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矿安全规程》应知应会学习题库附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50 题） 

1、定向长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

应当采用定向钻进工艺施工，控制煤巷条带煤层前方长度不

小于（ B ）m 和煤巷两侧轮廓线外一定范围。 

A.200   B.300   C.400 

2、向采区供电的同一电源线路上，串接的采区变电所数量

不得超过（ C ）个。 

A.1  B.2  C.3 

3、在火成岩、砂岩、灰岩等厚层坚硬岩层下开采受离层水

威胁的（ B ），应当分析探查离层发育的层位和导含水情

况，超前采取防治措施。 

A.掘进工作面  B.采煤工作面  C.采掘工作面 

4、修订后的《煤矿安全规程》已经 2021 年（ C ）应急管

理部第 27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A.10 月 22 日 B.12 月 22 日 C.8 月 17 日 

5、采煤机必须安装内、外喷雾装置。割煤时必须喷雾降尘，

内喷雾工作压力不得小于（ B ）MPa。 

A.1  B.2  C.3 

6、应当采取保证预抽瓦斯钻孔能够按设计参数控制整个

（    ）的措施。AA.预抽区域 B.回采区域 C.生产区域 

7、所有矿井必须装备（ C ）、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有线调

度通信系统。 



A.“三专”装置 

B.两闭锁装置 

C.安全监控系统 

8、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者超过（ B ）MPa 的区域，必须采

用地面钻井预抽煤层瓦斯。 

A.2  B.3  C.5 

9、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煤(半煤岩)巷直线巷道大

于（ A ）m，拐弯巷道大于 75m。 

A.100  B.120  C.130 

10、弱冲击危险区域的工作面超前支护长度不得小于（ C ）

m。 

A.50  B.60  C.70 

11、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建立防冲工程措施实施与验收记录台

账，保证防冲过程（ B ）。 

A.安全有效  B.可追溯  C.质量可靠 

12、排水管路应当有工作和备用水管。工作排水管路的能力，

应当能配合工作水泵在（ C ）h内排出矿井 24h 的正常涌水

量。 

A.10  B.15  C.20 

13、构筑、维修采空区密闭时必须编制设计和制定专项

（ C ）。 

A.设计  B.规程  C.安全措施 

14、矿山救护中队应当由不少于（ C ）个救护小队组成。 

A.1  B.2  C.3 



15、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岩巷直线巷道大于（ C ）

m，拐弯巷道大于 100m。 

A.100  B.120  C.130 

16、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采煤工作面大于（ B ）m，

且位于工作面进风巷内。 

A.55  B.75  C.85 

17、停工区内甲烷或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C ）不能立即处

理时，必须在 24h 内封闭完毕。 

A.1.00%  B.2.00%  C.3.00% 

18、煤矿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必须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C ）。 

A.审批  B.登记  C.投入使用 

19、呼吸性粉尘浓度每月测定（ A ）次。 

A.1  B.2  C.3 

20、采空区疏放水前，应当对采空区自然发火的（ B ）进

行评估。 

A.情况  B.风险  C.程度 

21、（ B ）任意开采非垮落法管理顶板留设的支承采空区

顶板和上覆岩层的煤柱，以及采空区安全隔离煤柱。 

A.可以  B.严禁  C.不得 

22、新建突出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不得低于 0.9Mt/a，第一生

产水平开采深度不得超过 800m；中型及以上的突出生产矿井

延深水平开采深度不得超过（ B ）m，小型的突出生产矿井

开采深度不得超过 600m。 



A.1000  B.1200  C.1300 

23、非冲击地压矿井升级为冲击地压矿井时，应当编制矿井

（ B ），并按照防冲要求进行矿井生产能力核定。 

A.专门设计 B.防冲设计 C.生产能力设计 

24、冲击地压生产矿井应当按照（ A ）的防冲要求进行矿

井生产能力核定。 

A.采掘工作面 B.采区设计 C.通风能力 

25、由下向上施工（ A ）以上的斜巷时，必须将溜矸(煤)

