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井防灭火措施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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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防灭火安全技术措施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 

产方针，预防煤矿在生产过程中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安全和  

健康，保护国家资源和财产不受损失。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等相关 

规定制定本措施，望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一、矿井防火的一般措施

1、矿井所有地面建筑物、煤堆、矸石山、木料场等都要建立防

火措施和制度。

2、防止火烟入井。矸石山、木料场距进风井的距离不得小于80 

米，井口房和通风机房附近 20 米内不得有烟火或用火炉取暖。

3、进风井口装设防火铁门。

4、井口附近和每一生产水平的井底车场或主要运输大巷都应设

置消防材料库。

5、地面设置消防水池，井下设置消防管路系统。

6、井口房和井架采用不燃性建筑材料。

二、外因火灾的预防措施

（一）地面防灭火安全技术措施

1、矿属各单位成立防灭火领导小组，由单位正职为防灭火第一 

责任人，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抽 5-15 名防灭火人员。

2、各单位每月对本单位进行一次防灭火自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并留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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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机电队每月对主变电站、风井进行一次防灭火专项检查，发

现隐患，及时处理。

4、保卫科对供应科仓库、机电各工作房、锅炉房、变电所、米

料场、风井、更衣室，监控室、生活区宿舍等防灭火重点区域配齐灭

火器等灭火器材，每季度负责对灭火器材检查一次。

5、保卫科负责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演习和消防知识普及教育

活动。

6、加强平地安全供电管理，严禁在宿舍和生活区使用电炉等大

功率电器。

7、以工业广场及主斜井口的净化水池为地面消防水池，并配备

消防泵，保证管理畅通，且池内经常保持不少于 200m3 水量，消防

管路要直通井口、煤厂，木料场等主要场所。

8、井口房和通风机房附近 20 米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

得有烟火和用火取暖，井口房内严禁用可燃性材料搭设临时操作间和

休息间。

9、井口房内不得从事焊接或切割等工作。如必须在井口房内进

行焊接工作，则必须制定安全技术措施经总工程师批准，严格按措施

进行。

10、材料仓库、风井房、绞车房、灯房等各场所要配备2 个以上

灭火器和足量的灭火砂等消防工具。

11、地面消防材料库设在木料场内，配齐铁锹、铁镐各5 把，消

防水管、消防桶、灭火器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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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主、副井井口房均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配置了必要的

消防灭火器材和消火栓等设施。

13、井口 80 米范围内严禁堆放木料，30 米范围内严禁存放汽油、

煤油、变压油等。

14、井口附近 20m 范围内的照明线路必须符合消防规定。

15、严格执行出入井检身制度，严防烟草和点火物品进入井下。

16、严格执行爆炸材料清点检查制度。

（二）预防外因火灾的措施

1、建立健全防灭火制度，每季度由安全矿长组织有关科室、对

井上、下消防器材和消防管路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隐患要及时处

理。

2、各采掘地点必须建立消防管路系统，消防管路系统应每隔 100

米设置支管和阀门，在皮带运输送机巷道中每隔 50 米设置支管和阀

门，通风队是消防管路的管理单位，确保消防管路使用可靠。

3、胶带运输机应使用阻燃胶带，且机头处前后 20 米范围内用不

燃性材料支护。

4、井下工作人员必须熟悉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并熟悉本职工

作区域内灭火器材的存放地点。

5、井下消防管路系统应按规定设置支管和阀门，胶带机头应设 

置 25 米长的软管挂在机头附近。

6、认真执行井口检身制度，防止携带烟火和穿化纤衣服人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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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7、井下不得从事电焊、气焊等工作，如果必须在井下主要硐室、

主要进风巷和井口房内进行电焊、气焊时，机电科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由矿总工程师签字批准，并向作业人员贯彻学习后，方可进行工作。

8、井口附近和通风机房附近 20 米范围内不得有烟火或用火炉取

暖。

9、井下使用的汽油、煤油和变压油必须装入盖严的铁桶内，由

专人运送至使用地点，剩余的汽油、煤油和变压器油必须运回地面，

严禁在井下存放。

10、井下使用的润滑油、棉纱、布头和纸等，必须存放在盖严的 

铁桶内，用过的棉纱、布头和纸，也必须放在盖严的铁桶内，并由专 

人定期送到地面处理，不得乱扔乱放，严禁将剩油、废油泼洒在井巷  

或硐室内。

11、加强电气设备管理，除安装与使用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外，

还应正确使用过负荷继电器与熔断保险器，一旦发生事故，能自动切

断电源。

12、严格执行“一炮三检”“三人连锁”放炮制度，放炮必须水

泡泥，封泥要充足。禁止用煤粉、煤块或易燃物充当泡泥，严禁用明

火、矿灯、动力线放炮、严禁使用变质炸药。

13、做好每年反风演习工作，保证反风时系统可靠，反风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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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

