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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处理初探
于潮鸿 徐涛

郑煤集团公司总调度室 于潮鸿 徐涛  

【摘 要】处理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本文就

获悉井下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后，救灾指挥员如何了解灾情，如何判断灾情的

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下达救灾命令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煤与瓦斯突出 救灾 决策  

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瓦斯地质动力现象，随着矿井开采水平

延深，一些原本是非突出的煤层已转化为突出煤层，非突出矿井升级为突出

矿井，突出对安全生产的威胁愈来愈大。一旦发生突出事故，往往会喷出大

量的瓦斯和煤岩，突出的高压瓦斯由突出点瞬间以强大的冲击气浪，迅速向

回风和进风巷道蔓延扩展，甚至破坏通风系统，造成风流逆向，使巷道中充

满高浓度的瓦斯。突出的大量煤岩，会堵塞巷道，造成通风系统紊乱。在突

出点附近的人员，可能被突出煤（岩）流卷走或淹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

通风系统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可使灾区和受影响区内人员因缺氧而窒息。突

出的瓦斯在蔓延过程中遇火源可能发生瓦斯爆炸或燃烧；若对突出巷道处理

不当，可能引起第二次第三次突出造成灾害扩大。因此，探讨煤（岩）与瓦

斯突出事故处理的原则和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1、事故现场主要特征  

（1）突出的煤（岩）堆积在突出点附近的巷道空间内，由突出点往外堆

积煤（岩）逐渐减少。  

（2）与突出点相连的巷道回风流及主要通风机出风口的瓦斯浓度远大于

正常期间的瓦斯浓度，大型突出还会导致风流逆转，逆转风流中瓦斯浓度大

大增加。  

（3）大型突出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摧毁支架及通风设施，抛掷设备和大

型岩块，毁坏设备。  

（4）大型突出的堆积物呈明显的分选特征，堆积物表面往往存在一层颗

粒非常小的煤粉，煤粉具有流动性。  

（5）突出的煤（岩）所形成的堆积坡面仰角，小于煤的自然安息角。  

（6）突出时一般都是在巷道顶部形成一条小小瓦斯气道，气道口由外向

里逐渐增大呈梨形、舌形、倒瓶形、及其它分岔形等。  

（7）突出产生巨大声响和地壳震动，大型突出时震感很强，有时地面也

能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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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其它瓦斯事故的不同之处  