道与人行道分开。人行道应当设扶手、梯子和信号装置。 

A.25°  B.28°  C.26° 

26、厚煤层放顶煤工作面、中等及以上冲击危险区域的工作

面超前支护长度不得小于（ B ）m，超前支护应当满足支护

强度和支护整体稳定性要求。 

A.100  B.120  C.140 

27、采空区疏放水时，应当加强对采空区自然发火危险的

（ C ）。 

A.监测  B.防控 C.监测与防控 

28、入井(场)人员必须戴安全帽等个体防护用品，穿带有反

光标识的工作服。入井(场)前（ B ）饮酒。 

A.可以  B.严禁  C.适当 

29、煤矿必须对紧急避险设施进行维护和管理，每天巡检

（ A ）次；建立技术档案及使用维护记录。 

A.1  B.2  C.3 

30、冲击地压矿井必须建立冲击危险区人员（ C ），实行



限员管理。 

A.考勤制度  B.报告制度  C.准入制度 

31、开采保护层的区域防突措施，或者采用井下顶(底)板巷

道远程操控方式施工区域防突措施钻孔，并编制（ C ）。 

A.专项措施 B.专项规程 C.专项设计 

32、穿层钻孔预抽井巷(含石门、立井、斜井、平硐)揭煤区

域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应当在揭煤工作面距煤层

最小法向距离（ B ）m以前实施。 

A.5  B.7  C.10 

33、顶、底板存在强富水含水层且有突水危险的采掘工作面，

应当提前编制（ C ），制定并落实水害防治措施。 

A.防治水安全措施 

B.防治水技术措施 

C.防治水设计 

34、总粉尘浓度，井工煤矿每月测定（ B ）次；露天煤矿

每月测定 1次。粉尘分散度每 6个月测定 1次。 

A.1  B.2  C.3 

35、斜井井筒检查孔距井筒纵向中心线不大于（ A ）m，且

不得布置在井筒范围内。 

A.25  B.30  C.35 

36、修订后的《煤矿安全规程》，自 2022年（ B ）起施行。 

A.2 月 1日  B.4 月 1日  C.6 月 1日 

37、开采浅埋深煤层或者急倾斜煤层的矿井，必须编制防止

季节性地表积水或者洪水溃入井下的（ A ），并由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A.专项措施  B.安全措施  C.专项设计 

