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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矿是重要的能源，随着工业化生产技术的大力发展，

目前中国煤矿开采的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但煤矿作业本身

过程复杂，且极容易因为人员操作失误等导致意外事故的发

生，如有毒气体侵袭人员安全等，因此，做好煤矿生产安全隐

患的防范工作至关重要。一通三防是煤矿企业应对煤矿安全

风险的重要措施，其中一通指通风，而三防分别为防火、防

尘、防瓦斯。

2 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

看，人类活动需要安全而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中国宪法明

确规定，现代企业需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员工的劳

动报酬，改善其劳作环境，加强员工的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是

国家对生产活动提出的基本要求，旨在保护人们的生命权不

受侵犯[1]。煤矿生产工作有一定危险性，企业管理不严、工作

人员操作不甚等均会引发安全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因此，煤矿企业必须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发展的核心，建

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增加安全设施的投入。

3 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

3.1 通风条件差

随着科技的进步，开采强度逐渐增大，机械化程度逐步

提高，导致瓦斯管理困难、矿井需风量大，而通风条件差制约

了矿井供风困难[2]。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因素导致，其一是矿

井采掘设计不合理，导致通风系统设计存在串联通风、共用

回风等现象。其二是通风设备、设施管理不到位，为煤矿生产

埋下了安全隐患。

3.2 防火技术落后

地下煤层与氧气充分接触后，容易诱发火灾，因此，许多

煤矿企业设计了防火管道与防火池进行火灾预防，但还有相

当一部分企业为了眼前的利益，忽视防火管道与防火池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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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再加上煤矿防火技术不够先进，导致地下煤矿生产过程

中发生火灾事故的可能性较大。

3.3 防尘作业存在安全隐患

防尘也是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关注的内容，现阶段大多数

煤矿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入一定资金用于配置防尘设

备，并由监管人员全权负责防尘工作的落实与监督，然而防

尘作业的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员工为了方便地下作业，不规

范佩戴口罩，增加了患上尘肺病的可能性。另外，粉尘防治不

到位，井下作业环境恶劣复杂，容易引发粉尘爆炸。

3.4 瓦斯管理问题

一直以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是瓦斯管理。瓦斯

防治需要长时间的布局与规划，勘测地质构造、布置工作面

阶梯、优化采煤方式等，但是当前很多中小型矿井的瓦斯治

理机制并不到位，无法满足煤矿安全生产的要求。第三，投入

力度不足。瓦斯治理要求企业投入一定资金，购置充足的安

全装备，安装多种安全设施，但受到重生产、轻安全思想的影

响，有些煤矿企业在安全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不足，使瓦斯

灾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4 煤矿安全生产的应对策略

4.1 优化通风系统，改善通风条件

针对通风条件差的问题，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第

一，优化通风系统。从采掘设计层面就充分考虑通风系统的

合理性和可靠性，采用科学的采掘布置，优化通风方式，降

低通风阻力；通风设备、设施要做到检修到位，保障设备正

常运转，设施完好可靠，构建稳定、可靠、高效的通风系统。

第二，合理选择通风设备。在确定主要通风机和局部通风机

选型时，要科学、合理，尤其是新建矿井，要选择高效、先进

的设备，为后续改扩建、增产奠定基础，确保通风能力满足

生产需要。

4.2 重视防火设备和防火技术的运用

为了有效规避煤矿生产的安全风险，降低火灾事故的发

生率，煤矿企业必须重视防护设备和防火技术的运用。一方

面，依据实际生产需求制定防火方案，合理布局防火设备，建

立防火池。在建设完防火池之后，一旦正式投入使用，需要及

时打开防火泵，削弱突发火灾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应用

已有的防火技术，并加强防火技术的开发，提升防火技术的

合理性。

4.3 关注粉尘防治

粉尘是井下人员不得不面对的威胁，煤矿企业应关注粉

尘防治，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首先，企业应加强粉尘

防治，规定所有人员下井必须规范佩戴口罩，对未按照要求

执行的员工进行处罚，避免粉尘损害一线人员的呼吸道。其

次，企业需要采取措施减少粉尘，如定期进行井下冲刷，或者

喷洒水雾等，改善井下作业环境。

4.4 加强瓦斯管理

第一，人员方面。首先，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培训工作，

制定员工的培养方案，按照计划定期组织技术培训。其次，

优化人员结构，提高人员的从业门槛，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

度。最后，提高优秀人才的工资待遇，为员工提供一定的生活

补助，激发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3]。第二，制度方面。首先，

建立瓦斯抽放与监测评价制度，将瓦斯事故的责任落实到

个人与小组当中，保障制度的有效落实。其次，建立地面适

宜的抽采制度与评价制度。瓦斯抽放是瓦斯管理的核心，抽

采时需要注意地面预抽与地下抽采的紧密联合，设置科学

合理的排采制度。最后，重视低浓度瓦斯的应用，提高瓦斯

纯度。第三，科研方面。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积极将瓦斯抽

采、煤矿开采相关的自动化设备引入井下，降低人员进入一

线工作比例，发挥科学技术的应用价值，为安全生产创造有

利条件。

5 结语

人员安全是第一要务，而在煤矿生产过程常伴随一系列

不安全因素，威胁人员安全，因而煤矿灾害防治手段的创新

就显得格外重要。一通三防是煤矿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的必要

手段，本文主要对当前一通三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分

析，并给出了针对性措施，希望引起相关企业的重视，进而将

一通三防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提高煤矿企业的危险防范质

量，保障人员安全和企业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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