（1）瓦斯来源充足，且具有较高的压力，瞬间涌出量很大，浓度很高。

不但能顺风流向回风巷道蔓延，而且能逆着风流向进风巷道蔓延，甚至逆流

到进风井或到地面。  

（2）突出的瓦斯产生高压冲击气浪能破坏通风系统，突出煤岩能堵塞巷

道。因而，造成通风系统紊乱，不利于人员的撤退和救灾。  

（3）突出产生的高浓度瓦斯，开始时不会立即发生爆炸，但在一定供氧

条件下遇火源可能引起燃烧或爆炸。这就要求处理事故过程中严格火源管

理。  

（4）突出后，同一地点可能灾难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突出，因此在处理

事故过程中，如果需在突出煤层中掘进巷道用于救人或恢复通风，仍必须采

取防突措施。严密监视，注意突出预兆，防止再次突出造成事故扩大。  

3、救灾指挥员要了解和分析判断的主要内容  

3.1、了解（询问）的主要内容有  

①发生突出时间地点原因波及范围；②受突出地点，威胁区域人员分布

及撤离情况；③突出前的征兆和工作 ，正在进行的工序；④突出后通风系统

是否正常，主扇运行情况；⑤采取防突措施。  

3.2、分析判断事故破坏情况  

①突出后通风系统是否破坏，是否影响主扇运行； ②突变后波及范围；

③如何尽快撤出突出地点和受到威胁区域人员；④是否可能诱发火灾或瓦斯

爆炸。  

3.3、依据对事故的分析判断做出决定并下达命令  

①切断灾区电源；②撤出灾区和可能受威胁区域的人员；③向上级汇报

并召请救护队；④保证主要通风机和空气压缩机正常运行；⑤保证升降人员

的井筒正常提升；⑥清点井下人员，控制入井人员；⑦ 请示是否启动单位应

急救援预案；若启动下达命令，尽快通知有关人员和相关部门参加抢险。  

4、处理事故的关键  

根据灾区情况迅速抢救遇险人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注意突出预兆，尽

快掌控事故范围，防止再次突出扩大事故，严格火源管理，防止发生瓦斯爆

炸。  

5、处理事故的一般方法及应对措施  

处理突出事故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要做到安全、迅速地抢救

遇险人员，除了明确救护队员的任务发挥每个指战员的智慧外，必须有一套

比较完整的方法和措施。  



（1）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不得停风和反风，以防风流紊乱扩大灾

情。并制定恢复通风的措施，尽快恢复灾区通风。并将高浓度瓦斯绕过火区

和人员集中区，直接引入总回风巷道。如果通风系统被破坏，应设风障、临

时风门，必要时应安装局部通风机恢复通风。  

（2）发生突出事故时，要慎重考虑灾区是否停电及停电范围。切断灾区

和受影响区域的电源。但应采用远距离断电，防止产生电火花引起瓦斯爆

炸。当瓦斯影响区域遍及全矿时，要慎重考虑停电会不会造成全矿被水淹的

危险？若不会被水淹，则应在灾区以外切断电源。若有被水淹的危险，应加

强通风，特别是加强电气设备处的通风，做到运行的设备不停电，停电的设

备不送电，防止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3）派人到进、回风口及其50米范围内，检查瓦斯，设置警戒，熄灭警

戒区的一切火源； （4）发生突出事故时，矿山救护队的主要任务是  

抢救遇险人员和对充满瓦斯的巷道进行通风。  

救护队进入灾区侦察时，应查清遇难人员数量、地点、倒地方向和姿

势，遇险遇难人员伤害类型，部位和程度，并进行现场绘图素描。为救灾指

挥部研究制定科学方案提供依据。  

采掘工作面发生煤（岩）与瓦斯突出事故后，首先到达事故矿井的矿山

救护队，应派一个小队从回风侧，另一个从进风侧进入事故地点救人，仅有

一个小队时，如突出事故发生在采煤工作面，应从回风侧进入救人。救护队

进入灾区前，应携带足够数量的隔绝式自救器或全面罩氧气呼吸器，以供遇

险人员佩带。  

侦察中发现遇险人员应及时抢救，为其佩带隔绝式自救器或全面罩氧气

呼吸器，引导出灾区。对于被突出煤岩堵在里面的人员，应利用压风管路、

打钻等输送新鲜空气救人，并组织力量清除阻塞物。如不易清除，可开掘绕

巷，救出人员。  

（5）瓦斯突出引起火灾时，要采用综合灭火或惰气灭火技术。  

（6）要求灾区内不准随意启闭电器开关。不要扭动矿灯开关和灯盖，严

密监视原有的火区，查清突出后是否有出现新的火源，防止引爆瓦斯。  

（7）制定并实施预防再次突出的措施。必要时撤出救灾人员。  

（8）当突出后破坏范围很大、巷道恢复困难时，应在抢救人员之后，对

灾区进行封闭。  

6、遇险人员的撤退要点及避灾措施  

（1）事故发生后，灾区人员要立即采取自救与互救措施，位于灾区的人

员首先尽快撤离灾区。波及区域人员在接通知后也要及时撤离。  

（2）采煤工作面发生事故时，受灾人员要以事故为中心，分别由上下顺

槽撤退，转入安全的进风巷道。  



（3）避灾时，遇险人员在班组长带领下按通风人员、救灾人员指引的避

灾线路迅速地撤离危险区。在避灾过程中，要守纪律、听从指挥。撤离时，

应两人以上结伴而行，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撤退时要有秩序的进行不准乱

跑。撤退中要注意风流方向。要尽快取捷径进入新风区域。进入避难峒室后

要不时地发出呼救信号，以便救灾人员跟踪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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