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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煤矿瓦斯爆炸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
                胡方坤，杨林青，蒋谷硕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对近年来几项特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作了初步统计，并总计分析了瓦斯爆炸事故的特点和产生原因，进一步
提出了做好煤矿瓦斯安全防护监理工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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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al Mine Gas Explosion
     Caus es  and Pr event i on Meas u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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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Jiangsu, 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major gas explosion in special preliminar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gas explosions in a tota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and further put for-
ward the good work of Coal Mine Safety Supervision strategy.
Key words:coal mine; gas explosion; causes

0 引言
    自国家大力进行生产投人后，煤矿生产中时常发生瓦斯
爆炸灾害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失踪、井巷设施摧毁、生产

中断等后果，不仅给国家造成损失，而且给矿工家属带来巨

大的悲痛。

    由于我国大多数煤矿井属于私人开采，因此开采条件普
遍较差，安全系统不到位，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煤矿安全事故。

据资料统计，瓦斯爆炸事故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7.5亿元人民币，在所有煤矿事故中占据大分量，因此，
瓦斯爆炸式煤矿生产中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大力监察和防

范瓦斯爆炸事故对于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1煤矿瓦斯事故统计
    2000-09-27T8:30，贵州省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四采

区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此次事故波及

到整个煤矿四采区，共造成162人死亡，共37人受伤，重伤
14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227.22万元。
   2001-07-22T9:13，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岗子村小煤矿
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05人被困井底，92人死亡，13人
受伤。

   2002-06-20T09:45，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城子河煤矿西
二采区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共115人死亡。
   2003-03-22T12:50，山西省孝义市义马乡孟南庄煤矿发
生瓦斯爆炸，死亡72人，伤4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35万
兀。

   2003-05-13T16，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公司芦岭煤矿二
水平1048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井下灾区有作业
人员114人，其中死亡86人。
    2004-03-22，山西孝义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65人死
亡，7人失踪；4月3日，山西介休发生瓦斯爆炸事故，7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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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2004-10-20T22:47，位于河南新密市平陌镇的郑煤集团
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446
人，有298人逃出。事故造成148人死亡，32人受伤。
   2007-12-06T00:0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新窑煤矿
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人遇难巧人获救，初步判断系煤尘
爆炸。

   2009-11-21，鹤岗新兴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此次事
故确定107名矿工遇难，1人下落不明。经初步分析，该事故
是由于113堆施工作入｛k面距离地面约500 m深的探煤道发
生煤与瓦斯突出，引起瓦斯爆炸，波及井下作业采掘工作而

28个。

2瓦斯事故特点与分析
   (1)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瓦斯爆炸事故每年都在我国
频繁的发生，这说明安全问题仍是我国煤矿生产需要注重的

首要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每年都不断的发生煤矿安全重

大事故，不仅给社会敲响了警钟，也给我国的生产与安全形

势提出了新的矛盾，即高强度生产、高产量与安全可靠性保

障之间的矛盾关系。煤矿安全事故的屡次发生，说明煤矿生

产十分缺乏安全保障，在我国复杂开采地势环境条件下进行

煤矿作业需要高度关注安全保障问题。

    (2）多数矿井存在瓦斯突出自2001年以来，我国平均每
年发生30-40起瓦斯爆炸事故，死亡人数高达240人。在我
国广泛分布的各地区国有重点煤矿生产地点中，高瓦斯含量

的矿‘井占了21.0%，煤与瓦斯都突出的矿井占了22-0%，低瓦
斯矿井所占份额最多，达到了57.0%、而在地方私人投资和
乡镇煤矿的生产点中，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所占份

额更多，达到了31.0%。随着社会用煤量的增加，开采深度的
随之增加，瓦斯涌出量也比以往的浅井大，对一安全生产的威

胁性日渐增加。

   (3)大部分的瓦斯爆炸事故聚集发生点主要集中在低瓦
斯区域，低瓦斯区域在不受其他威胁的情况下正常状况下是

相对“安全的”，但若是由于瓦斯突然大量涌出，使得该区域

立即存在重大隐患，然而大部分作业人员对这种变化并不能

察觉到或提前感知，不按严格规定进行作业，导致事故的发

生

     (4）小煤矿非法开采现象严重，管理不善，存在过多安全
隐患。2007-12，在山西临汾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新窑煤矿
和黑龙江牡丹江相继发生了2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而发生．
事故的这2个矿井瓦斯含量都较低，而山于相关监控安全设
施不到位，事故仍然会发生。

