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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中国的煤炭资源丰

富，但在煤矿开采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瓦斯气体。如

果这些气体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和控制，将会对煤矿生

产带来严重的威胁和影响。因此，瓦斯防治技术与煤矿

矿井通风安全是十分重要的部分。然而，我国的瓦斯防

治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

影响了煤矿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对煤矿工人的安全构成

了威胁。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我们应该加强科技创新和

技术引进，加大对瓦斯防治技术和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的

研究和应用。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煤矿工人的职业安全

培训，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通过不断

的改进与升级，实现煤矿智能化的管理，以确保煤炭资

源最大程度地得到开发，同时也保障煤矿生产的安全可

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煤炭资源，提升中

国煤炭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一、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管理与瓦斯防治技术发展

现状

近年来，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煤矿安全生产情况

的投入与监管力度正在逐渐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煤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概率。然而，仍有部分煤矿

企业进行盲目开采，甚至非法开采，造成了重大的安全

隐患。首先是通风环境方面，煤矿矿井内的瓦斯通常由

抽风系统进行抽排，近年来随着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加

强对煤矿开采相关技术的投入与监管力度，一定程度上

减小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然而，仍有部分煤矿企业

进行盲目开采，甚至非法开采。通风环境的好坏是影响

瓦斯浓度的关键因素目前很多煤矿企业为了提高开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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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更深层次的煤矿开采，而忽略了相应通风设施

的配备，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也对环境带来了不利

的影响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智能化设备的飞速发展，当代

煤炭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升级。现阶段很多煤炭企

业充分利用计算机设备对井内瓦斯浓度及安全状况进行

检测，经由统一的数据库进行管理并上传至安监局，大

大提高了瓦斯含量检验效率，更加及时有效地避免了瓦

斯爆炸等安全事故的发生。然而，部分煤矿企业仍对安

全管理产生一定的疲软心理，对于智能化安全监测设备

的规范化管理方面仍有欠缺。一方面没有根据煤矿的实

际情况，选取合适的监测设备，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

另一方面，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及相关安全培

训，造成了一定安全隐患。

二、煤矿通风的重要性

1. 煤矿井下有害气体稀释排除

煤矿生产作业中，出现有毒气体、有害物质等是很

常见的，井下环境一直遭受这些有害物质的侵蚀。比如

爆破作业时，作业机器会制造出一氧化碳，若不进行及

时处理，当空气中含量达到 0.016% 时，便会使工作人员

出现轻中毒反应；浓度达到 0.4% 时，工作人员会进入昏

迷状态，此时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另外，瓦斯气体不仅对工作人员的身体有影响，且