三、煤炭自燃的预防措施

1、开采技术措施

（1）、选择合理的煤柱尺寸，尽量少留煤柱。

（2）、选择后退式开采顺序，提高采出率。

（3）、提高开采速度，在自燃发火期内将工作面煤炭采完，并

及时封闭采空区。

（4）、选择合理的通风系统。防止漏风，主要通风机与风网匹

配，通风设施布置合理，质量可靠。

2、巷道局部充填

在巷道局部地区，如片帮、冒顶地点、煤柱受压破裂地段，采 

用木板、红砖、砂浆等材料构筑封闭墙，然后在墙内用砂子、黄土 

或泥浆充填密实。

四、矿井成立火灾救灾指挥部

为了有秩序的迅速抢救灾区人员、处理事故，尽早恢复生产， 

矿井成立救灾指挥部，负责火灾救灾期间的全部组织和指挥工作。

组  长：刘天明

副组长：刘恒利  高明堂   周  强   陶文祥  王权印

范平喜  陈立昌

成  员：吴  英  马  舜  屈  满  刘富强  卢敏生  辛金财

火灾救灾指挥部设在安全调度指挥中心。

五、事故汇报程序

发生事故时由值班调度员立即按所列的人员名单顺序逐一通

知，接到通知的人员 30 分钟内到救灾指挥中心待命。

六、处理事故时各成员职责

1、发生火灾事故后，矿长、总工程师必须立即赶到现场，组

织抢救。矿长是负责处理灾害事故的全权指挥者，在矿长未来到之



7

前，由值班矿长负责指挥。

2、处理事故过程中，各有关人员职责：

（1）矿长：是处理灾害事故的全权指挥者。在矿总工程师、生

产矿长、安全矿长和矿山救护队的协助下，制定营救遇难人员和处理

火灾事故的作战计划。

（2）矿总工程师：是矿处理火灾事故的第一助手，在矿长的领 

导下组织制定营救遇难人员和处理事故作战计划。组织协调有利于矿 

井处理火灾事故的各种有效方案、措施，监督处理事故作战计划的实 

行。

（3）机电矿长：根据发生的事故规模及矿井对救灾设备的需求， 

在本公司范围内为矿井协调好设备的供应工作，并对矿井救灾提出指  

导性意见。按制定的处理火灾事故作战计划，召集机电队负责人制定  

所需相关机电设备的种类、数量，并制定检点设备的安装位置方案， 

时刻掌握主要通风机和机电设备的工作状况。

（4）生产矿长：根据矿井事故情况，预测、分析事故可能扩大 

及波及范围，对矿井制定的作战计划做出指导，并及时掌握、指导救 

灾进展情况。在事故发生时，召集生产区队长，对事故可能波及的地 

点及受危害人员进行分析、予以认定，为事故作战计划的制定提供建 

议，并协助做好火灾事故处理工作。

（5）安全矿长：根据矿井事故情况，对矿井制定的防止火灾事

故扩大的措施提出指导性意见，并进一步对矿井救灾人员的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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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指导部署。根据发生的火灾事故及范围，预测事故规模，详细及 

时向所属的上级部门汇报是否支援，并结合矿长、矿总工程师制定处 

理火灾事故作战计划。

（6）调度中心：根据矿井火灾事故情况及公司领导指令，负责  

对公司各矿井救灾所需物资的统一调度，协助做好矿井调度工作。与  

矿生产矿长、机电矿长结合，确定救灾所需各种物质的种类、型号、 

数量，安排有关人员及时备齐到位，同时协助做好事故处理工作。

（7）安监科：协助安全矿长做好防止火灾事故扩大的工作。

（8）技术、地测科：协助总工程师做好有利于矿井处理火灾事

故的各种有效方案、措施，监督处理事故作战计划的实施。

（9）保卫科：根据矿井事故情况，做好矿井保卫工作，并在矿

井范围内给予有效协调。

（10）工会主席：负责事故危害人员家属的接待及安排工作。

（11）通风副总：积极配合矿总工程师查阅事故发生地点的资料

及预测周围巷道破坏情况，与抢险人员随时接受矿总工程师命令指

挥。

（12）矿山救护队队长：对矿山救护队的行动具体负责，根据营

救遇灾人员和处理事故作战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完成对灾区遇灾人员

的救助和事故处理。

（13）调度主任：按事故作战计划的要求，召集所属人员坚守岗

位，及时传达矿长对事故处理的各项命令。

（14）技术、地测科长：按照矿长命令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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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矿长进行抢救和灾害处理，准备好必要的图纸和资料，并绘制事 

故现场图。

（15）机电科长：配合机电矿长，对事故发生地点及可能波及范 

围的各种供电设备和供电线路进行预测，对救灾所需的相关消防设  

备、灭火器材的类型及数量提出建议，经矿长批准后，与机电队长落 

实。

（16）通风科长：按照矿长命令负责改变矿井通风方式，并执行

与通风有关的其它措施。

（17）安监科长：按照《规程》规定对抢险救灾工作的安全和入

井人员的控制实施有效的监督。

（18）通风、瓦斯队长：按照矿长和矿总工程的命令，随时恢复

事故地点的通风工作。

（19）维护队长：按照矿长和总工程命令，随时做好事故地点的

巷道修复工作的准备。

（20）机电队长：根据矿长命令，负责改变主要通过风机的工作

状况，并保证正常运转，负责矿井的停送电工作，及时抢救或安装机

电设备，完成其它相关任务。

（21）运输队长：负责将遇难人员及时运送到地面，保证救灾人

员和器材及时运到事故地点，满足救灾需要。

（22)抢险队长：认真查阅有关事故发生地点的图纸资料，备齐

所用设备、材料，对矿总工程师提出的抢险工程要求，立即付诸行动。

（23）供应科长：按作战计划的部署，根据矿长的要求，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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