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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我国煤矿灾害严重，长期以来，煤矿事故总量和百万吨死亡率居高不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采的自然条件较差，另一面是开采技术相对落后，灾害防治与控制能力相对不
强，手段较缺乏。
为此，一场在煤矿掀起的以&ldquo;一通三防&rdquo;为重点的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
开。
为了配合搞好煤矿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02年在辽宁铁法召开了进入新
世纪首次全国煤矿瓦斯治理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ldquo;先抽后采、以风定产、监测监
控&rdquo;的瓦斯综合治理十二字方针。
随着治理整顿工作的不断深入，为了巩固成果，夯实基础，2005年又在全国煤矿开展了瓦斯集中整治
活动。
以瓦斯治理为中心的全国性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相继召开，诸如《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一系列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条例和规定、标准、规范等相
继出台。
经过几年的努力，从2006年开始，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在产量年年攀升的情况下，安全
生产各项指标不断刷新，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在2009年首次降到1以下。
成绩的取得凝聚着许多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汗水和心血，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纵观全国煤炭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煤矿安全生产与煤矿瓦斯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在瓦斯事故中，尤以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次数居多，危害最大。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一是煤矿突出危险性越来越严重，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2008年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全国煤与瓦斯突出矿井计754处（占全国煤矿井总数12577个的6%），
比2007年增加了55处；二是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仍时有发生，2008年全国煤矿发生重大突出事故10起，
占重特大瓦斯事故的55?6%。
湖南是煤矿瓦斯灾害严重的省份之一。
现以湖南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ldquo;九五&rdquo;期间湖南煤矿共发生各类事故1761起，死亡3423人
，其中瓦斯事故524起，死亡1780人，分别占全省煤矿同期事故次数和死亡人数的29?75%和52%。
2003年煤矿重大瓦斯事故次数和伤亡人数分别占煤矿重大伤亡事故次数和人数的77?10%和82?50%
；2004年煤矿重大瓦斯事故次数和伤亡人数分别占煤矿重大伤亡事故次数和人数的71?40%和73?60%。
而这两年煤与瓦斯突出伤亡人数占煤矿瓦斯事故伤亡人数的57?39%和57?43%。
由此可见，要控制煤矿重大伤亡事故，则首先必须控制煤矿瓦斯事故。
要控制住煤矿瓦斯事故，就必须先控制煤与瓦斯突出伤亡事故。
　　瓦斯对煤矿安全生产来说是一大危害，但瓦斯又是一种矿藏，如能把煤层瓦斯在采煤前安全有效
地开采出来，作为能源和工业原料，将能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搞好煤矿瓦斯治理和瓦斯的开采利用，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要做好这项工作，一要靠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二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三要提高煤矿职工对瓦斯、
瓦斯灾害的认识，提高防治瓦斯的技术措施设计能力、实施能力和管理能力。
　　为了做好瓦斯防治和开发利用的科学普及工作，为更多从事煤矿开采教学、科研、设计人员提供
可参考或借鉴的技术方法，特别是为煤矿现场提供瓦斯防治的实用技术和管理经验，笔者凭自己长期
在煤矿通风瓦斯工作岗位上工作经历的体会，也综合自己在矿井通风和瓦斯防治的探索研究，在博采
众长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书。
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在以此与大家学习和交流的同时，还望各位学者
、专家和同仁批评指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宋元明局长、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院长李海涛教
授、湖南煤业集团总工程师赵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长沙安全培训中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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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查永康、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副院长龚声武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指导。
赵斌总工程师对本书做了全面审阅。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赵铁桥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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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全面搜集国内煤矿瓦斯防治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其精华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除了注重煤矿瓦斯基础知识、瓦斯防治技术和管理的系统介绍，更注重技术方法、管理
经验的介绍。
本书包含煤矿瓦斯基础知识、煤矿瓦斯地质、矿井瓦斯预测、瓦斯防治技术和瓦斯的综合利用等主要
内容，对新技术新工艺也做了及时跟进，是教学、科研、设计和生产技术人员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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