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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煤矿瓦斯灾害防控重点

煤矿瓦斯灾害防控应重点把握以下 12 个方面：

第一点 矿井通风

（一）目的

利用通风动力将地面的新鲜空气通过进风井送入煤矿井下

各用风地点，再由回风井排到地面的过程。其目的是供给井下足

够的新鲜空气、稀释并排除井下瓦斯和粉尘，防止瓦斯积聚。

（二）执行方式

根据矿井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涌出量、设计生产能力、井下

作业人数、煤层赋存条件、机械设备运行、井下爆破、无轨胶轮

车运输、井下气候条件等因素，确定矿井通风方式、通风方法、

通风巷道布置，构建矿井通风系统，向井下各用风地点提供足够

的新鲜空气，并保证井下风流稳定可靠，具有抗灾变能力。

（三）要求

1.矿井主要通风机的安装和使用应当符合要求；生产矿井主

要通风机必须装有反风设施，并能在 10min 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

方向；当风流方向改变后，主要通风机的供给风量不应小于正常

供风量的 40%。每季度应当至少检查 1 次反风设施，每年应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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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 次反风演习；矿井通风系统有较大变化时，应当进行 1 次反

风演习。

2.矿井必须有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生产水平和采（盘）区

必须实行分区通风。高瓦斯、突出矿井的每个采（盘）区和开采

容易自燃煤层的采（盘）区，必须设置至少 1 条专用回风巷；低

瓦斯矿井开采煤层群和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的采（盘）区，必

须设置 1 条专用回风巷。采区进、回风巷必须贯穿整个采区，严

禁一段为进风巷、一段为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应当实行独立通

风，串联通风必须符合规定。采区变电所及实现采区变电所功能

的中央变电所、井下爆炸物品库、充电硐室必须实行独立通风。

3.煤矿企业应当根据具体条件制定风量计算方法，至少每 5

年修订 1 次。矿井总风量、采掘工作面和各供风场所的配风量，

不低于需风量，且风速、矿井空气的组分、井下气候条件符合规

定。严禁无风作业、微风作业。通风阻力测定符合要求，系统阻

力与风量相匹配。每年安排采掘作业计划时核定矿井通风能力，

严禁超通风能力组织生产。

4.掘进巷道必须采用矿井全风压通风或者采用压入式局部通

风机通风（用于除尘且具备甲烷电闭锁功能的抽出式通风机除外）。

高瓦斯、突出矿井的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工

作面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必须配备安装同等能力的备用局部通

风机，并能自动切换。局部通风机和风筒的安装、使用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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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循环风；不出现无计划停风，有计划停风前制定专项安全技术

措施。

5.控制风流的风门、风桥、风墙、风窗等设施必须可靠。开

采突出煤层时，工作面回风侧不得设置调节风量的设施。

6.改变全矿井通风系统时，必须编制通风设计及安全措施。

矿井开拓或者准备采区时，在设计中必须根据该处全风压供风量

和瓦斯涌出量编制通风设计。巷道贯通前应当制定贯通专项措施。

矿井必须建立测风制度，每旬至少进行 1 次全面测风。

7.建立完善矿井通风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操作流程、记录

台账等相关资料，指导提醒日常通风管理工作，杜绝微风、无风，

确保安全生产环境。

第二点 瓦斯基本参数测定

（一）目的

矿井按要求测定煤层瓦斯含量、瓦斯压力、瓦斯吸附常数、

瓦斯放散初速度、煤的坚固性系数、煤层透气性系数，以及开采

煤层的有效抽采半径等，为煤层突出危险性评估、突出危险区域

预测、瓦斯治理方法选择、抽采达标评判等工作提供依据。

（二）执行方式

1.制定瓦斯基本参数测定方案，包括需要测定的参数、测定

位置、目标煤层、钻孔施工设计、封孔方法、参数测定方法、观

测要求等，经煤矿总工程师审批后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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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理瓦斯基本参数测定的时间、位置、钻孔竣工轨迹及参

