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辰龙集团金达煤矿

2024年一季度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序

号
风险点

风险

类型
风险描述

可能

性
损失

风险

值
风险等级 危害因素 主要管控措施

管控单位

和责任人

最高管控层

级和责任人
评估日期 解除日期 信息来源

1
副井上

井口

火灾

井口20米范围内，存在可燃物、烧焊烟火、非

防爆电器及推车机暗沟油脂未清理 ，传动介质

未采用难燃液，造成矿井火灾的风险。

5 6 30 重大

1.井口操车系统传动介质未采用难燃液 。      

2.推车机暗沟内积存推车机油垢未及时清理 。  

3.违规烧焊作业。                         

4.井口20米范围内禁止吸烟。               

5.设备未定期检修并未达到完好标准 。        

6.现场监管不严。

1.加强液压操车系统日检维护，确保管路密封不漏液；2.定期检查清理推车机地沟内油脂等可燃物 ；3.规范井口动火作业管理，严禁

违规烧焊；4.副井井口房不得进行烧焊作业，必须进行烧焊作业时，必须制定安全措施，由矿长批准，并撤出井下所有人员；5.严格

落实外因火灾防治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 ；6.配备、配齐灭火设备设施；7.井口20米范围内严禁吸烟；8.井口操车系统传动介质必须采

用难燃液；9.加强副井口管理，严禁携带烟草、点火物品和易燃物品入井；10.入井人员入井前必须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11.定期组

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入井人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12.加强安全教育培训，熟练掌握《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加强操作技

能演练，增强应变能力。

运搬工区/

赵曰伟   

机电处/  

侯成果

矿长/    

颜伟国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水灾 出现大雨、暴雨，有涌入井筒的危险。 3 6 18 较大
地面持续降雨，造成雨水涌入井筒，有淹井的

风险。

1.为预防台风、暴雨、雷电、洪水造成的水害事故、停电事故，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文件矿安 [2022]65号要求，矿井成立了雨季

“三防”办公室，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灾害性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2.运搬工区负责检测井口地面的积水及翻罐笼积水的抽排情况 ，发现险情及时向“雨季三防”办公室汇

报；3.发生暴雨时或24小时内连续降雨量超过50mm时，应立即停产撤人，三分钟通知到井下所有人员；4.副井口准备好堵水物资、沙

袋、水泥等，以便在水量较大时应急使用；5.严格执行雨季“三防”工作计划，切实落实好雨季“三防”工作；6.两路供电因灾害天

气停电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通风供电；7.汛期前清挖水仓、水沟、沉淀池，确保排水畅通；8.严格落

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24小时值班制度；9.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

运搬工区/

赵曰伟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2
副井下

井口
水灾 出现大雨、暴雨，有溃水淹井的危险。 3 6 18 较大

地面持续降雨，造成雨水涌入井筒，有淹井的

风险。

1.为预防台风、暴雨、雷电、洪水造成的水害事故、停电事故，按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文件矿安 [2022]65号要求，矿井成立了雨季

“三防”办公室，定期分析、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灾害性天气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2.运搬工区负责检测井口地面的积水及翻罐笼积水的抽排情况 ，发现险情及时向“雨季三防”办公室汇

报；3.发生暴雨时或24小时内连续降雨量超过50mm时，应立即停产撤人，3分钟通知到井下；4.副井口准备好堵水物资、沙袋、水泥

等，以便在水量较大时应急使用；5.严格执行雨季“三防”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好雨季“三防”工作；6.两路供电因灾害天气停电

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通风供电；7.严格落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 24小时值班制度；8.汛期前检查一次

梯子间，确保梯子间通畅，人员升井；9.汛期前清挖水仓、水沟、沉淀池，确保排水畅通；10.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

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

运搬工区/

赵曰伟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3

中央泵

房、水

仓

水灾
受恶劣天气影响，煤矿双回路供电中断，造成

全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3 6 18 较大 井下泵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1.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2.运转工

