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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世界煤炭运输频率高的国家之一，如何实施应

对天然气事故的措施至关重要。其中，应急准备能力在煤

炭资源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煤炭资源对事故指挥能力

影响的根本原因对于提高应急指挥的有效性至关重要。ICS

是一个应急准备系统，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并因其

模块化、功能性和灵活性而被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采用。

采用安全工程等理论方法和结构方程，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进行定性和定量系统分析，选择碳纤维事故救援演练方

法，研究案例研究，以提高碳纤维事故的响应能力。

1 瓦斯通风安全要求
关于采矿业的安全问题，当今燃煤电厂自身存在着一

系列风险因素，各种风险是不可逆转的。不同的气体通风

要求受到一系列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预期标

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实际选煤过程中，受影响的现

场必须改进生产系统中的控制，确保控制的稳定性、安全

性。为了确保气体控制的效果，受影响的工地必须根据国

家标准制定标准，以确保在进一步工作之前遵守井下气体

控制。当下面发生气体超标时，有关人员必须及时采取措

施，有效控制气体浓度，明确气体超标的原因，并在消除

气体回收问题后继续开展其他活动。燃煤电厂还必须加强

其在环境监测系统中的应用，以确保施工人员能够安全地

在各个领域开展工作，并结合施工的具体条件，事先制定

有效的应急措施，确保在井下工作的人员能够在出现问题

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当井下环境监测系统失效时，井下

工作不能继续以避免安全风险。此外，必须注意加强煤田

通风，定期检查井下两个电源和两个电源的状况，避免因

电路问题而引起的安全问题。

2 瓦斯事故应急指挥能力的影响因素
2.1 应急指挥者因素

2.1.1 现场应急主管的能力

有效应对对应急主管职业发展和复原能力至关重要

的，作为事故指挥官，应在事故现场及时准确地进行全面

分析、预警和待命安排，同时相关人员应协调高效地掌握

事故协调应对措施。

2.1.2 应急主管的正常工作能力

在仔细研究现场风险的基础上，应急预案指挥官在与

煤炭输送影响发生冲突后，对恢复工作有着重大影响。

2.2 基础设施不足

国内煤炭图由来已久，煤炭装饰效率正在提高，但采

矿通风系统的安全方面不足，没有充分考虑到今后煤炭开

发的形式，煤炭开发中使用的气体控制技术也没有充分融

入实际情况，无法应用高效的通风系统。与此同时，采用

通风设备造成的经济影响有延迟空调，与原煤的现状不

符，爆炸危险系数瓦数呈现增长趋势，导致燃煤电厂出现

安全隐患。

2.3 现场环境因素

2.3.1 组织行政环境

①组织治理领域包括应对紧急情况的法律安排，如山

区治理和生产安全应急条例；②灾害管理问责制度，如强

有力的问责制度、领导监督制度等；③预警系统，如采矿

作业指挥模式、全面提高煤炭输送指挥能力和应急准备培

训系统。

2.3.2 现场帮助环境。

煤田事故发生后风险识别、判断等的复杂性增加了应

急准备决策方面的延误和科学困难，可能导致应急指挥与

救援队之间信息不对称。为此，迫切需要针对复杂气体事

故作业环境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3 瓦斯事故应急指挥能力提升措施
3.1 保证通风巷道的流畅性

在生产中，一些工人为了省事，会将一些施工用的材

料和设备堆放在回风巷道。这样做会导致严重后果：①堆

放区域会形成通风死角，这为瓦斯积聚提供了有利条件，

增加了发生了瓦斯爆炸的风险；②减小了巷道的有效通风

面积，增加了巷道的局部通风阻力，会影响相邻巷道的风

量分配，有可能导致巷道内风量不能满足安全生产的需

要。针对这种情况，应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对于巷道内堆

放设备超过规定时间的，其负责人应接受一定的经济惩

罚。通风管理人员要经常对通风巷道进行检查，保证巷道

通风有效面积满足生产的要求。此外，对于一些废弃的联

络巷一定要及时关闭，减少风量损失，降低联络巷内发生

瓦斯积聚的风险。

3.2 运用掘进技术来实现瓦斯防护

要想有效控制隧道内部的瓦斯喷出量，就必须对瓦斯

喷出的情况进行有效控制。对于瓦斯喷出进行控制的方法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首先是利用围岩等级来进行选择，找

到最为合理的围岩，并利用多种方式来开展施工工作，所

使用的施工方法包括了全断面开挖法、上下台阶法以及预

留法等，通过运用这些施工方法可以有效地掘进初喷混凝

土，待隧道钻孔出现渣滓之前，可使用初喷混凝土的方法

来实现封闭的效果。从而确保施工中能够实现拱墙或者仰

拱的处理，确保施工的安全。� （下转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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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煤生产过程中灾害类型多样，尤其瓦斯爆炸事故以其破坏性强、人员伤亡多等特点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生产条件、瓦斯爆炸事故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通过事故资料的统计分析获取事故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事故等级、地域特征、矿井瓦斯等级、等方面对我国瓦斯爆炸事故进行统计，梳理了事故的发生规律，为事故的预防
与控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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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合理的措施改变地层中的非均质性问题，在这一方