数、钻进异常现象、取样及测定情况、测定结果和人员等信息，

形成瓦斯基本参数测定报告，并将参数填绘在瓦斯地质图、防突

预测图中。

（三）要求

1.具备能力的煤矿可自行测定，不具备能力的煤矿可由中介

机构或煤矿上级公司组织测定。

2.低瓦斯矿井开拓新水平、新采区、新揭露煤层时，以及采

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超过 3m3/min 或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

出量超过 1m3/min 时，应当测定煤层瓦斯含量或者瓦斯压力。

3.突出矿井开采的非突出煤层和高瓦斯矿井的开采煤层，在

延深达到或者超过 50m 或者开拓新采区时，必须测定煤层瓦斯压

力、瓦斯含量及其他与突出危险性相关的参数。

4.有突出危险煤层的新建矿井或者突出矿井，开拓新水平的

井巷第一次揭穿（开）厚度为 0.3m 及以上煤层时，必须超前探

测煤层厚度及地质构造、测定煤层瓦斯压力及瓦斯含量等与突出

危险性相关的参数。

第三点 瓦斯地质保障

（一）目的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根据瓦斯与地质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探明瓦斯地质构造、瓦斯赋存条件及规律特点，为瓦斯防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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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保障。

（二）执行方式

1.建设煤矿、生产煤矿、资源整合煤矿等结合未来 3~5 年采

掘接续规划，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查清矿井断层、裂隙、褶

曲、瓦斯富集区、井下火区、煤层气（天然气）井等隐蔽致灾因

素，煤矿总工程师根据地质因素组织制定针对性瓦斯防控措施。

2.煤矿应查明井田内煤层厚度和变化规律，煤质、煤体结构、

瓦斯含量、瓦斯压力等瓦斯参数及瓦斯赋存状况，系统收集井田

所有的瓦斯地质资料，地质测量部门与防突机构、通风部门共同

编制矿井瓦斯地质图。

3.建立采掘活动地点动态地质信息收集、处理制度。矿井采

掘区（队）技术人员及班组长负责及时提供现场地质信息情报；

地测部门技术人员对地质信息进行分析、预报；地质副总工程师

负责对重点地质信息开展处置决策。

4.工作面掘进、回采期间可采用随掘、随采及孔中物探等技

术探测前方地质构造等情况。突出煤层实体煤采掘工作面、石门

揭煤等重点地点，矿井地测部门应编制地质预报。

5.井巷揭煤前，应采用物探和钻探等手段综合探测煤层厚度、

地质构造、瓦斯、水文地质及顶底板等地质条件，根据探查情况，

编写揭煤地质说明书，提出防范措施及建议。

6.在突出煤层顶、底板掘进岩巷时，必须超前探测煤层及地

质构造情况，分析勘测验证地质资料，编制巷道地质素描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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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施工动态和围岩变化情况。距突出煤层突出危险区法距小

于 20m 的掘进工作面必须编制层位控制预测图，防止误穿突出煤

层。

（三）要求

1.突出煤层揭露地质预报外的异常地质构造（一般指大于等

于 2m 的断层、背斜和向斜轴部转折端等、煤厚变化大于平均煤

厚三分之一、煤层倾角急剧变化的、构造煤，煤矿可结合自身实

际自行确定范围）时，立即停止作业，由煤矿总工程师或通风副

总工程师组织人员现场鉴定，制定专项防突措施。

2.揭煤地质说明书应在距待揭煤层最小法距 10m（在地质构

造复杂、岩石破碎区域距待揭煤层最小法距应为 20m）前或揭煤

巷道施工前提供。突出煤层应避免在地质构造破坏带、应力集中

区揭煤；避免小角度、长距离揭煤；层位、构造探测不清以及原

始瓦斯压力测定不准不得揭煤。

3.突出矿井瓦斯地质图应当标明采掘进度、被保护范围、煤

层赋存条件、地质构造、突出点的位置、突出强度、瓦斯基本参

数等，作为突出危险性区域预测和制定防突措施的依据，更新周

期不得超过 1 年。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瓦斯地质图更新周期不得

超过 3 个月。

第四点 瓦斯综合管理

（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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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施工、“一通三防”、瓦斯监测、高温火源等方面综合

