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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瓦斯的通风安全问题与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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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矿生产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管理。由于煤矿生产主要在地下进行作业，其通风系统是否良好运行，直接影响

整体生产系统是否能安全和顺利开展。近几年，煤矿井下瓦斯通风问题逐步引起了社会及煤炭行业的关注。煤矿通风系统对

作业和人员安全有着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对井下瓦斯通风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优化通风安全质量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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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各行业对能源的需求持

续增加。从目前的能源结构来看，煤炭仍占有主要地位，导

致煤矿开采量逐年升高。但由于煤炭储存的特殊条件，在开

采过程中，容易产生许多安全问题。如通风管理不当可能导

致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或窒息事故。此类事故已成为煤矿开

采过程中，最严重的事故类型之一。因此，一通三防工作是

搞好安全生产的基础。矿井瓦斯通风会直接影响煤矿井下整

体的生产运行，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井下作业人员安全。因此，

管理人员要综合分析井下瓦斯通风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处理。

1 煤矿生产井下瓦斯通风口安全管理简介

首先是矿井通风的重要作用。在煤矿生产中，通风是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辅助生产内容。井下没有良好的通风系统会

下拉影响生产过程和效率，并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瓦斯爆炸事

故及经济损失，不利于提高安全生产和企业效益。因此，做

好井下瓦斯通风工作，是煤矿生产管理的重中之重。管理人

员必须加强通风安全管理工作，结合煤矿井下实际，采用合

理的通风方式，提高通风质量效果。在开采阶段，是瓦斯通

风管理的重点，因此，必须对通风工作进行全面的动态监控。

其次，瓦斯是来源于煤层的种可燃气体，主要的成分是甲烷。

当该气体浓度过高时，会稀释空气中的氧气，导致作业人员

缺氧甚至死亡。当瓦斯浓度达到 5%时就存在爆炸风险，造

成巨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做好通风管理工作，降低瓦斯浓度

就显得尤为重要。开展通风管理时，必须了解井下通风的原

理和相关设备，确保各种通风设施的稳定运行，保证通风稳

定，确保煤矿生产过程正常运行。同时技术人员要加强对风

速和瓦斯浓度的监测，使其始终处于安全规程要求的范围

内，施工人员也必须要遵守相关规定科学进行井下作业。另

外要保证通风效果，还要加强对通风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定

期对通风设备、风门等设备进行维护，确保通风系统运行良

好。

2 进行瓦斯通风的重要作用

首先进行通风是保证井下作业安全的需要。通风是决定

煤矿生产的关键之一。当通风质量差时，会直接影响作业人

员的人身安全和正常开采过程，并对企业经济收益产生影

响。因此，在安全管理中，必须要对通风问题给予重视，要

根据矿山生产情况，为矿井通风提供精确的参考。同时要做

好动态管理工作，为煤矿通风瓦斯治理提供重要的保障。其

次矿井通风是对瓦斯安全管理要求。瓦斯又称煤层气，存在

于煤层之间，如果瓦斯浓度达到 5%，就会产生产生爆炸的

危险，严重影响煤矿安全及生产。因此，必须要对矿井进行

良好通风，以稀释瓦斯浓度。管理人员要确保通风系统的可

靠性，在瓦斯通风管理中，要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保证风

量充足，控制好风速，确保瓦斯浓符合规程标准。要对瓦斯

浓度进行实时监测，为瓦斯治理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导。

3 井下瓦斯通风管理存在问题

3.1安全管理体系不严，相关通风设备管理不善

在安全管理方面，要加强对事前预防工作的重视，有效

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和概率。但由于当前煤炭生产过程

的复杂性以及人员管理问题，导致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无

法规范作业人员的施工过程。同时由于井下人员缺乏足够的

安全意识，没有全面了解通风系统，影响了正常通风系统的

运行效果。另外还存在通风设备管理制度不严的问题。结合

煤矿当前现状分析，企业在实际生产阶段过多关注生产效

益，而严重忽略通风设备的性能。没有及时对其进行有效的

维修。造成发现通风设备问题时，设备已出现使用过度以及

老化问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通风效果。而有效的维修是解

