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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21892.htm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

入收藏夹 通过几年来的瓦斯综合治理，使瓦斯爆炸恶性事故

在淮南基本得到了控制，而另一类形式的瓦斯灾害煤与瓦斯

突击近年来却接二连三地发生，特别是几起重大突出伤亡事

故后，淮南的瓦斯再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本文以淮南矿区

“11.11”、“3.16”、“6.12”、“5.26”四起突出伤亡事故

案例为背景资料，简要分析了现场防治突出工作存在的几个

共性问题，提出对矿井防突工作的几点认识。 1 现场防突工

作存在的几个问题 1.1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执行不严 

四起突出伤亡事故的调查分析中有违背防突基本规定的，有

措施制定不合理的，也有 措施执行不严的情况。 “3.16”因

突出引起的爆炸事故，把石门揭开突出危险煤层采取措施后

作非突出区域考虑，继而造成一系列违背《细则》有关规定

，反揭系统不独立，未采取远距离放炮等，该案例中同时存

在诸多对《细则》理解上的误区。“6.12”突出事故揭煤系统

不合理，石门揭煤回风串入采煤工作面，严重违背了《煤矿

安全规程》和《细则》有关防突规定，险些酿成更大事故。

实际上，现场在执行“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中，只重工

序过程，不重落实质量的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既有理

解上的问题，也有思想上的麻痹，更有工作上的疏忽。执行

“炮后30min进入迎头”的规定也有水份。 1.2 巷道布置、掘

进安排、施工过程不利于防突 对照《细则》第11条对巷道布

置的原则规定，“11.11”突出事故案例中的-567m轨道 石门



布置，无论原设计方案还是修改后的，在处理同F13-5断层组

的关系上都是值得探究的。“3.16”、“6.12”突出事故，通

风系统不独立，巷道布置频繁穿过突出煤层。现场在巷道布

置上注重揭煤系统的独立性，对其布置的合理性研究不够。 

掘进安排要利于防突，避免两巷应力叠加，分析重力对防突

利弊两方面的影响，如石门正揭或反揭、上山或下山掘进。

“3.16”、“6.12”、“5.26”三起事故在巷道施工安排上、

揭煤方向选择上都有不妥之处；在“6.12”事故中，若-506m

七号运煤石门提前贯通，突出伤人事故完全可以避免。施工

过程对防突的考虑，主要注意巷道施工质量和支护情况。片

帮、冒顶、垮棚极易导致煤体失稳而诱导突出。而突出地点

采用风镐作业更是万万不可，淮南因风镐作业诱导突出的

有25起之多。 1.3 地测工作不能适应当前现场防突需要 突出

同地质构造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大构造对矿井突出危险性

分布起控制作用，小 构造往往又是突出发生点最显著的地质

标志。有些未曾发生突出的非突出煤层，遇构造时可能导致

突出。四起突出事故的自然原因，构造都是其主要因素。 

“11.11”事故的最大教训是对大构造附近衍生次一级构造的

常规地质现象认识不足。地测技术工作不细，层位预计严重

失误，现场地质工作未跟上，是导致“6.12”突出事故的主要

技术原因。同时，现场因层位预计失准和控制不力而造成误

揭煤层的隐患屡见不鲜，地测技术工作对矿井防突的影响是

致命的。 1.4 未能有效采集突出发生前的征兆信息 从突出的

发生过程不难理解，突出决不是一触即发，必然要经历一个

准备、发动、发 展的阶段。突出的突然性是相对的，其延期

性才是绝对的，突出发生前，一般都有一定的（声、气、状



）系列征兆。突出征兆同突出危险性预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概念，它是指突出发一前的一系列异常迹象，此时突出已不

可避免，但至突出仍有一定时间段。 “3.16”、“6.12”两起

突出事故幸存者回忆，突出前征兆显著。从多起突出事故的

瓦斯监测曲线分析，也有“奥妙”可循。“3.16”事故，迎头

发现显著异常后，人员撤退及时，却未能幸免于爆炸之中；

“6.12”事故撤退过程却出现路线错误。及时发现突出征兆，

对避免突出伤人意义重大。 重要的是，如何搞好现场突出征

兆的采集、分析、反馈工作和利用防突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突

出征兆警示作用。 2几点认识 （1）自1959年淮南发生第一次

煤与瓦斯突出，至今矿区已发生突出事故120余次。近几年，

非突出矿井相继升级为突出矿井，有些原本非突出煤层也转

变成突出煤层，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隐患威胁越来越大，矿区

防突必将成为瓦斯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2）淮南

五起突出伤亡事故，都是在1990年后即矿井全面实施“四位

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后发生的，这足以说明我们防突综合保

障体系的脆弱性。每起突出事故发生后，特别是造成伤亡的

，人们更希望从自然因素和防治手段的局限性寻找原因。但

事故调查中所暴露出的技术不当、管理疏忽、思想麻痹是显

而易见的。寄希望于在短期内防突手段上有大的突破是不切

实际的，充分利用已掌握的突出规律和现有防治手段，准确

执行《细则》规定，技术细致、管理到位、思想重视，突出

事故是可以控制的。 （3）强调开采设计、巷道布置及日常

地测工作对现场防突的意义。开采设计必须为落实防突措施

创造条件，巷道布置应充分考虑《细则》第11条的原则要求

，防突工作力求从技术源点抓起。建立可靠的地测防突服务



机制，地测技术必须超前、及时细致、准确。地测防突的核

心内容是：能指导生产的矿井瓦斯地质图编制；对已掌握的

构造做到可靠控制和及时预报；准确可靠的层位预计和控制

体系；现场地质变化的及时掌握与反馈。 （4）矿井突出程

度日趋严重，这是自然规律。近十年来，防突技术、防治手

段都没有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矿井防突机构（

机构设置、人员数量）却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弱化。同时，现

场防突工作也决非一个机构、少数人员所能为，制定有效的

“防突→设计、地测、生技→通风、放炮、抽排、监测→施

工”工序间的信息反馈和约束机制更为重要。 （5）必须重

视矿井防突队伍的素质。组织全矿区范围技术、管理干部认

真学习、深入研讨《细则》各项要求、规定是当务之急。采

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重庆、湖南等突出严重地区

以及与淮南同等突出危险程度的平顶山矿业集团在防突方面

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定期组织防突工业务培训和全员职工

防突基本知识轮训，全面提高他们的防突意识和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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