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在特定环境下会发生爆炸，造

成更严重的事故。此外，若煤矿矿井下出现硫化氢，这

种有害物质轻松便可使矿下人员中毒，此物质在矿下易

遇水析出。

2. 改善煤矿井下工作环境

因地质、温度、湿度等原因，煤矿井下的环境有着

密度增大或压力突变等情况。出现这些情况时，工作人

员面对井下突变的环境，会有极为明显的不适感。并且

伴随煤矿井下环境变化，煤矿开采所需要的方式也需要

及时进行调整，在生产过程中受温度、湿度影响可能导

致作业出现偏差，影响到矿井正常作业。

故而，需做好矿井下通风管理，确保井下温度、湿

度等趋于平衡与稳定；同时，降低其他因素对井下环境

造成的影响，是矿井下工作环境更利于作业的进行；此

外，稳定的作业环境，开采机械的作业状态也会呈现稳

定样式，不会过多的受温度、湿度等影响。

3. 保障煤矿矿井的抗灾能力

首先，良好的通风可确保矿层密度、稳定和湿度等

物理系数的稳定，可确保矿井内结构稳定，矿井的抗灾

能力得到保障。其次，煤矿本身与空气、水分等接触出

现化学反应，进而使空气中存在有害气体、粉末，此时

遇到火花或处于其他特定环境下，便会发生爆炸。而良

好的通风管理，可通过通风系统稀释空气中的易爆炸物

质浓度，降低发生爆炸的概率。最后，通风可是矿下空

气条件符合采矿要求，由于提高煤矿的作业效率、作业

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故的发生。

4. 矿井氧气供应

煤矿矿井下的空间较小，且与地面有着一定的距离，

使得矿井中易出现氧气供应不足，无法支持工作人员采

矿作业，这不仅影响了矿下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且

会对工作人员的身体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出现晕眩、

呕吐等问题严重情况下会造成生命威胁。通风安全管理

及瓦斯防治可为矿下作业环境提供适量的氧气，避免因

氧气不足问题降低矿井生产效率，避免工作人员的生命

安全受到威胁。

三、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管理与瓦斯防治技术存在

问题

1. 安全管理存在缺陷

煤矿企业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煤矿

矿井和矿工的安全。然而，目前很多煤炭企业还在采用

传统的管理办法，对井下通风系统、各安全环节都没有

进行专业监管，也没有配备智能化监测装备。此外，为

了追求煤炭开采量，一些企业甚至不分昼夜地进行开采，

导致矿工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重视和

解决，以确保煤炭企业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 瓦斯防治水平落后

瓦斯是一种危险的气体，如果监测和处理不当，将

会对矿工和煤矿造成极大的威胁。即使煤矿企业在井下

安装了监测设备和必要的防治措施，由于煤矿开采不断

地向深部拓展，工作环境异常艰苦，对工人的身体和心

理压力很大。此外，矿工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对

安全问题的不重视，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煤炭

企业应该加强员工培训和安全管理，避免事故的发生。

同时，引进智能化监控和防治技术，提高煤矿的安全性

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3. 瓦斯防治意识较低

瓦斯防治意识较低普遍存在，通过实际调查，发现

问题更为严重，大量的煤矿下工作人员都知道要做好通

风，但部分人员只了解到通风是为确保矿井下的氧气充

足，而忽略了通风管理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即有害气体、

有害物质的稀释、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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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最易泄漏的气体非瓦斯莫属，瓦斯极易引

起火灾爆炸。如果煤矿井下工作人员瓦斯防治意识较低，

使其防治措施做的不到位，无法起到实效，会导致矿井

下作业得不到安全保障，多种安全隐患存在于员工作业

环境中。

四、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管理与瓦斯防治技术改进

措施

1. 做好通风量的调节

通风量的调结工作建议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保证所有通风设施性能没有问题，矿井中利用风桥、风

筒等风筒。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结构

与材料，从而使风进入矿井内，再借助不同管道将不同

的风引入或引入，例如煤矿外的空气引入，煤矿井内受

侵蚀的空气排除，还可利用通风管理调节流向、风量。

其次，要严格确保风筒严密，不可出现漏风问题。最后，

局部通风管理，煤矿井下整体的通风量调节很重要。在

做好此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做好局部风量调节，对煤矿

井下各区域进行实时监控，确保每个区域的通风管理效

果良好。

2. 有害物质的抽放

通风量调节可确保空气的正常流通，稀释煤矿井下

空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但还需要采取抽放措施，加大

有害物质的排除力度。矿井通风安全管理的目标是避免

煤矿出现各类事故，通过降低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

促使矿下空气良好、环境稳定，因此采取抽放措施是必

要工作内容。通过抽放可大幅提供矿下有害物质的清除

效果，使矿下空气各项物质含量向正常指标转变。

3.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技术层面的瓦斯防治是煤矿企业所需具备的硬件条

件，制度层面的安全管理则是瓦斯通风安全的重要保障。

因此，在具体制定过程中，需要相关管理人员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

第一，做好查漏补缺。现阶段，很多煤矿企业都建

立了适用于自身的安全管理制度，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对

现阶段的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并与相关技术人

员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更好的形成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