区负责检测积水情况，发现险情及时向调度室汇报；3.两路供电因灾害天气停电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

通风供电；4.严格落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 24小时值班制度；5.确保梯子间通畅，人员升井；6.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

避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7.全面检查和维护水泵、水管、闸阀、配电设备和线路，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运转工区/

马腾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4
装载硐

室
运输

定重装载系统发生故障，数据不准确，造成超

能力组织生产的风险。
3 6 18 较大 液压定重传感器故障，造成数据偏移。

1.调度室加强监管，发现提升钩数超过规定，及时下达调度指令；2.加强定重装载设备维修维护，提高维修人员业务水平，加强液压

定重传感器日常检查、清理，确保数据准确；3.岗位司机司机发现液压定重传感器故障 ，及时汇报；4.加强调度员、主提升机司机、

岗位司机对《岗位责任制》、《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煤矿安全规程》的学习。

运转工区/

马腾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5 炸药库 其他

炸药及电子数码雷管存放、运输和使用不规

范；接触杂散电流、静电或明火导致爆炸材料

爆炸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炸药及电子数码雷管存放、运输和使用不规

范；库管员未按章操作接触杂散电流、静电或

明火导致爆炸材料爆炸。

1.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搬运、移动、存储炸药；2.隔绝杂散电流、静电、明火；3.加强电子数码雷管炸药搬运、库管员监管，

严格按《煤矿安全规程》搬运、存储电子数码雷管、炸药。

安监处/  

王亚强
矿级/安伟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6

二水平

架空乘

人装置

运输
架空乘人装置在运输人员时 ，可能产生座椅坠

落、断绳、断轴导致倒转飞车伤人的风险。
3 6 18 较大

架空乘人装置在运输人员时，可能产生座椅坠

落、断绳、断轴导致倒转飞车伤人的风险。

1.驱动系统安装失效安全型工作制动装置和安全制动装置 ，安全制动装置设在驱动轮上；2.安装减速机油温保护、速度保护、全程急

停保护、断轴保护、防脱绳保护、张紧力下降保护、越位保护、变坡点防掉绳保护等保护装置；3.检修工对各种保护每天检查试验并

如实填写记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4.对钢丝绳进行定期检查，发现绳径缩率及磨损率超限，及时更换；检查钢丝绳接头完好情况，

发现钢丝绳抽股，断丝，需重新插接；5.按照检测周期对驱动轮主轴的连接装置进行探伤检测 ；6.检查驱动轮衬块磨损超过三分之二

时，需及时更换；7.定期检查减速机是否缺油，缺油时及时添加；8.定期检查抱索器及托压绳轮衬垫磨损情况 ，对磨损超标的，及时

更换；9.机电维修工、岗位工必须经培训格方可上岗，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相关安全知识 ，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

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10.严格按照《煤矿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煤矿安全规程》规范作业；11.加强个人防护，电气作业

人员必须按照标准配戴合格的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

运搬工区/

赵曰伟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7
二水平

皮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运搬工区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

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8

二水平

泵房、

水仓

水灾
受恶劣天气影响，煤矿双回路供电中断，造成

全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3 6 18 较大 井下泵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1.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2.运转工

区负责检测积水情况，发现险情及时向调度室汇报；3.两路供电因灾害天气停电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

通风供电；4.严格落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 24小时值班制度；5.确保梯子间通畅，人员升井；6.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

避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7.全面检查和维护水泵、水管、闸阀、配电设备和线路，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运转工区/

马腾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9
14°皮

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工区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护，入

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0
东翼皮

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工区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护，入

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1
一采区

轨道巷
运输

绞车钢丝绳磨损超限、断裂；不按规定提升造

成伤人的风险。
3 6 18 较大

钢丝绳磨损超限、断裂，造成伤人事故；不按

规定提升。
1.按规定周期检查、更换钢丝绳；2.教育职工按照规定严格执行“行车不行人”制度。

运搬工区/

岗位工

矿级/潘福

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2
一采区

皮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运输工区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

