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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从技术和（或）管理的角度深层次剖析了瓦斯爆炸、瓦斯突出、火灾
、冒顸、透水、运输等煤矿典型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预防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能提供借鉴、指导
作用。
《煤矿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可供煤矿管理人员、煤矿安全监察人员、煤矿一线工人学习使用，也可供
安全评价人员、煤炭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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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点评：这是一起擅自进入排放瓦斯区域而造成的窒息死亡事故。
事故原因很简单，但事故的发生过程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为什么瓦斯浓度超过3％不请救护队排放而自己排放？
为什么水泵工明知瓦斯超限还敢擅自进入？
为什么通风区和一采区在排放瓦斯期间没有设好警戒而出现人员擅入的情况？
为什么限量排放的回风流中会死人？
深究其原因，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1）排放瓦斯规定落实不到位。
当临时停风且瓦斯浓度超过3％时，不允许矿井工作人员自己排放瓦斯，必须由救护队进行排放。
但实际上这个工作面停风10 min瓦斯浓度就达3.5％，推算一下，风机停了一夜外带接班时间，这个工
作面的瓦斯浓度会为多少？
怎么还敢自己排放呢！
 （2）排放瓦斯时必须要切断回风巷中的电源，并在每个交叉口都设置警戒，其目的是防止人员进入
排放瓦斯区域造成窒息及电气设备失爆产生火花引爆瓦斯。
就这起事故来看，显然是没有设置警戒，如设了警戒，水泵工也就不会进入排放瓦斯的巷道。
 （3）排放瓦斯是需要限量的。
虽然《煤矿安全规程》对排放瓦斯积聚巷道的回风流的瓦斯浓度没有规定，但从安全角度考虑也不能
超过3％，否则排放瓦斯人员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从这次事故来看，排放巷道回风流的瓦斯浓度显然已远远高于3％，否则水泵工怎么会死呢？
 （4）安全管理不到位。
这次事故看起来好像是个人违章擅自进入窒息区造成的，实际上是局部通风机没有实现双风机双电源
和瓦斯电闭锁造成的。
试想，如果局部通风机实现了双风机双电源和瓦斯电闭联锁还会造成瓦斯积聚吗？
没有瓦斯积聚还会排放瓦斯吗？
没有排放瓦斯还会擅入排放瓦斯区域造成窒息事故吗？
还有一点也必须引起注意，3月15日发生的瓦斯积聚，为什么3月16日才进行排放处理，如果当时积聚
当时处理的话，排放的瓦斯浓度就不会那么高，即使有人进入也不会造成窒息事故了。
 （5）员工安全意识淡薄。
事故地点瓦检员设立了栅栏和警标，明确禁止人员入内，但水泵工对此熟视无睹，仍然进入，换个角
度讲，虽然现场确实存在一系列违章的问题，但如果水泵工不擅自进入，也就不会发生这起事故了。
因此，切实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是做好安全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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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典型事故案例剖析》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
给政府职能部门以启示！
给煤矿领导者以警醒！
给现场管理者以提示！
给煤矿工程技术人员以参考！
给煤矿安全检查，监察者以借鉴！
给煤矿老员工以警示！
给煤矿新员工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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