放瓦斯系统的； (三)未配备专职人员对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进行管理、使用和维护的； (四)传感器设

置数量不足、安设位置不当、调校不及时，瓦斯超限后不能

断电并发出声光报警的。 第七条 "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 矿井总风量不足的； (二) 主

井、回风井同时出煤的； (三)没有备用主要通风机或者两台

主要通风机能力不匹配的. (四) 违反规定串联通风的； (五)没

有按正规设计形成通风系统的； (六)采掘工作面等主要用风



地点风量不足的； (七) 采区进（回）风巷未贯穿整个采区，

或者虽贯穿整个采区但一段进风、一段回风的； (八)风门、

风桥、密闭等通风设施构筑质量不符合标准、设置不能满足

通风安全需要的； (九)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

的掘进工作面未装备甲烷风电闭锁装置或者甲烷断电仪和风

电闭锁装置的。 第八条 "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是

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采空

区、相邻矿井及废弃老窑积水等情况而组织生产的； (二)矿

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没有配备防治水机构或人员，未按规定

设置防治水设施和配备有关技术装备、仪器的； (三)在有突

水威胁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探放水的； (四)擅自

开采各种防隔水煤柱的； (五)有明显透水征兆未撤出井下作

业人员的。 第九条 "超层越界开采"，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一)国土资源部门认定为超层越界的； (二)超出采矿许可

证规定开采煤层层位进行开采的； (三)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

的坐标控制范围开采的； (四)擅自开采保安煤柱的。 第十条

"有冲击地压危险，未采取有效措施"，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一)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未配备专业人员并编制专门

设计的； (二)未进行冲击地压预测预报、未采取有效防治措

施的。 第十一条 "自然发火严重，未采取有效措施"，是指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的煤层时，未编

制防止自然发火设计或者未按设计组织生产的； (二)高瓦斯

矿井采用放顶煤采煤法采取措施后仍不能有效防治煤层自然

发火的； (三)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矿井，未选定自然

发火观测站或者观测点位置并建立监测系统、未建立自然发

火预测预报制度，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性灌浆或者全部充填、



注隋性气体等措施的； (四)有自然发火征兆没有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范措施并继续生产的； (五)开采容易自燃煤层未设置

采区专用回风巷的。 第十二条 "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

的设备、工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被列入国家应

予淘汰的煤矿机电设备和工艺目录的产品或工艺，超过规定

期限仍在使用的。 (二)突出矿井在2006年1月6日之前未采取

安全措施使用架线式电机车或者在此之后仍继续使用架线式

电机车的； (三)矿井提升人员的绞车、钢丝绳、提升容器、

斜井人车等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未按规定进行定

期检验的； (四)使用非阻燃皮带、非阻燃电缆，采区内电气

设备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 (五)未按矿井瓦斯等

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雷管、未使用专用发爆器的； (

六)采用不能保证2个畅通安全出口采煤工艺开采（三角煤、

残留煤柱按规定开采者除外）的； (七)高瓦斯矿井、煤与瓦

斯突出矿井、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薄煤层除外）矿井

采用前进式采煤方法的。 第十三条 "年产6万吨以上的煤矿没

有双回路供电系统"，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单回路供

电的； (二)有两个回路但取自一个区域变电所同一母线端的

。 第十四条 "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改扩建期间，在

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安全设计规

定的范围和规模"，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准擅自组织施工的； (二)对批准的安

全设施设计做出重大变更后未经再次审批并组织施工的； (

三)改扩建矿井在改扩建区域生产的； (四)改扩建矿井在非改

扩建区域超出安全设计规定范围和规模生产的； (五)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并批准而擅自组织生产的。 第十五



条 "煤矿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未重新取得煤炭生产许可

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生产的，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的

，以及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生产经营单位将煤矿（矿井

）承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

或者个人的； (二)煤矿（矿井）实行承包（托管）但未签订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载有双方安全责任与权力内容的承包

合同进行生产的； (三)承包方（承托方）未重新取得煤炭生

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的； (四)承包方（承托

方）再次转包的； (五)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

作业对外承包的。 第十六条 "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

产责任人和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在完成改制后，未重新取得

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煤矿改制期间，未

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进行生产的； (二)煤矿改制期间，未明

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的； (三)完成改

制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

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

证进行生产的。 第十七条 "有其他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是指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认定的可能造成重

大事故的其他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