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3

一采区

泵房、

水仓

水灾
受恶劣天气影响，煤矿双回路供电中断，造成

全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3 6 18 较大 井下泵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1.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2.运转工

区负责检测积水情况，发现险情及时向调度室汇报；3.两路供电因灾害天气停电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

通风供电；4.严格落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 24小时值班制度；5.确保梯子间通畅，人员升井；6.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

避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7.全面检查和维护水泵、水管、闸阀、配电设备和线路，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运转工区/

马腾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4

2#煤仓

刮仓皮

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运输工区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

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5

一采区

架空乘

人装置

运输

架空乘人装置在运输人员时 ，可能产生座椅坠

落（滑落）、断绳、断轴导致倒转飞车伤人的

风险。

3 6 18 较大

架空乘人装置在运输人员时，可能产生座椅坠

落（滑落）、断绳、断轴导致倒转飞车伤人的

风险。

1.驱动系统安装失效安全型工作制动装置和安全制动装置 ，安全制动装置设在驱动轮上； 2.安装减速机油温保护、速度保护、全程急

停保护、断轴保护、防脱绳保护、张紧力下降保护、越位保护、乘人间距保护、变坡点防掉绳保护等保护装置，减速机安装了逆止

器；3.检修工对各种保护每天检查试验并如实填写记录 ，发现异常及时处理；4.对钢丝绳进行定期检查，发现绳径缩率及磨损率超

限，及时更换；检查钢丝绳接头完好情况，发现钢丝绳抽股，断丝，需重新插接；5.按照检测周期对驱动轮主轴的连接装置进行探伤

检测；6.检查驱动轮衬块磨损超过三分之二时 ，需及时更换；7.定期检查减速机是否缺油，缺油时及时添加；8.定期检查抱索器及托

压绳轮衬垫磨损情况，对磨损超标的，及时更换；9.机电维修工、岗位工必须经培训格方可上岗，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相关

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10.严格按照《煤矿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煤矿安全规程

》规范作业；11.加强个人防护，电气作业人员必须按照标准配戴合格的个体劳动防护用品 ；12、定期检查液压制动站运行情况，确保

制动力。

运搬工区/

赵曰伟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6

五采区

泵房、

水仓

水灾
受恶劣天气影响，煤矿双回路供电中断，造成

全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3 6 18 较大 井下泵房停电，排水泵不能正常启动。

1.研究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信息 ，研究确定应对方案，启动《专项应急预案》，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 ；2.运转工

区负责检测积水情况，发现险情及时向调度室汇报；3.两路供电因灾害天气停电时，80min分钟内必须启动应急电源恢复提升 、排水、

通风供电；4.严格落实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和 24小时值班制度；5.确保梯子间通畅，人员升井；6.开展自然灾害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

避险逃生技能教育培训并至少开展 1次应急预案演练；7.全面检查和维护水泵、水管、闸阀、配电设备和线路，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运转工区/

马腾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7
七采区

皮带巷
运输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人员受

到伤害的风险。
3 6 18 较大 皮带机各种保护失灵，造成设备损坏。

1.每班必须有专人试验检查维护，确保皮带各种保护齐全有效；2.胶带司机必须经培训合格方准上岗 ，上岗前必须组织职工认真学习

相关岗位安全知识，明确岗位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达到应知应会，确保安全操作；3.管理干部加强巡查；4.强化个人防护，入井必

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5.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输工区/