面，工作人员主要可以通过酸化压裂作业的方式，进而使

得地层中的渗透率得到提升，出油率得到提高，此时原油

的开采效率必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2.2 剩余油分布影响

对于我国大多数的油藏而言，地层中的非均质性都相

对较为严重，从纵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在相同的地层内，

纵向位置处的组成介质类型相对较多，介质的成分存在严

重的差距，在进行具体开采作业的过程中，所需要使用的

开采方式也将会产生较大的差距，对于开采时间的要求进

一步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受到储层之间差异性相对较大

的影响，渗透率将无法在原油开采作业的过程中发挥自身

作用，一般情况下，如果地层中的各种孔隙分布相对较为

均匀，则原油的饱和度将会大大减小，如果地层中各种类

型的孔隙分布均匀性相对较差，则饱和度将会提升，当油

泵中原油饱和度存在一定差异时，地层中原油的渗透速度

就会出现差异，对井网进行控制的难度增加，其出油率必

然会大大降低。受到非均质性的影响，地层中的剩余油分

布相对较为分散，原油开采作业所需要的时间以及难度增

加，各个油井的出油率相对较低，这对于我国油田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而言十分不利。

2.3 油层产量影响

如果地层中的非均质性问题相对较为严重，同时，工

作人员所采用的采油方式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则必然会

使得层间干扰问题相对较为严重，层间干扰问题会使得各

个储油层之间产生吸水性方面的差异，地层中的含水率升

高情况较为严重，这对于我国油藏的稳定开发作业十分不

利。在另一方面，受到层间干扰问题的影响，各个储油层

之间的开发效率相对较差，一般情况下，只有对地层中原

油进行统筹开采，才能使得整个油田的作业效率得到提升，

由于各个储油层存在开发效率差异问题，这使得工作人员

进行统筹开采作业的难度全面提升，整个油田的开采效率

必然会大幅降低，使用多油层开采方式无法对出油量进行

全面的控制，各个油层的开采量也会得到全面的降低。

3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大多数的油田而言，地层之中的

非均质性都相对较为严重，这属于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会

对油田的开发作业产生严重影响，其非均质性问题主要可

以表现出两种类型的现象，分别是层间干扰以及单层突

进，在另一方面，非均质性问题对于油田开发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开发效率影响、剩余油分布影响

以及油层产量影响，在进行开发作业的过程中，工作人员

必须采取合理措施，全面改进非均质性问题，全面推动我

国油田开发作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亚静 . 油藏非均质性类型对注水开发的影响研究 [J].

中国科技博览 ,2014(41):393.
[2] 许建红 , 钱俪丹 , 库尔班 . 储层非均质对油田开发效果的

影响 [J]. 断块油气田 ,2007(05):33-35+98.
[3] 李明 , 戚楠 , 陈朝兵 , 等 . 甘谷驿油田 L2 区特低渗储层

非均质性及其对油层分布的影响 [J]. 油气藏评价与开发 , 
2019,09(02):1-6.

作者简介：
高祥录（1984- ），男，山东单县人，工程师，从事油田开
发工作。

（上接第 235 页）

3.3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

伴随信息技术发展，不同信息技术在不同领域应用的

广泛性也在不断提升。在对通风系统应用的过程中，借助

信息化智能化通风系统，即传统机械通风技术与计算机信

息技术相结合，能够实时采集巷道中的瓦斯浓度数据，并

结合大数据技术，分析、预测采集到的数据，并在此基础

上对通风系统运行效果有效提升。借助信息化智能化通风

系统，能够对通风系统管理工作难度降低，增强通风安全

管理效果。同时，应用处理措施信息数据会上传至大型分

析模拟软件，借助大量数据分析，明确通风应急措施的优

点、不足，并对通风系统反馈，对通风系统的应急效果、

应急能力有效提升。在未来通风系统发展过程中，将通风

系统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相结合是未来发展方向，借助计算

机开展计算、模拟工作，能够很好的提升采煤的安全性。

3.4 重视工人的安全培训

经过大量统计可知，矿井通风安全事故的发生有 67%

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然而，

矿山工人的专业素养有限，对于采煤生产缺乏必要的认

识。因此，非常有必要提高工人的素质，使其认识到通风

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应加强对矿井通风安全的宣传，使

安全生产变成工人的常识。此外，还应聘请一些外来的专

家学者对工人进行培训，使其掌握一些通风的专业知识，

提高其对于采煤突发通风安全事故的处理能力。

4 结束语
排放瓦斯结束后，应由救护队、通风部门、安监部门

等共同负责全面检查瓦斯排放区域内瓦斯情况，确认安全

后，向调度室汇报，经总工程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其他工

作。恢复正常通风后，由专职电工对巷道内电气设备进行

安全性防爆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恢复送电。瓦斯排放

本身就是一种消除安全隐患的安全措施，同样也是一件危

险性大、影响面广、十分复杂的安全技术性工作，故从制

定瓦斯排放措施开始，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每次排

放的安全，杜绝排放过程中的瓦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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