3煤矿瓦斯事故原因分析
3.1事故发生的条件
3.1.1瓦斯的浓度
    当一定体积的空气中的瓦斯浓度达到5％一16％时，就可
产生爆炸。矿井在挖掘过程中会不断的涌出复合型的可燃性

气体，除沼气之外还有一些碳氢化合物混合于其中。碳氢化

合物的分子量越高，瓦斯浓度越低，因此不能形成能量积聚

  而产生爆炸。而当浓度高于5％时，瓦斯的爆炸可能性逐渐增
  加当浓度介于9.0-9.5％时，瓦斯和vyL气充分混合，所以这时
  会产生最强的爆炸威力
 3 . 1 . 2   L的A,  4

    氧气的化学性质是具有助燃性，正常通风风流中氧气的
浓度通常大于20%。所以当空气中氧气的浓度一旦超过12%
时，就容易发生瓦斯爆炸。

3. 1. 3引火温度
    瓦斯燃烧的最低温度称为引火温度。在空气中瓦斯的引
火温度是650.750°C。明火、火星、电气摩擦产生的火花、炽热
的金属表面、爆破等情况都能引起瓦斯爆炸

3. 2安全监测设备不足
    大多数瓦斯爆炸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事故的发生主
要是由于安全管理系统卜存在一定的缺陷。大量事故的事后

调查表明，大部分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某些特殊技术一「作人员

（如瓦斯检查不、爆破J＿、井下电钳下及班组长等）失职大意，
甚至违规操作而造成。另外部分矿井安全装备配置不足，一

些矿主只看重产量而忽视其他生产保障程序。某些矿井为了

提高生产产量，调高瓦斯探头下限，甚至使用损坏的瓦斯监

测设备，类似的违规操作便容易造成严重的事故（

3. 3瓦斯积聚原因分析
    (1)盲巷、盲恫区域易发生瓦斯积聚有巷、盲炯处于矿井
的深处，因此长期不通风。而巷道周围又不断地涌出棍合性

气体，经过一段时间盲巷、盲蛔区域便会堆积3％以上浓度的
瓦斯。

    (2）防火密闭墙外易形成瓦斯积聚密闭墙将采空区与作
业区隔离，由于墙上有一定压力，因此闭墙会容易产生裂缝。

而在采空区内不断涌出的气体又会通过这些裂缝而进人，而

闭墙一旦与全风压通过的巷道超过6m时，闭墙外风流处于
稳定状态，闭墙内扩散出的有害气体不能被稀释，因此形成

瓦斯积聚。

    (3）巷道局部冒顶处易形成瓦斯积聚由于风流经过巷道
局部高冒区时风速微弱，而甲烷的质量比空气轻，因此时问

一长由巷道不断涌出的气体就会积聚

     (4）并联巷道处易出现瓦斯积聚并联巷道风阻相差悬
殊，因此瓦斯常常在此发生积聚。山于此处风阻相差特别大，

巷道内形成的微风就导致瓦斯积聚造成事故隐患、

3. 4火花产生原因分析
    (1)因煤矿井下运行环境条件恶劣，造成电气设备绝缘
度降低，不时出现短路、漏电等情况，由此产生火花而引起瓦

斯爆炸。

    (2）电气设备在使用中没有及时的维护或更新，或在维
修时损坏了器械的防爆性能，使电气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严重

缺乏安全可靠性。使安全保障系数降低

     (3）电气作业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如在缺乏安全措施
保护的情况下擅自停、送电，或明电下井、电仁带电安装电气

设备，或井下作业「人不按规定擅自打开矿灯灯罩、不安全

使用照明灯具等过失行为和管理卜的漏洞，均会导致产生电

气火花进而引发瓦斯爆炸

4瓦斯爆炸事故的预防措施
4.1提高煤矿瓦斯抽放的技术含量
    瓦斯抽放的目的是减少矿井内的瓦斯含量，以防止瓦斯
含量过高而发生爆炸。同时这也是开发利用瓦斯能源、保护

