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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树泉煤矿始终坚持“把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的原则，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中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要求，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夯实安

全生产标准化基础，把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做为深化改革、源头治理、遏制事故发生的有力抓手，积极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

全面提高矿井的安全生产防控能力和水平。

Abstract: Yushuquan Coal Mine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risk control in front of hidden dangers, hidden dangers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in front of accidents”,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safety risk classification control, accident hidden dangers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strengthen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hidden dangers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 prevention system as a strong starting point for deepening reform, 

source control, and curbing accidents, actively promote the safety of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safety of mine 

produ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city an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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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行的双重预防管理系统不能有效指导安全生产，存在

风险辨识与评估管控不到位，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执行不到

位，造成隐患大量出现，隐患的排查、通知、整改、复查验

收各个环节衔接的时间较长，造成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效果不

理想，没有实现全员参与，无法满足矿井的发展需要，存在

内容缺失，缺少预警功能、双重预防考核等功能，不利于矿

井的安全管理工作。

2 成果内涵
①是解决了双重预防体系在矿井落地生根，开辟了新方

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成果转移转化

产生重大安全和经济效益。

②是建立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平

台，实现从风险辨识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有效支持

企业安全管理动态化、智能化。

③是双重预防信息化管理系统所有信息资源统一部署在

云服务器上，通过互联网访问，配套手机 App 与电脑端数

据实时同步，井下现场利用防爆智能手机移动终端 App 与

人员定位系统、监控系统相结合，采用大数据、可视化、移

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双重预防机制有效落地，实现

了风险隐患信息化、时效化、可观化、预警化管理 [1]。

3 主要做法

3.1 创新的整体思路、目标
中国煤矿的智能化开采在最近十年尤其是“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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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开启了中国智能化开采的新时代。

以生产系统智能化控制软件为核心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应

运而生，而传统管理模式和工作模式难以适应智能化煤矿。

本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原有的主动预防型安全信息

化管理系统为基础，增加双重预防工作目标、组织机构、基

本知识模块；“1+4”风险辨识模块；风险管控目标落实模

块；重大安全风险“PDCA”考核模块；井下现场跟班领导、

班长安全确认模块；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模块；事故隐患汇

总分析模块；单位自查隐患模块；上级检查隐患整改模块；

不安全行为管理模块；矿井证件管理模块等，同时建立使用

双重预防体系手机端 App。结合智能化技术，对井下现场存

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控和预警，实现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

处置，从而达到保障工人安全、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实现

煤矿智能化的深入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管理思路与模

式，全面梳理煤矿安全管理流程，优化管理方式，创新智能

化煤矿管理新体系。

3.2 重点创新内容的实施
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基础，双重预防体系为核心。重点

突出风险管控、安全检查、安全培训、监测预警等功能，最

终构建全矿井全员双重预防管理 [2]。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

3.2.1 双重预防信息化管理的功能
与厂家合作开发榆树泉煤矿双重预防 App，App 首页包

含风险管控、隐患治理、显示当前位置、当前位置重大风险

数量、当前位置待整改隐患数量、当前位置待复查隐患数量、

管控风险数量、待整改隐患提醒、待复查隐患数量、三违管

理、安全培训、工作计划、公告公布功能。系统功能主要包括：

双重预防相关制度文件的查看、年度安全风险辨识报告的审

批查看、专项辨识的审批查看、现状安全风险辨识的审批查

看、安全风险管控落实情况的考核、矿领导跟班下井对安全

风险的管控落实、班组安全风险管控情况的确认、隐患的统

计筛选和分析、隐患的判定标准和处罚条款的关联、隐患的

上传整改验收闭合销号、井下现场风险隐患的区域推送、安

全工作计划的预警、证件的预警和消息推送、双重预防培训

资料的上传查看等，信息化管理系统具有安全可靠、良好的

工作性能和效率、可扩展性、可移植性等领先优势。

3.2.2 分析总结，创建榆树泉煤矿双重预防工作建设

七步工作法
榆树泉煤矿始终坚持“把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

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的原则，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中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的相关要求，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夯实

安全生产标准化基础，把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做为深化改革、

源头治理、遏制事故发生的有力抓手，积极推动安全生产关

口前移，全面提高矿井的安全生产防控能力和水平，经过探

索和实践，总结出“双重预防”建设工作法，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建立安全风险

清单和数据库，实现风险管控全覆盖。

①以生产作业计划为依据，全面排查风险点。矿井在“一

矿多点、一点多源、一源多险、一险多控、失控为患”的双

重预防机制体系理论框架指导下，以矿井年度生产作业计划

为依据，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矿井所有区域（采掘工作面、

巷道、水泵房、中央变电所、各类作业活动）划分出 148 个

风险点，对每一个风险点排查研判安全风险，对每一条安全

风险制定管控措施。

②开展年度安全风险辨识，编制安全风险清单。每年

12 月份，由矿长亲自组织，对本年度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效

果进行分析，同时组织开展下一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

作，在对矿井存在的灾害因素，即水、火、瓦斯、煤尘、顶

板、提升运输，进行重点辨识评估的基础上，开展全面风险

辨识评估，形成矿井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报告，建立了煤

矿安全风险数据库，并明确每一项安全风险的管控单位和责

任人，并逐项制定了管控措施，形成安全风险管理清单。

③及时开展各项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补充完善

安全风险清单 [3]。结合矿井年度及月度安全生产计划，针对

“四个专项”安全风险辨识的条件，由安全健康环保科督促，

相关责任单位结合专项辨识的情况提前下发“关于开展专项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的通知”，明确具体的辨识评估时间、参