刘振

矿级/    

潘福鸿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8
七采区

轨道巷
运输 绞车钢丝绳断裂造成跑车风险。 3 6 18 较大 绞车钢丝绳断裂。

1.定期检查钢丝绳，确保完好；2.提升前检查安全设施是否完好；3.绞车司机、把钩工经过培训持证上岗；4.严禁超挂车；5.绞车运

行期间出现异常，严禁继续使用；6.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运搬工区/

赵曰伟

矿级/    

安伟
2023.12 2024.12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19

密闭启

封排放

瓦斯

瓦斯
启封密闭，恢复通风，属于高危作业，可能造

成人员伤害或通风系统紊乱的风险 。
3 6 18 较大

经过检查，未能证明老空内其他有害气体无危

险便已恢复工作；恢复工作前未检查老空内的

其他有害气体。

1.通防处探明老空内其他有害气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在揭露老空后确保排除有害气体隐患 ，并安排瓦斯检查工对老空内的有害气体

浓度变化进行监测，及时向通防处汇报；

2.恢复工作前，瓦斯检查工需对老空内的有害气体情况进行检查 ，确认有害气体浓度在正常范围内方可通知掘进工区继续施工 ；

3.安全监察处对恢复工作前的有害气体情况检查工作执行监督

对老空内的知掘进工对恢续施工
。向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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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2102材

料道

运输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3 6 18 较大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1.坚持行车不行人制度；2.安监员、稽查队员、管理干部加强巡查，发现行车行人按三违论处；3.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杜绝违章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安伟 2023.12 2024.3.10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火灾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机械

、皮带摩擦发热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消防设

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3 6 18 较大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消防

设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定期检查维护，不存放可燃物，确保安全可靠。岗位工作业前应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当班班长，班长负责处

理；单位负责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标准培训 ，提高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副区长负责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班组长负责班组管理和现场

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机电处管理人员、安全检查员负责监督检查；通防处定期组织“一通三防”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

求限期整改；安检员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3.10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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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切

眼

煤尘

爆炸

12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2煤煤尘爆炸指数为

41.06%，煤尘积聚有爆炸风险。
3 6 18 较大

1、12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2煤煤尘爆炸指数

为41.06%。

2、矿井未建立完善防尘供水系统。

3、矿井防尘管路敷设不完全。

4、职工不能正确佩戴自救器。

5、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6、作业时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1.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建立地面静压水池，防尘用水管路到达所有进、回风巷等容易产生、沉积粉尘的地点；2.井下风速必须

严格控制，防止煤尘飞扬；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3.12102切眼掘进工作面都必须严格落实湿式钻眼

、冲刷岩（煤）邦，采用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转载点喷雾等综合防尘措施；4.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5.井下使用的

电气设备和机械、供电网络都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杜绝引爆火源，所有作业都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止产生静电火花的

措施，在移设机械设备过程中要轻搬轻运 ，防止摩擦、撞击出现火花；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防止金属、岩石等坚硬物体从高处落

下，以防产生撞击火花等；保持掘进作业地点湿润，减少火花的产生；6.加强封闭区域氧气等气体检测，确保密闭效果，使现场不具

备煤尘爆炸的条件；7.采用自动隔爆装置来隔绝煤尘爆炸的传播 ；8.所有接触粉尘危害的作业人员，必须佩戴防尘口罩；9.清除落

尘，防止沉积煤尘参与爆炸可有 尘�õ N« ��� &� 
� �9 ��¯

检 险 5�
提 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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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面静压庆 4.3带烟草须

面静压面静压硬物

徐 罩

带烟草罩行26
罩

行 扬煤 徐畅煤

  

2024.2024度辨带烟草4 辨辨应煤尘应 须触粉尘严严烟草测严煤尘严； 带烟草触粉烟草触粉烟草积煤尘 烟草行测烟草草积测业可.3.3面4的业
.