制度，同时针对煤矿开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并进行处理。

第二，完善瓦斯监测制度。如上文所述，瓦斯监测

是确保井下通风环境的关键环节，相关人员应建立科学

的监测模式与检查制度，提高井下作业人员及相关技术

人员对于瓦斯含量监测的重视程度，推动企业提高瓦斯

监测技术，最大程度的避免瓦斯泄露问题。

第三，做好奖惩政策。面对现阶段瓦斯泄露事件不

断发生的问题，相关煤矿企业应建立严格的责任落实制

度，根据煤矿开采实际情况不断完善通风系统，推动煤

矿企业更为安全的运行。

4. 加强预报预测能力

煤矿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对其进行管理的

过程中，良好的预报预测能力是避免重大人员伤亡事件

发生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自动化技

术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各行各业中，降低了安全事故

发生概率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应急事件反应效率。现阶

段我国煤炭开采行业已经很好的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技术

的升级，不仅体现在采掘设备的升级优化，还体现在通

风系统的不断完善上。

与此同时，现阶段很多煤矿企业的监测设备都与相

关主管部门直接连接，从而更好的帮助管理部门获得相

关企业的监测信息，总而更好的帮助煤矿企业进行通风

安全问题发生的预防，还可在问题发生的初步阶段进行

相应措施的采取，更好的保证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因

此，自动化技术的使用不仅显著降低了管理成本，加强

了预报预测能力，还可最大程度的提高安全管理效率。

5. 发展瓦斯防治技术

随着我国科技化程度以及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煤矿企业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的便利条件，结合自身

企业实际情况，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瓦斯通风技术，

不断提高通风效率，推动煤矿企业的良好发展。与此同

时，面对市场化经济的竞争环境，具有研发技术的煤矿

企业也应大力推动相关通风技术的研发，充分结合地理

位置、煤炭品种、煤炭成分等因素，围绕瓦斯通风安全

问题，对现有的通风技术进行改造升级，在提高通风效

果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助力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

设。除此之外，对于瓦斯的预警技术也应根据煤矿所在

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善，对于可能出现危险的煤层提前

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并进行详细记录，以便后续分析研

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6. 提高人员综合素养

煤矿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的专业要求通常不高，这

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随着煤矿通风系统自动化程度

的提高，相关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因

此，煤炭企业需要大力提升施工作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遵守工程管理条例，并定期开展培训，提前做好应急预

案，努力规避操作不当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鼓励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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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参与通风系统自动化控制相关技术的研究，积极学

习国内外先进技术，对我国现有工艺进行创新和升级，

不仅能造福企业，还能为我国能源行业的进步贡献一份

力量。因此，煤炭企业应该重视人员培训与技术创新，

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安全生产水平。

五、结束语

鉴于当前煤矿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对煤矿矿井通风

和瓦斯控制进行安全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煤炭企业应

该采用最先进的通风装置保证井下通风有效，同时加强

瓦斯防治技术的研究和井下作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提

高整体安全生产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预防煤矿事故

的发生，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的能源供应。

参考文献：

[1] 赵志军 . 煤矿通风安全管理及瓦斯防治技术研究

[J]. 矿业装备，2022（1）：125-127.

[2] 闫德胜 . 煤矿矿井通风瓦斯防治措施探析 [J]. 矿业

装备，2021（6）：158-159.

[3] 韩久博 . 矿井通风与瓦斯灾害防治技术——评

《煤矿瓦斯灾害防治实用新技术及应用实例》[J]. 有色金

属工程，2021，11（5）：130.

[4] 隋欣 . 关于煤矿井下通风瓦斯的防治技术分析 [J].

中国设备工程，2021（11）：216-217.

[5] 程龙 . 煤矿矿井通风安全管理及瓦斯防治技术研

究 [J]. 矿业装备，2021（1）：84-85.

[6] 刘燕强 . 井工煤矿开采通风安全技术分析 [J]. 中国

设备工程，2020（13）：200-201.

[7] 何海鹏.试论煤矿防治瓦斯方面存在的安全问题[J].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9，39（22）：117-118.

[8] 时迎华 . 浅析煤矿矿井通风和瓦斯防治 [J]. 内蒙古

煤炭经济，2020（13）：116-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