采取技术措施，防止瓦斯超限和瓦斯积聚，防止瓦斯窒息事故，

防止瓦斯爆炸事故，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二）执行方式

1.煤矿从设计和采掘生产管理、矿井通风、瓦斯抽采等方面

综合采取技术措施，防止瓦斯超限和瓦斯积聚。

2.对主要成分为甲烷的瓦斯气体浓度和相关参数进行监测管

理，发现瓦斯浓度异常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瓦斯浓度在安全范围

内。

3.严格管理和限制煤矿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明火、煤炭自燃、

撞击火花、电火花、爆破火花等高温火源。

4.制定瓦斯灾害预防与处理计划和瓦斯灾害应急预案，并定

期演练，提高处置瓦斯事故能力。

（三）要求

1.矿井必须有因停电和检修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或者通风系

统遭到破坏以后恢复通风、排除瓦斯和送电的安全措施。停工区

内甲烷或者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3.0%或者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

规定不能立即处理时，必须在 24h 内封闭完℆。

�Ÿ �制产发超全 度后
发K

☀

度

理

时

产安浓坏超近现

理时

产火源行聚。⩡⩋1.花、电生

电措施。

灾 要 的�和理时ᣐ觰度超、⠀理时³和（理时ᣐ理时᠀超和措施。花、浓措施。䷲鄅到止 安风到恢应后 度度现应



- 8 -

生瓦斯动力现象或瓦斯高值超限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采取消

突措施，经效果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作业。

3.瓦斯涌出来源多、涌出量大、瓦斯灾害严重、开采强度大

的矿井，应当根据矿井井上（下）条件、煤层赋存、地质构造、

开拓开采部署、瓦斯来源和涌出特点等情况选择先进、适用的瓦

斯抽采方法和工艺，宜采用综合抽采方法进行瓦斯抽采。

4.采煤工作面的回风隅角、顶板冒落空洞、低风速巷道的顶

风煤ȸ 采署点等特瓦斯立煤

特，必用 和下瓦必用择法

，煤

瓦斯抽

4 .采洞瓦
道

板害
的的 板大

采斯灾的风措择ȸ 措验瓦
法根法根和 来择ȸ

瓦
法根

ȸ，应斯立验工艺来 瓦 止作艺，

署
法

.井井须立止 瓦先 法，综

止
ᓱ ᣖ

㒞ᓱ ᠕
ȟ স স

সۡᓱ 䉷

∁
况 用

或 作

3.

法斯 必 和

4. 强 瓦 道䛳䛳 ͑ ͑䶢⨒ᑦ䶢择 特，3. 强 瓦 道3 䛹 ⮰⮰ Ძ�
度 害

采择 措，和 ， 必 和



- 9 -

禁井下违章爆破，严格执行井下动火作业报批制度。

10.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

采取措施予以改进，包括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有针对性地加强应

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对应急物资装备有计划地更新等，并建立

改进任务表，按规定时间对改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点 通风瓦斯日分析

（一）目的

高瓦斯、突出矿井，由煤矿总工程师牵头，每天对通风系统、

瓦斯涌出量、采掘工作面地质、防突指标及措施落实情况、瓦斯

抽采系统、防灭火系统、安全监控系统及前期日分析会议意见落

实情况进行分析，掌握矿井每天瓦斯治理工作变化情况，提前发

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做到“瓦斯零超限、煤层零突出、煤层零

发火、矿井零着火”。低瓦斯矿井出现瓦斯异常时，应将异常地点

列为重点区域，开展瓦斯日分析。

（二）执行方式

1.每月月底由煤矿总工程师召集相关单位（部门），根据采掘

生产接续变化情况，确定下个月通风瓦斯管理的重点地区和分析

内容。低瓦斯矿井应当对重点区域，高瓦斯、突出矿井必须对所

有采掘工作面进行通风瓦斯日分析。

2.确定采掘工作面瓦斯分级预警值。每月月底由煤矿总工程

师或通风副总工程师组织对井下所有采掘作业地点及总回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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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墙等地点甲烷传感器监测值进行梳理分析，得出正常生产条件