38、在采动影响范围内不得布置（ A ）个采煤工作面同时

回采。 

A.2  B.3  C.4 

39、采空区疏放水后，应当及时关闭疏水闸阀、采用自动放

水装置或者永久封堵，防止通过（ B ）漏风。 

A.闸阀  B.放水管  C.进水管 

40、采煤工作面刮板输送机必须安设能发出停止、启动信号

和通讯的装置，发出信号点的间距不得超过（ C ）m。 

A.20  B.18  C.15 

41、顺层钻孔或者穿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区域防突

措施的钻孔，应当控制整个（ C ）区域的煤层。 

A.开拓  B.掘进  C.回采 

4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 B ）活动，必须遵守

《煤矿安全规程》。 

A.煤炭生产 

B.煤炭生产和煤矿建设 

C.煤矿建设 

43、煤矿发生事故后，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A ）必须

立即采取措施组织抢救，矿长负责抢救指挥，并按有关规定

及时上报。 

A.技术负责人 B.生产负责人 C.安全负责人 

44、突出矿井的管理人员和井下作业人员必须接受（ B ）



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A.安全意识  B.防突知识  C.安全知识 

45、采用冻结法开凿立井井筒时，冻结深度小于（ A ）m时，

在永久井壁施工全部完成后方可停止冻结。 

A.300  B.400  C.500 

46、顺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

应当控制的煤巷条带前方长度不小于（ A ）m。 

A.60  B.80  C.100 

47、（ C ）揭穿突出煤层必须编制防突专项设计，并报企

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A.石门  B.井筒  C.井巷 

48、经评估、鉴定或者评价煤层具有冲击危险性的新建矿井，

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建成后生产能力不得超过

（ C ）Mt/a，不得核增产能。 

A.6  B.7  C.8 

49、区域预测、区域预抽、区域效果检验等的钻孔施工应当

采用视频监视等可追溯的措施，并建立（ B ）。 

A.责任追究制度 

B.核查分析制度 

C.风险管控制度 

50、操车系统机坑及井口负层空间内应当及时清理漏油，每

（ B ）检查清理情况，不得留存杂物和易燃物。 

A.班  B.天  C.旬 

二、多项选择题（40 题） 



1、处理（ ABCD ）和硐室火灾时，应当进行全矿井反风。 

A.进风井井口    B.井筒 

C.井底车场      D.主要进风巷 

2、煤矿企业必须制定重要设备材料的查验制度，做好检查

验收和记录，（ ABD ）等安全性能不合格的不得入井使用。 

A.防爆 B.阻燃抗静电 C.外形 D.保护 

3、综采工作面泵站的乳化液的（ ACD ）等，必须符合有关

要求。 

A.配制 B.操作 C.水质 D.配比 

4、更换截齿和滚筒时，采煤机上下3m 范围内，必须护帮护

顶，禁止操作液压支架。必须（ ABC ），并对工作面输送

机施行闭锁。 

A.切断采煤机前级供电开关电源并断开其隔离开关 

B.断开采煤机隔离开关 

C.打开截割部离合器 

D.离开工作面 

5、爆破作业必须执行（ BD ）制度，并在起爆前检查起爆

地点的甲烷浓度。 

A.“去二回一” 

B.“一炮三检制” 

C.站岗放哨 

D.“三人连锁爆破” 