决设备故障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及时进行设备保养，会增

加引发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对井下人员的造成严重威胁。

3.2缺乏全面的智能监控技术的应用

在煤矿运营阶段，难以有效控制矿井瓦斯状态，仅靠人

员进行全天的监控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同时也给井下工作而

带来安全风险。通过高效的监控，能及时发现隐患，减少通

风安全事故的发生。在技术发展的今天，监控系统也向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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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发展。传统的通风监控设备已不能满足当前煤矿生产的

需求。当前的瓦斯监测系统主要是进行预警，其事后监测效

果较差。另外还存在某些煤矿没有配备足够的传感器，或存

在监测系统故障而不及时维护的情况。给井下生产带来巨大

的安全隐患。

4 优化煤矿瓦斯通风管理的相关措施

4.1 完善通风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的通风安全管理体系，对煤矿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其中关键核心是全面提升人员的安全意识。管理人员必

须有良好的安全意识，才能投入必要的财力，以保证通风安

全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安全管理制度的支护下，企业要

及时更换淘汰设备，完善和发现当前通风系统的不足，提升

井下能质量效果。要不断优化安全管理制度，防止人为因素

对通风设备造成严重损坏，防止瓦斯等有害气体含量超标，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通风设备的维护制度，加试设备管

理，保证井下通风质量。要结合科学奖惩制度，实现综合瓦

斯通风治理工作。严格控制和管理通风系统设计，根据实际

测量井下最大通风量，由相关工程管理人员进行审核，确保

计算数据准确率。同时加强通风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保证

其正常运行，避免出现断风反风等重要通风事故[1]。

4.2 优化通风系统，扩大控制范围

在采煤生产阶段，瓦斯管理风险加大，工作面会释放出

更瓦斯气体，威胁着施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影响正常的生

产过程。因此，必须做好工作面的通风管理工作。要使用质

量和性能更好的通风设备，保证工作而有足够的通风量，以

有效稀释和带走瓦斯等有害气体。供给工作面足够的新鲜空

气保证生产进行。在实际采矿阶段，需要通风设备的功率以

实现有效的井下气体的交换。管理人员还可以对通风设备进

行改造，确保满足井下通风的要求，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2]。

4.3全面提高煤矿井下通风系统计算机化的应用水平

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今天，信息化技术的使用，给人们

的日常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计算机应用于社会各

个方面。同样，它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也起到良好的效

果。技术管理人员，要充分利用好机械通风和信息化技术，

将监控技术应用到井下通风系统中。以可以全面及时了解井

下瓦斯浓度等重要参数，辅助技术人员有效采取相关措施，

确保井下通风系统安全和稳定运行。将信息技术应用到通风

系统中，可对井下瓦斯等气体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对测

量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技术人员通过结合反馈结

果，制定科学的瓦斯防治措施，有效降低了发生瓦斯爆炸的

风险，同时，也有效推进了信息化技术，在煤矿生产过程中

的应用水平[3]。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矿井瓦斯治理问题离不开有效的通风系统。

随着技术的发展，煤矿井下通风设备也得到了全面的升级，

但瓦斯爆炸的风险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在正常井下生产

过程中，管理人员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全面分析目前瓦斯通

风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矿井通风管理，优化通风系统，

提高瓦斯通风管理水平，以全面保证井下采掘工作的顺利开

展。

参考文献：

[1] 刘小龙.基于瓦斯的煤矿通风安全问题与防范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9(12):134.

[2] 邢洁.基于瓦斯的煤矿通风安全问题与防范措施[J].山西化工,2019,39(01):162-163.

[3] 牛来福.基于瓦斯的煤矿通风安全问题与防范措施[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8(34):139-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