积煤尘 业积煤尘 积煤行业须行业煤尘

测

的

静

压

严

业草煤 ；测粉尘等面静压带烟草烟 实的.
带罩

积煤须行业煤尘 煤尘备面硬业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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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采区

2#联络

巷

煤尘

爆炸

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为

42.05%，煤尘积聚有爆炸风险。
3 6 18 较大

1。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

为42.05%。

2。矿井未建立完善防尘供水系统。

3。矿井防尘管路敷设不完全。

4。职工不能正确佩戴自救器。

5。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6。作业时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1.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建立地面静压水池，防尘用水管路到达所有进、回风巷等容易产生、沉积粉尘的地点；2.井下风速必须

严格控制，防止煤尘飞扬；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3.八采区2#联络巷必须严格落实湿式钻眼、冲刷

岩（煤）邦，采用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转载点喷雾等综合防尘措施；4.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5.井下使用的电气设

备和机械、供电网络都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杜绝引爆火源，所有作业都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止产生静电火花的措施 ，

在移设机械设备过程中要轻搬轻运 ，防止摩擦、撞击出现火花；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防止金属、岩石等坚硬物体从高处落下，以防

产生撞击火花等；保持掘进作业地点湿润，减少火花的产生；6.采用隔爆水棚来隔绝煤尘爆炸的传播 ；7.所有接触粉尘危害的作业人

员，必须佩戴防尘口罩；8.清除落尘，防止沉积煤尘参与爆炸可有效的降低爆炸威力 ，使爆炸由于得不到煤尘补充而逐渐熄灭 ；9.加

强安全培训，事故发生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处置措施执行 ，按避灾路线紧急撤离。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1.7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冒顶

（片

帮）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3 6 18 较大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1.跟班副区长负责当班安全生产指导工作 ，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及时制止，对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2.

当班安检员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立即制止，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罚；3.跟班班长安排专

人按设计要求对后路巷道进行补强支护 ；4.跟班班长负责验收，发现支护效果不达标，随意修改支护参数等现象，对责任人进行处

罚，并进行批评教育；5.安检员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督，发现不规范作业的，按违章处理；6.生产处管理员及安监人员监管检查 ，发现

未加固的，停止掘进，立即整改。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1.7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瓦斯
井下瓦斯检查不规范或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积

聚、超限等造成瓦斯事故发生。。
5 6 30 重大

1.风量不足，瓦斯积聚。2.瓦斯检查员漏检、

假检造成瓦斯积聚爆炸的风险。3.安全监控系

统失效，瓦斯超限后不能发出声光报警。4.未

检查通风情况或未对作业地点风筒进行掩护 。

5.采煤机附近瓦斯积聚。

1.加强局部通风管理，按《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周期测风，风量不足时及时撤人；2.加强瓦检员管理；3.按规定周期检查、调校，确

保监控系统齐全有效；4.工区跟班管理干部监督落实作业地点通风情况 ，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立即纠正处理并批评教育；5.安检员现

场监督落实瓦检员对井下通风、瓦斯、煤尘等隐患检查情况，发现不按要求检查的，立即纠正进行处理，另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罚；

6.综掘机司机开机前先利用便携式瓦检仪检查综掘机附近瓦斯浓度 ，当发现甲烷浓度≥1%时，必须采取措施处理瓦斯，待甲烷浓度<1%

时方可开机截割；7.跟班班长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综掘机司机未检查瓦斯进行开机的 ，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批评教育；8.安

检员对作业过程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对不规范作业的，按违章处理；9.强化个人防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10.加

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综掘工区/

徐畅    

通防处/  

王步伟

矿长/    

颜伟国
2023.12 2024.1.7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运输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3 6 18 较大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1.坚持行车不行人制度；2.安监员、稽查队员、管理干部加强巡查，发现行车行人按三违论处；3.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杜绝违章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安伟 2023.12 2024.1.7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火灾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机械

、皮带摩擦发热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消防设

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3 6 18 较大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消防

设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定期检查维护，不存放可燃物，确保安全可靠。1.岗位工作业前应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当班班长，班长负责

处理；2.单位负责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标准培训 ，提高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3.副区长负责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班组长负责班组管理

和现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4.机电处管理人员、安全检查员负责监督检查；5.通防处定期组织“一通三防”检查、发现不符合

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6.安检员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1.7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32
八采区