大气环境的手段之一。瓦斯抽放方法有木煤层抽放、邻近层

抽放和采空区抽放等；抽放r一艺有顺层长钻孔、大直径钻孔、
地面钻孔、顶板岩石和巷道钻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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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保持工作面的通风
    山于煤矿开采的工作面通风不合理，因此就容易可能造
成瓦斯积聚的现象。这时可以通过改变通风方的式、增大风

量，或减少漏风等措施，使瓦斯能够被一定量的风吹散。但单

纯依靠加大风量来防治事故的发生仍欠缺可靠性。上作面的

瓦斯聚集量达到危险边界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受通风能

力、巷道及＿L＿作面风速的限制。所以，建议改善矿井通风系统
提高矿井抗灾能力要应用计算机技术，优化选择矿井治理的

通风系统和改造方案；要采用降阻、堵漏、改造通风机性能等

技术措施，提高矿井通风能力。对采区、工作面必须保证生产

所需风量，并有一定备用系数。坚决实现分区通风，消灭不治

理串联风、老塘风、微风和无风，最大限度减少角联风，降低

通风阻力

4.3设置防风屏障或者防瓦斯风机
    防风屏障或防瓦斯风机可以有效的防止r作面上隅角、
支架掩护板上方出现瓦斯超限的情况，同时能够加强局部通

风管理、防止瓦斯积聚超限，利用好排瓦斯尾巷，确保专用排

瓦斯尾巷起到真正作用机头、机尾老空区充填袋不回收，每

隔一段距离重新充填一次，使＿1二作面与采空区充分隔离，减
少I隅角瓦斯涌出，从而降低回风流瓦斯度。
4.4建立瓦斯监测监控管理机构
    利用瓦斯监测监控系统，每个矿井都应建立井下瓦斯检
查制度，设立相应的瓦斯检查和通风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

瓦斯检查仪表、仪器、并配有专门的瓦斯检查人员。一旦发现

瓦斯超限，应立即停止生产，撤出人员，并向有关人员汇报。

安装检测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定期调试、校正，每月至少

一次。通风安全管理部门的值班人员必须审阅瓦斯检查报

表，掌握瓦斯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向矿调度室报
产士立

  下习。

4.5防止火源火种引爆瓦斯
    第一要防止来自爆破方面的火源。在煤矿进行井下爆破
作业必须严格使用符合《煤矿一安全规程》规定的安全炸药。不

合格或变质、超期的炸药非但不能使用，还应该及时销毁；第

二要防止电气火源和静电火源。井下电气设备的选用应符合

防爆要求井下严禁带电检修、搬迁电气设备。井下防爆电气

在入井前需由专门的防爆设备检查员进行安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人井；第三是防止摩擦和撞击点火。为防止摩擦和撞击

火花，在摩擦发热的装置上应安设过热保护装置和温度检测

报警断电装置；第四要防止明火点燃。严禁携带烟草、点火物

品人井；严禁在井口房、通风机房、瓦斯泵房周围20范IN
内使用明火、吸烟或用火炉取暖；不得在井下或井口房内从

事电气焊作业，严禁井下存放汽油、煤油、变压油等，严禁用

电炉或灯泡取暖。

4.6加强通风系统的管理
    管理制度措施对矿井的通风系统进行全面普查和通风
能力核定。对供风能力不足的矿井采区果断停头停面，实行

以风定产；加强对通风系统回风巷断面的维修，以保证通风

系统畅通，降低矿井通风阻力；认真落实现场瓦斯管理动态

检查制度，坚持瓦斯超限就是事故原则，坚持月度瓦斯超限

分析制度，坚持瓦检工现场交接班制度，以增强瓦检I一的责
任心。

5 结语
    我国地大物博，煤矿含量相当丰富，因此催生了很多煤
矿开采点。然而我国煤田开采的地质条件复杂，各煤矿开采

企业对瓦斯的安全防护监测意识还较为薄弱，煤矿瓦斯灾害

防治工作仍面临一些难题，因此必须呼吁有关部门提高对瓦

斯事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并实行科学管理，只要有力度、

措施得当，就一定能够对煤矿瓦斯事故实现有效的预防和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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