下的监测值范围，依据正常生产条件下的监测值范围合理设定次

月各地点瓦斯分级预警值。

3.每天组织召开日分析会议，各成员部门按照责任分工汇报

各自日分析内容，排查矿井可能存在的通风瓦斯隐患，分析原因、

制定措施，安排责任单位对排查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4.日分析会议应形成会议记录、建立台账。记录内容应当包

括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汇报内容、原因分析、采取措施以及

工作安排，前期通风瓦斯日分析意见落实及整改情况。

（三）要求

1.任一地点的甲烷浓度当班或上下两个班次浮动达到或超过

0.2%时，必须进行分析、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并在通风瓦斯日

分析记录中进行说明。

2.瓦斯分级预警可设定三级预警，预警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三

级、二级、一级，其中一级预警为危险预警。矿井安全监控系统

软件对应设置分级预警功能，各监控测点预警值设置后，根据实

时监测的各地点瓦斯情况，出现异常变化及时对照设定条件发出

相应级别的预警信息，并通过短信网关（短信发布平台）将不同

等级预警信息发送给对应层级接收人员，供及时决策和采取措施。

3.发生瓦斯超限的，上级公司的通防、安全管理等部门要现

场核查原因、制定防范措施，并督促落实。

4.量化分析参数包括采掘工作面风量、绝对瓦斯涌出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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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绘制。

2.防突预测图经煤矿总工程师审定后，下发各相关单位，并

在采掘作业现场悬挂。

3.瓦斯治理、采掘单位技术人员定期更新采掘进度，并分析

研判本月采掘范围内是否存在过地质构造、煤层变化带、进出应

力集中区等情况，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三）要求

1.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石门揭煤工作面必须绘制防突预测

图。

2.图纸以突出煤层瓦斯地质图为基图，巷道压茬关系清楚，

不同煤层巷道采用不同颜色线条，待掘巷道用虚线标绘。

3.图纸比例尺一般为 1:1000。

第七点 突出矿井“一矿一策和一面一策”

（一）目的

突出矿井根据矿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采掘接续计划，超前制

定水平、采区、采掘工作面的瓦斯综合治理方案，统筹全年各区

域瓦斯治理方法、时间、进度安排，为瓦斯治理及采掘接续提供

有力保障。

（二）执行方式

1.每年四季度由煤矿总工程师牵头，制定下年度采掘作业计

划中各区域的瓦斯治理方案，统筹各区域瓦斯治理方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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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安排，确定矿井瓦斯治理“五项指标”，即保护层开采面积、

抽采钻孔量、瓦斯治理巷道工程量、瓦斯抽采量、瓦斯抽采率，

形成“一矿一策、一面一策”。

2.煤矿上级公司技术负责人组织对煤矿编制的“一矿一策、一

面一策”进行审批。

（三）要求

1.“一矿一策、一面一策”的编制做到安排合理、接续有序、

可操作性强，由矿长负责落实，各专业副矿长按分工落实。

2.各水平、采区、采掘工作面瓦斯治理方案包括选取的消突

措施，方法与时间，计量方式，效果检验方式，工作面采掘期间

的瓦斯治理方法、日推进度。

3.每月对落实情况进行梳理，检查是否按计划完成相关任务；

每半年对“一矿一策、一面一策”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分析、考核，

可以根据完成情况适当调整；每年进行一次总结，整理执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落实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提出改进措施，为

编制下年度“一矿一策、一面一策”提供依据。

第八点 开采保护层

（一）目的

突出矿井在突出煤层邻近层中选择一层无突出危险或突出

危险相对较低的煤层优先开采，破坏被保护层中瓦斯赋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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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煤层透气性，同时抽采被保护层卸压瓦斯，消除被保护层的