6、煤矿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与职业病危害防治目标

管理、投入、奖惩、技术措施审批、培训、办公会议制度及



（ ABCD ）等。 

A.安全检查制度 

B.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制度 

C.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制度 

D.事故报告与责任追究制度 

7、生产矿井采掘工作面、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温度要求正

确的是（ AB ）。 

A.采掘工作面空气温度不得超过 26℃,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

温度不得超过 30℃ 

B.采掘工作面的空气温度超过 30℃、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温

度超过 34℃时,必须停止作业 

C.回风井口以下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 25℃ 

D.进风井口以下的空气温度(干球温度)必须在 5℃以上 

8、（ BC ）等措施及起爆地点到爆破地点的距离必须在作

业规程中具体规定。 

A.站立  B.撤人  C.警戒  D.休息 

9、加强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实施过程的安全管

理和质量管控，实现（ BCD ）。 

A.隐患可追    B.质量可靠 

C.过程可溯    D.数据可查 

10、下井人员必须携带标识卡。各个人员（ ABD ）等地点

应当设置读卡分站。 

A.出入井口  B.重点区域出入口 

C.重要硐室  D.限制区域 



11、对已确诊的职业病人，应当及时给予（ ABC ），并做

好职业病报告工作。 

A.治疗      B.康复 

C.定期检查  D.调岗 

12、井工煤矿炮采工作面应当采用（ ABCD ）等综合防尘措

施。 

A.湿式钻眼  B.冲洗煤壁 

C.水炮泥    D.出煤洒水 

13、在地面无法查明水文地质条件时，应当在采掘前采用

（ ABC ）等方法查清采掘工作面及其周围的水文地质条件。 

A.物探  B.钻探  C.化探  D.勘探 

14、突出矿井应当配置满足防突工作需要的（ ABCD）。 

A.防突机构 

B.专业防突队伍 

C.检测分析仪器仪表 

D.设备 

15、煤矿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井下人员应当按（ AC ）撤

离险区，在撤离受阻的情况下紧急避险待救。 

A.应急救援预案  B.领导指挥 

C.应急指令      D.最短路线 

16、装配起爆药卷时，必须遵守（ ABCD ）规定。 

A.必须在顶板完好、支护完整,避开电气设备和导电体的爆

破工作地点附近进行。严禁坐在爆炸物品箱上装配起爆药

卷。装配起爆药卷数量,以当时爆破作业需要的数量为限 



B.装配起爆药卷必须防止电雷管受震动、冲击,折断电雷管

脚线和损坏脚线绝缘层 

C.电雷管必须由药卷的顶部装入,严禁用电雷管代替竹、木

棍扎眼。电雷管必须全部插入药卷内,严禁将电雷管斜插在

药卷的中部或者捆在药卷上 

D.电雷管插入药卷后,必须用脚线将药卷缠住,并将电雷管

脚线扭结成短路 

17、采用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运输时，必须装（ ABCD ）等

保护装置，同时应当装设温度、烟雾监测装置和自动洒水装

置。 

A.防打滑 B.跑偏 C.堆煤 D.撕裂 

18、防爆电气设备到矿验收时，应当检查（ BC ），并核查

与安全标志审核的一致性。入井前，应当进行防爆检查，签

发合格证后方准入井。 

A.防爆合格证 

B.产品合格证 

C.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D.购置合同 

19、关于掘进巷道的通风，下面（ ACD ）的说法是正确的。 

A.必须采用矿井全风压通风或局部通风机通风 

B.使用局部通风机通风的掘进工作面,在交接班时可以停风 

C.高瓦斯、突出矿井,掘进工作面的局部通风机必须采用“三

专”供电 

D.严禁使用 3台以上(含 3台)的局部通风机同时向 1个掘进



工作面供风 

20、矿井避灾路线图中应当明确标注紧急避险设施的

（ ABC ），井巷中应当有紧急避险设施方位指示。 

A.位置  B.规格  C.种类  D.好坏 

21、煤炭自燃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有（ ABC ）。 

A.煤炭具有自燃的倾向性,并呈破碎状态堆积存在 

B.连续供氧维持煤的氧化不断地发展 

C.煤氧化生成的热量能大量蓄积 

D.煤中含有瓦斯等易燃易爆气体 

22、突出矿井在（ ABCD ）地点设置的传感器必须是全量程

或者高低浓度甲烷传感器。 

A.采煤工作面进、回风巷 

B.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工作面回风流中 

C.采区回风巷 

D.总回风巷 

23、严禁任意开采非垮落法管理顶板留设的（ ABD ），以

及采空区安全隔离煤柱。 

A.支承采空区顶板煤柱 

B.安全煤柱 

C.不安全煤柱 

D.上覆岩层的煤柱 

24、使用掘进机、掘锚一体机掘进，截割部运行时，（ AD ）。 

A.严禁人员在截割臂下停留和穿越 

B.机身与煤(岩)壁之间站人必须注意安全 



C.在截割臂下停留和穿越要有安全措施 

D.机身与煤(岩)壁之间严禁站人 

25、采煤机采煤时必须及时移架。移架滞后采煤机的距离，

应当根据顶板的具体情况在作业规程中明确规定；（ ABC ）

时，必须停止采煤。 

A.超过规定距离 

B.冒顶 

C.片帮 

D.移架 

26、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电动机或开关安设

地点附近 20m 以内风流中的甲烷浓度达到 1.5%时，必须

（ ABC ）。 

A.停止工作,撤出人员 

B.切断电源 

C.进行处理 

D.进行瓦斯抽采 

27、突出矿井应当建立防突管理制度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健

全防突（ AC ）。 

A.技术管理制度 

B.作息管理制度 

C.培训制度 

D.职工工作制度 

28、下列（ ABCD ）地点应当装设局部接地极。局部接地极

可以设置于巷道水沟内或者其他就近的潮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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