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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贵州省 2000 年—2010 年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贵州煤矿的

地质特点，得出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的主控因素主要包括 3 方面，分别是煤层瓦斯含量高，

防治突出措施不到位，乡镇煤矿数量比例大。综合分析各因素之后，为贵州省预防煤与瓦斯

突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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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煤矿井下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煤与瓦斯

突出危险性也随之增大，煤与瓦斯突出已成为中国

煤矿灾害中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贵州由于

其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特征、独特的煤层分布特点以

及复杂的地质构造特征，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率居高

不下，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已是贵州煤矿井下灾害中

较为严重的灾害之一。

1 贵州煤矿基本情况及特点

贵州是国家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基地。煤炭资源十

分丰富，煤炭探明储量居全国第 5 位。煤的种类齐

全、煤质优良，素有“江南煤海”之称。煤炭工业已

经成为贵州省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截

止 2009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煤矿 1832 对，表 1 为

2009 年底贵州省煤矿基本情况
［1］。

2 贵州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情况分析

近几年，贵州煤矿井下瓦斯事故呈现逐渐下降

表 1 2009 年底贵州省煤矿基本情况

分类标准 煤矿种类
数量 /

对

设计生产能力 /

( 万 t·a － 1 )

基本类别

生产 530 21685
技改 257 4463
新建 441 7922
整合 604 9300

企业性质

国有重点 17 1201
国有地方及控股 55 2680

乡镇煤矿 1760 24349

矿井规模

120 万 t / a 以上 20 3640
30 万～ 120 万 t / a 53 3315
30 万 t / a 以下 1759 22175

的趋势，瓦斯事故死亡人数也逐渐下降。但瓦斯事

故在事故总数中所占比例仍然很高，一旦一个矿井

发生事故，整个县市煤矿需要大面积停产整顿，影

响了煤炭的产量，阻碍着贵州煤矿安全高效的生产。
图 1 为 2000 年—2010 年贵州省煤矿瓦斯事故情

况，图 2 为瓦斯事故占煤矿事故总数比例情况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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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斯事故中，瓦斯突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所占比例都很高，由此可见煤与瓦斯突出灾害的

严重性，不仅给矿井和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而且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以 2010 年为例，25 起瓦

斯事故中，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9 起，造成 46 人死

亡
［4］，分别占瓦斯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的 36. 0%

和 40. 7%。
由此可见，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人员伤亡巨大。所以，找出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

的主控因素，针对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提出相应的

预防对策和建议，对贵州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意义

重大。

3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发生的主控因素

3． 1 煤层瓦斯含量高、赋存复杂

据统计，贵州埋深 2000 m 以浅的煤层气量为

31511 亿 m3，约占全国煤气资源总量的 22%。其中

CH4 含量大于 4 m3 / t 的有 29241 亿 m3，占全省煤气

资源总量的 92. 17%。埋深达 500 m 的主采煤层气

含量大多大于 15. 8 m3 / t。由于煤矿生产过程中瓦

斯涌出量大，地质构造复杂，探测难度大，且缺失详

细的地质资料，更为煤矿生产增加了不利因素，加

之贵州煤矿基础薄弱，使得瓦斯治理难度增大，导

致瓦斯突出事故频频发生。
3． 2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落实不到位

以 2008 年为例，贵州 4 起瓦斯突出事故分别发

生在盘县、水城、纳雍和金沙县，这些地区均被国家

划分为煤与瓦斯突出危险区域，均应按煤与瓦斯突

出矿井进行管理
［3］。但发生事故的这些矿井均未

按国家规定进行有效抽放，抽放设施形同虚设，也

未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及相关标准，

防突观念和认识不到位
［5］，有的煤矿甚至未成立防

突机构，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防突知识和技能严

重欠缺，不能及时有效的采取防突措施，视重大危

险于不顾，麻痹大意，最终导致突出事故的发生。
3． 3 乡镇煤矿数量比例大

由于贵州省特殊的地质地形特点及煤层赋存

情况，很难形成大型矿井进行开采，而且大型矿井

所需的资金投入数额巨大，所以全省小煤矿居多，

且多数为乡镇私营煤矿，不利于监察和管理。乡镇

煤矿比国有重点煤矿发生突出事故起数多，死亡人

数多
［6］，以 2010 年为例，21 起较大事故中，乡镇煤

矿发 生 19 起，死 亡 86 人
［4］，分 别 占 较 大 事 故 的

90. 5%和 89. 6%。由此可见乡镇小煤矿造成的损

失为贵州省煤矿整体安全水平带来了巨大压力。

4 预防贵州煤与瓦斯突出的对策与建议

搞好煤矿日常安全管理，提高监管部门的管理

水平，加强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预防工作，加大矿

井安全资金投入，对减少人员伤亡、经济与能源损

失意义重大。
4． 1 加强矿区地质构造的预探与分析工作

由于贵州煤矿井下地质构造复杂，探测难度

大，再加上矿井管理人员对地质预报工作不重视，

多数矿井都缺乏明确的地质工作报告，这为矿井的

安全生产积存了隐患，容易造成瓦斯事故的发生。
因此必须加强地质预测、探测工作，做好井下地质

构造预报工作。这就需要矿山提高资金投入，配备

一定数量的地质构造探测仪器，制定专门的防突措

施，并严格实施和执行，做到先探后掘，有疑必探。
加强对突出煤层瓦斯基础参数、预测指标、临界值

等基本参数的测定，对消突效果进行考察。
4． 2 加强安全培训，落实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

尽快建立并完善煤矿安全培训机构，使安全生

产深入人心，使人人都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充分

调动培训机构与职工的积极性，提升煤矿工作人员

的安全素质，只有人人都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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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突出隐患，杜绝瓦斯突出事故的发生。各个

矿井必须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及相

关标准，提高防突管理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对达不

到要求的企业，坚决下达停产整顿指令。
4． 3 加大对乡镇煤矿的监察监督工作

针对贵州乡镇煤矿数量大，管理不到位，安全

投入不足，事故发生率高的特点，煤矿各级监管部

门必须密切配合，统一调度，加大监管力度，真正起

到对煤矿企业的监管作用。一是积极推动和规范

煤矿资源整合关闭工作，对资源储量不足，生产水

平低下，不服管理，一味只求产量的小煤矿坚决进

行资源重组实施联合改造
［7］。二是通过广泛吸收

资金，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尽快建成一批安全

标准化大中型生产矿井，提高煤矿生产质量和水

平，杜绝突出事故的发生。三是进一步加强瓦斯监

督监管工作，定期对煤矿安全监察人员进行知识更

新的培训制度
［7］，对于高瓦斯矿井以及煤与瓦斯突

出矿井抽采必须达标，否则予以停产整顿。同时所

有煤矿必须尽快建立并完善煤矿六大系统，保证职

工安全。强化突出矿井和突出煤层的日常管理工

作，以预防为主。

5 结 语

贵州煤层地质构造复杂且瓦斯含量高，为煤矿

安全带来很大的危害，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显得尤为

重要。防突工作理应就其主控因素入手，理论与现

实相结合，监管部门与煤矿工作人员携手采取切实

可行的预防措施，提高整体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遏

制瓦斯突出事故的发生，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整体

稳定好转。贵州煤矿瓦斯治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

工作，由于其特殊性而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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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oal and gas outburst accidents in Guizhou province in the last decade，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al mines in Guizhou province，find tha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which mainly
lead to the coal and gas outburst accidents，high coal seam gas-bearing capacity，insufficient outburst preventive
measures，large numbers of township coal mines．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Key words: coal and gas outburst;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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