皮带巷

煤尘

爆炸

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为

42.05%，煤尘积聚有爆炸风险。
3 6 18 较大

1。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

为42.05%。

2。矿井未建立完善防尘供水系统。

3。矿井防尘管路敷设不完全。

4。职工不能正确佩戴自救器。

5。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6。作业时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1.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建立地面静压水池，防尘用水管路到达所有进、回风巷等容易产生、沉积粉尘的地点；2.井下风速必须

严格控制，防止煤尘飞扬；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3.八采区皮带巷必须严格落实湿式钻眼 、冲刷岩

（煤）邦，采用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转载点喷雾等综合防尘措施；4.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5.井下使用的电气设备

和机械、供电网络都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杜绝引爆火源，所有作业都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止产生静电火花的措施 ，在

移设机械设备过程中要轻搬轻运 ，防止摩擦、撞击出现火花；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防止金属、岩石等坚硬物体从高处落下，以防产

生撞击火花等；保持掘进作业地点湿润，减少火花的产生；6.采用隔爆水棚来隔绝煤尘爆炸的传播 ；7.所有接触粉尘危害的作业人

员，必须佩戴防尘口罩；8.清除落尘，防止沉积煤尘参与爆炸可有效的降低爆炸威力 ，使爆炸由于得不到煤尘补充而逐渐熄灭 ；9.加

强安全培训，事故发生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处置措施执行 ，按避灾路线紧急撤离。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9.6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冒顶

（片

帮）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3 6 18 较大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1.跟班副区长负责当班安全生产指导工作 ，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及时制止，对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2.

当班安检员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立即制止，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罚；3.跟班班长安排专

人按设计要求对后路巷道进行补强支护 ；4.跟班班长负责验收，发现支护效果不达标，随意修改支护参数等现象，对责任人进行处

罚，并进行批评教育；5.安检员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督，发现不规范作业的，按违章处理；6.生产处管理员及安监人员监管检查 ，发现

未加固的，停止掘进，立即整改。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9.6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瓦斯
井下瓦斯检查不规范或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积

聚、超限等造成瓦斯事故发生。。
5 6 30 重大

1.风量不足，瓦斯积聚。2.瓦斯检查员漏检、

假检造成瓦斯积聚爆炸的风险。3.安全监控系

统失效，瓦斯超限后不能发出声光报警。4.未

检查通风情况或未对作业地点风筒进行掩护 。

5.采煤机附近瓦斯积聚。

1.加强局部通风管理，按《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周期测风，风量不足时及时撤人；2.加强瓦检员管理；3.按规定周期检查、调校，确

保监控系统齐全有效；4.工区跟班管理干部监督落实作业地点通风情况 ，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立即纠正处理并批评教育；5.安检员现

场监督落实瓦检员对井下通风、瓦斯、煤尘等隐患检查情况，发现不按要求检查的，立即纠正进行处理，另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罚；

6.综掘机司机开机前先利用便携式瓦检仪检查综掘机附近瓦斯浓度 ，当发现甲烷浓度≥1%时，必须采取措施处理瓦斯，待甲烷浓度<1%

时方可开机截割；7.跟班班长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综掘机司机未检查瓦斯进行开机的 ，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批评教育；8.安

检员对作业过程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对不规范作业的，按违章处理；9.强化个人防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10.加

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综掘工区/

徐畅    

通防处/  

王步伟

矿长/    

颜伟国
2023.12 2024.9.6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运输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3 6 18 较大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1.坚持行车不行人制度；2.安监员、稽查队员、管理干部加强巡查，发现行车行人按三违论处；3.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杜绝违章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安伟 2023.12 2024.9.6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火灾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机械

、皮带摩擦发热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消防设

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3 6 18 较大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消防

设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定期检查维护，不存放可燃物，确保安全可靠。1.岗位工作业前应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当班班长，班长负责

处理；2.单位负责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标准培训 ，提高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3.副区长负责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班组长负责班组管理

和现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4.机电处管理人员、安全检查员负责监督检查；5.通防处定期组织“一通三防”检查、发现不符合