突出危险。

（二）执行方式

1.确定矿井瓦斯治理模式，优选保护层。统筹考虑瓦斯治理

方案、采区设计、采场接续、巷道布置和煤层开采顺序，推进保

护层连续、规模化开采。

2.根据保护范围，结合被保护层工作面设计确定保护层工作

面设计，制定区域综合防突措施，经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后

执行。区域综合防突措施包括保护层工作面巷道布置、卸压抽采

方式、抽采系统选择、保护层工作面瓦斯治理方法等，实现被保

护层卸压抽采最大化。

3.煤矿企业对保护层工作面从设计、计划、准备、施工等方

面进行全过程监管；将保护层开采面积纳入矿井年度考核，并根

据开采难度、煤质优劣、瓦斯治理工程等，确定保护层开采激励

政策。

（三）要求

1.开采保护层是最有效的防突措施。具备开采保护层条件的，

必须开采保护层，做到应保尽保。优先选择无突出危险煤层作为

保护层，当煤层群中有几个煤层都可作为保护层时，应根据安全、

技术的合理性综合比较分析，择优选定；矿井中所有煤层都有突

出危险时，可选择突出危险程度较小的煤层作为保护层；可采煤

层不能作为保护层开采的，可选择邻近不可采煤层或软岩作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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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层开采。

2.开采保护层时，应当做到连续和规模开采，不得随意留设

煤柱，尽量做到无煤柱开采。

3.开采保护层时，同时抽采被保护层和邻近层的瓦斯；优先

采用被保护层底板巷穿层钻孔、地面井、定向钻孔抽采被保护层

和邻近层的瓦斯。开采近距离保护层时，必须采取防止误穿突出

煤层和被保护层卸压瓦斯突然涌入保护层工作面的措施。

4.矿井首次开采某个保护层或者保护层与被保护层的层间距、

岩性及保护层开采厚度等发生了较大变化时，应当对被保护层的

保护效果及其有效保护范围进行实际考察。保护效果和保护范围

考察结果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5.经实际考察被保护层的最大膨胀变形量大于 3‰时，检验

和考察结果可适用于具有同一保护层和被保护层关系的其他区域。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对每个被保护工作面的保护效果进

行检验：

（1）未实际考察保护效果和保护范围的。

（2）最大膨胀变形量未超过 3‰的。

（3）保护层的开采厚度小于等于 0.5m 的。

（4）上保护层与被保护突出煤层间距大于 50m 或者下保护

层与被保护突出煤层间距大于 80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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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点 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

（一）目的

突出矿井在井下采掘活动前，通过在地面超前施工钻井大范

围预抽煤层瓦斯，将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降低至预期值，减

少井下瓦斯治理工程，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和资源利用率。

（二）执行方式

1.煤层瓦斯压力达到 3MPa 的区域，且具备施工地面井条件

的，优先采用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

2.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应当根据地形、储气层条件、开拓部

署及井下采掘布置等选择直井、“L”型井、“U”型井等井型，对储

层压裂改造，提高其透气性和影响范围，采取合适的排采策略，

提高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效果。

（三）要求

1.采用地面井预抽松软低渗突出煤层瓦斯的，应编制地面井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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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点 打钻抽采精细化

（一）目的

突出矿井在治理瓦斯工作中对钻孔施工、瓦斯抽采工作采取

精细化的技术管理措施，提高钻孔施工精准性与瓦斯抽采效果，

进一步确保防突措施落实到位。

（二）执行方式

1.矿井技术负责人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的打钻、抽采精细化

管理规定，建立预抽钻孔设计、钻进、测斜、反演、护孔、封孔、

验收、连管、抽采、评价、后评估等全流程管控技术要求，实现

质量可靠、过程可溯、数据可查。

2.打钻抽采从设计开始直至工程结束，全部按照标准要求施

工、管理、验收，保证按照设计施工到位，提高管理水平和抽采

效果。

（三）要求

1.每个钻场选定第一个施工的钻孔兼做地质前探孔并测斜，

指导其他钻孔设计。

2.应用姿态仪，快速精准定位钻孔施工参数，钻孔参数（倾

角、方位角）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3.采用穿层钻孔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钻孔施工过

程中出现见（止）煤深度与设计相差 5m 及以上时，应当及时核

查分析。采用顺层钻孔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的，必须及时

核查分析，绘制平面图，对钻孔见岩长度超过孔深五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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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有煤区域提前补孔，消除煤孔空白带。深度超过 120m 的