加的单位、需提前准备的资料等，规范专项安全风险辨识的

流程，最终形成辨识评估报告，新辨识的安全风险添加到矿

井安全风险清单。

④制作岗位风险告知卡，有效提升职工的风险意识。在

开展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时，组织各生产科室、区队技术

人员及班组长等相关人员对各岗位作业活动存在的安全风

险进行辨识评估，并制作各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每一位职

工在施工前，对照本岗位的安全风险进行安全确认，有效提

升职工的安全风险意识，保障了现场施工安全。

第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落实全员风险管控职责。

①安全风险管控分级。将辨识出来的安全风险从高到低

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

级，再对应划分管控等级和管控目标，通过矿井级、系统级、

班组级和岗位级四个等级管控，同时要求上一级负责管控的

安全风险，下一级必须同时负责管控。实现全矿井安全风险

层层设防，齐抓共管。

②定期检查。矿长每月组织分管负责人及相关科室、区

队对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管控效果进行一次排查，

并分析研判重大风险管控情况。分管负责人每半月组织相关

人员对覆盖分管范围的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管控

效果进行一次排查，并分析研判重大风险管控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向矿长汇报。矿长每年组织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落实情况和管控效果进行总结分析 , 指导下一年度安全风险

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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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领导带班管控。矿领导应按照《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

安全监督检查规定》，执行煤矿领导带班制度，在矿领导带

班期间跟踪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并向矿长上报。

④动态管控。区队长、班组长每班作业时对重大风险管

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确认，鼓励督促区队长、班组长、

岗位人员在管控重大风险的基础上，对辨识出的其他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第三，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排查全覆盖，

隐患全清零。

按照各风险因素隐患排查周期的要求，定期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活动。把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注

重事前预防，源头的治理，从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中排查隐患，

在隐患排查中倒查风险辨识是否全面，形成有机统一的双重

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体系。煤矿采用定期隐患排查和专项隐患

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矿长每月组织各分管负责人及相关

科室、区队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管控效果及

覆盖各系统、各岗位的事故隐患开展一次事故隐患排查。矿

分管采掘、机电运输、通风、地测防治水等工作的负责人每

半月组织相关人员对覆盖分管范围的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

施落实情况、管控效果和事故隐患开展 1 次排查。矿领导带

班下井过程中跟踪带班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

况，排查事故隐患，记录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

事故隐患排查情况。生产期间，每天安排管理、技术和安检

员进行巡查，对作业区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岗位作业人员

作业过程中随时排查事故隐患。根据安全管理情况，不定期

的专项隐患排查。

第四，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夯实从业人员素质。

每年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坚持以考促学、

以讲促学、确保所有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安全生产知识和

技能。突出重点培训内容，使从业人员能够熟悉岗位安全责

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熟知岗位存

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及防范措施，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第五，做好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考核 , 持续推进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

①针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情况进行考核。为有效保障重

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执行落实，矿井组织相关技术管理人

员对每一项管控措施进行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制定每一项管

控措施的管控目标，同时量化每一个管控目标的考核指标。

每月通过对每一项管控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落实考核，分析

研判此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管控效果及不足，有效提

升重大安全风险的管控效果。每月考核结果均在矿井月度双

重预防推进会议中进行通报，并形成月度考核通报。

②针对全矿各系统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考核。以

安全健康环保科为具体考核实施单位，主要考核各系统每半

月开展针对本系统的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对各专业科室日常

入井隐患排查情况及每日对本专业涉及的风险管控措施进

行落实排查情况。重点考核各系统科室对风险“管了没有，

管控效果如何，管控效果不好改进了没有”，每月对各安全

生产科室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汇总考

核信息报矿领导审批后在双重预防月度会议中通报，通过考

核不断完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治理管理中的漏洞。

第六，以信息化管理系统为基础，夯实双重预防机制运

行效果。

利用防爆手机在井下现场实现了对安全风险的记录、跟

踪、统计、分析、上报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和对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记录统计、过程跟踪、逾期报警、信息上报的信息化

管理。通过双重预防信息系统与矿井 4G 网络的应用运行，

实现了井上下风险隐患全闭环、全过程、信息化、及时化、

直观化、预警化管理。

第七，以“PDCA”模式为基本，不断提升安全治理效能。

按照“PDCA”的管理模式，将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过程

分为计划、实施、检查、处置改进四个步骤，针对每一个步

骤完成情况制定考核指标，形成“PDCA”考核审核表。每

月组织管理技术人员，对每一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过程中各

个步骤环节实施情况进行考核，准确查找出管控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予以改正，不断完善重大风险管控措施，消除管

理中的漏洞。同时利用月度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会议对上级检

查的隐患及矿井自查的隐患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查找隐患产

生的根源问题，根据问题的根源与风险清单进行对比，查缺

补漏，从隐患管理反推风险管控中的不足，补充完善相对应

的风险清单和管控措施，进一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PDCA”

循环管理螺旋上升，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达到预控效果。

4 结论
双重预防信息化管理系统及手机 App 的建立使用，可

以帮助矿山企业更好地管控风险，使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显

著提高，极大地提高全矿井管理活动的效率，保障员工的安

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积极推广和应用这一技术，让

更多的矿山企业受益，共同构建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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