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6.安检员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9.6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33
八采区

轨道巷

煤尘

爆炸

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为

42.05%，煤尘积聚有爆炸风险。
3 6 18 较大

1、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

为42.05%。

2、矿井未建立完善防尘供水系统。

3、矿井防尘管路敷设不完全。

4、职工不能正确佩戴自救器。

5、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6、作业时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1.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建立地面静压水池，防尘用水管路到达所有进、回风巷等容易产生、沉积粉尘的地点；2.井下风速必须

严格控制，防止煤尘飞扬；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3.八采区轨道巷必须严格落实湿式钻眼 、冲刷岩

（煤）邦，采用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转载点喷雾等综合防尘措施；4.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5.八采区轨道巷掘进工

作面都必须使用取得产品许可证的煤矿许用炸药和煤矿许用雷管 ；6.井下使用的电气设备和机械、供电网络都必须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规定，杜绝引爆火源，所有作业都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止产生静电火花的措施 ，在移设机械设备过程中要轻搬轻运 ，防止摩擦

、撞击出现火花；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防止金属、岩石等坚硬物体从高处落下，以防产生撞击火花等；保持掘进作业地点湿润，减

少火花的产生；7.加强封闭区域氧气等气体检测，确保密闭效果，使现场不具备煤尘爆炸的条件；8.采用隔爆水棚来隔绝煤尘爆炸的

传播；9.所有接触粉尘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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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采区

轨道巷

火灾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机械

、皮带摩擦发热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消防设

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3 6 18 较大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消防

设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定期检查维护，不存放可燃物，确保安全可靠。1.岗位工作业前应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当班班长，班长负责

处理；2.单位负责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标准培训 ，提高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3.副区长负责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班组长负责班组管理

和现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4.机电处管理人员、安全检查员负责监督检查；5.通防处定期组织“一通三防”检查、发现不符合

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6.安检员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 。

综掘工区/

徐畅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8.21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34
16712材

料道

煤尘

爆炸

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为

42.05%，煤尘积聚有爆炸风险。
3 6 18 较大

1、16煤煤尘具有爆炸性，16煤煤尘爆炸指数

为42.05%。

2、矿井未建立完善防尘供水系统。

3、矿井防尘管路敷设不完全。

4、职工不能正确佩戴自救器。

5、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工作。

6、作业时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1.建立完善的防尘供水系统，建立地面静压水池，防尘用水管路到达所有进、回风巷等容易产生、沉积粉尘的地点；2.井下风速必须

严格控制，防止煤尘飞扬；严格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对井下生产性粉尘进行监测；3.16712材料道必须严格落实湿式钻眼、冲刷岩

（煤）邦，采用装岩（煤）洒水和净化风流、转载点喷雾等综合防尘措施；4.严禁携带烟草和点火物品下井；5.16712材料道掘进工作

面都必须使用取得产品许可证的煤矿许用炸药和煤矿许用雷管 ；6.井下使用的电气设备和机械、供电网络都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规定，杜绝引爆火源，所有作业都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止产生静电火花的措施 ，在移设机械设备过程中要轻搬轻运 ，防止摩擦、

撞击出现火花；采取针对性安全措施，防止金属、岩石等坚硬物体从高处落下，以防产生撞击火花等；保持掘进作业地点湿润，减少

火花的产生；7.加强封闭区域氧气等气体检测，确保密闭效果，使现场不具备煤尘爆炸的条件；8.采用隔爆水棚来隔绝煤尘爆炸的传

播；9.所有接触粉尘危害的作业人员，必须佩戴防尘口罩；10.清除落尘，防止沉积煤尘参与爆炸可有效的降低爆炸威力 ，使爆炸由于

得不到煤尘补充而逐渐熄灭；11.加强安全培训，事故发生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处置措施执行 ，按避灾路线紧急撤离。

掘二工区/

王开庆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11.2

3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冒顶

（片

帮）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3 6 18 较大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1.跟班副区长负责当班安全生产指导工作 ，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及时制止，对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2.