预抽瓦斯钻孔应当每 10 个钻孔至少测定 2 个钻孔的轨迹，深度

60～120m 的应当每 10 个钻孔至少测定 1 个钻孔的轨迹。对穿层

预抽瓦斯钻孔实际见（止）煤与设计见（止）煤长度误差超过三

分之一的钻孔应当测定该钻孔轨迹。当钻孔控制范围不足或者存

在空白区域时，必须补充区域防突措施。区域瓦斯抽采钻孔应优

先采用定向钻机施工。

4.下向穿层预抽钻孔必须采取孔底排水排渣措施。松软煤层

下向穿层、顺层预抽钻孔必须全程下护孔套管。

5.预抽钻孔采用囊袋式封孔装置、“两堵一注”带压注浆封孔，

注浆压力不低于 1.5MPa。

6.打钻验收视频“一钻一摄像”，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视频抽查，

强化打钻监管，视频资料应保留至采掘工作面采掘结束。

7.对钻孔全生命周期的抽采浓度、流量、负压等情况进行跟

踪分析。执行抽采效果考核、区域预抽钻孔后评估、打钻责任倒

查等刚性制度，通过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打钻质量和抽采效果。

第十一点 抽采达标评判

（一）目的

瓦斯抽采的矿井对瓦斯抽采效果进行评判，包括基础条件评

判和抽采效果评判，通过评判确定是否能进行采掘作业，为采掘

作业的安全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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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方式

1.按要求建立抽采系统进行瓦斯抽采的矿井，应开展抽采达

标评判。

2.煤矿企业应当建立瓦斯抽采达标评价工作体系，制定矿井

瓦斯抽采达标评判细则。

3.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3m3/min 的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

出量大于 5m3/min 的采煤工作面，突出煤层采掘工作面，编制瓦

斯抽采效果达标评判报告，由矿井技术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批准

后方可进行采掘作业；抽采不达标的采掘工作面，不得组织生产

作业。

（三）要求

1.突出矿井必须建立地面永久抽采瓦斯系统并抽采达标。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矿井，必须建立地面永久抽采瓦斯系统或

者井下临时抽采瓦斯系统并抽采达标：

（1）任一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大于 5m3/min 或者任一掘

进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大于 3m3/min，用通风方法解决瓦斯问题不

合理的。

（2）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达到下列条件的：

①大于或者等于 40m3/min；

②年产量 1.0～1.5Mt 的矿井，大于 30m3/min；

③年产量 0.6～1.0Mt 的矿井，大于 25m3/min；

④年产量 0.4～0.6Mt 的矿井，大于 20m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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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年产量小于或者等于 0.4Mt 的矿井，大于 15m3/min。

2.采掘工作面生产作业前，收集抽采工程施工的各项资料，

逐项进行评判，形成瓦斯抽采效果达标评判报告。评判内容包括：

抽采基础条件，突出危险煤层预抽指标（控制范围、抽采钻孔布

孔均匀程度、残余瓦斯含量、残余瓦斯压力），采煤工作面指标

（抽采率、可解吸瓦斯含量），矿井抽采率，采掘工作面风速不

超过 4m/s、瓦斯浓度不超过 1%。

3.实施区域预抽工程的突出危险区，在进行区域防突措施效

果检验前应首先计算煤层的残余瓦斯含量，当计算值低于临界值

时方可进行实际检验，检验过程中发生喷孔等动力现象时，视为

抽采不达标。

第十二点 防突员管理

（一）目的

突出矿井安全、生产、技术等管理人员通过人员位置监测系

统、视频录像等监督防突员现场操作的规范性、准确性，防止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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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人员定位轨迹、原始记录以及审批单。

（三）要求

1.入井前，认真检查仪器仪表的完好性。

2.对预测指标接近或超过临界值的，管理人员要现场跟班，

与防突员共同测定指标。

3.从体制、机制上保障防突员待遇，任何人员不得直接或变

相安排防突员假预测。

4.防突员作为煤矿最重要的工种之一，采掘工作面预测指标

是否准确，关系到是否发生突出风险，要从权威性、操作水平等

方面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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