当班安检员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立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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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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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材

料道联

络巷

冒顶

（片

帮）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3 6 18 较大

临时支护支设不规范。未按规定施工锚杆锚索

。被跨、穿越巷道和掘进巷道未及时加固或加

固不合格。

跟班副区长负责当班安全生产指导工作 ，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及时制止，对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当班

安检员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发现未进行临时支护或支护不完善有人员进入 ，立即制止，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跟班班长安排凿岩机司

机按设计要求对超前巷道进行补强支护 ；跟班班长负责验收，发现支护效果不达标，随意修改支护参数等现象，对责任人进行处罚，

并进行批评教育；安检员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督，发现不规范作业的，按违章处理；距离跨、穿越小于20m时，队长、技术员在班前会上

说明跨、穿越剩余距离；跟班副队长现场管理到位，剩余5m前要求班组长加固到位；3.生产处管理员及安监人员监管检查 ，发现未加

固的，停止掘进，立即整改。

掘二工区/

王开庆

矿级/    

徐继伟
2023.12 2024.1.11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瓦斯
井下瓦斯检查不规范或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积

聚、超限等存在瓦斯爆炸的风险。
5 6 30 重大

1.风量不足，瓦斯积聚。                   

2.瓦斯检查员漏检、假检造成瓦斯积聚爆炸的

风险。3.安全监控系统失效，瓦斯超限后不能

发出声光报警。4.未检查通风情况或未对作业

地点风筒进行掩护。5.综掘机附近瓦斯积聚。

1.加强局部通风管理，按《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周期测风，风量不足时及时撤人；2.加强瓦检员管理，防止假检、漏检；3.按规定周

期检查、调校，确保监控系统齐全有效；4.工区跟班管理干部监督落实作业地点通风情况 ，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立即纠正处理并批评

教育；5.安检员现场监督落实瓦检员对井下通风 、瓦斯、煤尘等隐患检查情况，发现不按要求检查的，立即纠正进行处理，另对相关

责任人给予处罚；6.放炮前由瓦斯检查员检查放炮地点附近瓦斯浓度 ，当发现甲烷浓度≥1%时，必须采取措施处理瓦斯，待甲烷浓度

<1%时方可开机截割；7.跟班班长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瓦斯检查员未检查瓦斯的，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并批评教育。8.强化个人

防护，入井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9.加强安全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降低伤害风险。

通防处/  

王步伟   

综掘工区/

徐畅

矿长/颜伟

国
2023.12 2024.1.11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运输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3 6 18 较大

调度绞车运行或斜巷提升时行人 ，有伤人的危

险。

1.坚持行车不行人制度；2.安监员、稽查队员、管理干部加强巡查，发现行车行人按三违论处；3.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杜绝违章

。

掘二工区/

王开庆
矿级/安伟 2023.12 2024.1.11

2024年度辨

识报告

火灾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机械

、皮带摩擦发热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 。消防设

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3 6 18 较大
设备机械、电缆、接线盒失爆引发火灾。消防

设施不完好，灭火器过期失效压力不足。

定期检查维护，不存放可燃物，确保安全可靠；岗位工作业前应检查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当班班长，班长负责处

理；单位负责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标准培训 ，提高业务技能和安全意识；副区长负责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班组长负责班组管理和现场

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机电处管理人员、安全检查员负责监督检查；通防处定期组织“一通三防”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

求限期整改；6.安检员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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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炮
出现“盲爆”时，人员未断开总线就检查线路

。爆破作业未执行 “三人连锁爆破”制度。
3 6 18 较大

出现“盲爆”时，人员未断开总线就检查线路

。爆破作业未执行 “三人连锁爆破”制度。

出现“盲爆”时，先断开总线，然后再检查线路。1.严格执行 “三人连锁爆破”制度；2.安监员加强现场监督，未按要求操作，按违

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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