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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下施工行操作的过程中，瓦斯是对人员和工程的

安全系数影响最大的因素，如何能够防治瓦斯爆炸的事故

发生目前国家在积极解决的问题。因为瓦斯爆炸不仅影响

到生产的安全同时矿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自从开始发现矿山资源以来，绝大部分的矿山都发生过瓦

斯爆炸的情况，其中在低瓦斯矿山中发生瓦斯爆炸的情况

占据了事故的主要部分。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公司的利益

最大化，大多数的企业都没能重视瓦斯安全的防治工作，

过于忽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是导致低瓦斯矿山发生瓦斯

爆炸的主要元凶。因此，要对低瓦斯矿山可能出现的各种

引起瓦斯爆炸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确定相应的安全等级，

根据不同的等级提出相应的措施。

1 低瓦斯矿山安全评价的分析
在一个矿山开始进行挖矿之前需要对矿上进行一侧安

全评估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需要收集矿山的相关资料

并根据收集而来的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完成对矿山安全性

能的检测工作，另外还要对可能引起安全问题的原因进行

分类工作，按照引起事故可能性的大小进行排列，从而得

到一份完整的评估报告。

由于在矿山之中对工作人员造成危险最大的情况是瓦

斯类的事故，因此，在瓦斯这方面需要在评估的过程中仔

细的反复斟酌。对可能由于瓦斯的因素对人员生命安全造

成影响的各类情况进行检测，并作出相应的应急预案是保

证生产安全和人员安全的必要条件。在以往所发生的各类

瓦斯事故的情况分析中，大体可以将造成的事故分为以下

几种，由于瓦斯爆炸对人体造成直接的伤害，吸入的瓦斯

数量过多导致人员出现窒息的情况，以及瓦斯突出造成的

危害。但是在这几种情况当中，瓦斯爆炸和外丝窒息时间

是发生的频率最高的两种 [1]。

瓦斯爆炸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碰撞所形成的火花

或者其他引起明火的方式，爆炸造成的能量释放会形成巨

大的冲击力或者高温。无论是对矿下的设备还是对矿下的

工作人员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而爆炸所带来的高温更是

有可能在矿下引发一场火灾不但对身体表面造成伤害还会

对造成矿下氧气含量的降低让矿下的工作人员出现窒息的

情况；而瓦斯窒息并不是因为爆炸消耗的氧气导致的窒息

而是由于矿下氧气中所含的瓦斯比例过高，人在呼吸的过

程当中摄入了大量的瓦斯组织细胞中与氧气的结合，从而

导致矿下的操作人员氧气不足出现头晕甚至窒息的情况发

生。因此，采取更加科学的方式来防治瓦斯造成的伤害是

十分重要并需要马上进行解决的 [2]。

2 造成瓦斯事故的主要原因
若是要了解瓦斯事故发生的原因就需要瓦斯本身的成

分具有一定的了解，瓦斯当中最主要的成分便是 CH4，另

外在瓦斯当中还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合硫化氢

等多种的危险物质，一旦瓦斯的浓度达到了爆炸的最低值

5%，而温度在一瞬间也达到爆炸的最低温度就会引起瓦斯

爆炸，一旦发生了瓦斯爆炸就会迅速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含

量并且还能够产生入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许多的危害性

气体，并且传播的速度还十分的迅速。

引起瓦斯爆炸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主观因素便是

工作条件够严格，同时安全防范意识不足，便容易出现安

全事故。我国的地域广阔，矿山的储存量也是十分的庞大，

但是大多矿山地分布比较分散。其中 80% 以上都是小型的

矿山甚至有不少都是私人矿山，这样的矿场矿下的施工条

件可以说是十分的恶劣，不能完全符合施工安全标准。小

型的矿山在施工过程中没有评估瓦斯安全的意识，总是怀

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所挖的矿山是低瓦斯的矿山，其中

发生瓦斯事故的可能性不高，所以根本就不在意。其通风

条件和定期检查瓦斯含量的时候也都是敷衍了事，这样造

成的后果就是频繁的发生瓦斯事故 [3]。

3 瓦斯突出的防治措施
瓦斯突出现象也可以叫做瓦斯超限，也就是说矿山的

瓦斯超出了人们所规定的限制，认为瓦斯的浓度已经能够

对人体造成影响。一般发生这样情况的时间都会比较短，

而且瓦斯突出也比较的难以防范。主要的原因是采空区的

面积比较的庞大从而在这片空间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瓦斯，

而这些积压了许久的瓦斯由于冲击力或者其他震动的影响

导致积攒瓦斯的空间当中出现了裂缝，使得大量的瓦斯从

缝隙当中喷涌而出。

如果想要有效的避免瓦斯突出问题出现的频率，则需

要在施工之前和施工的过程当中对矿山的回踩工作面进行

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盘查，并且将这一问题作为重点问题进

行关注。这样载入后放炮结束的时候不会造成采空区的顶

棚出现裂缝，在巡查的过程当中使用现代科学先进的技术

来对顶棚进行强化，并且实时监测顶棚的额数据 [4]。

另外在使用炸药进行炸矿之前，要充分的进行准备工

作，炸药量的使用情况要进行反复的斟酌，炸药与炸药之

间的距离也要更加严格的把握住。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所

有的生产过程都要严格的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不能够随

意地改变生产的流程，尽管是在低瓦斯的矿上中进行作业

也不能放松对瓦斯的警惕。� （下转第 237 页）�

浅析低瓦斯矿山瓦斯防治安全评价

苏　刚（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峰煤业有限公司，山西　朔州　037200）

摘　要：矿山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起着着重要的作用，在矿山进行施工的过程当中瓦斯是对矿山工业当中对矿山下的
作业人员安全威胁最大的因素。本文通过对低瓦斯矿山中瓦斯爆炸的分析从而得出能够防范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的措施，
并分析出更加有效地方式来预防瓦斯事故。经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总结出杜绝在矿山中出现明火是能够有效的防治低瓦
斯矿山的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途径，只有成功的预防了瓦斯爆炸的情况才能够保证生产的安全。

关键词：低瓦斯矿山；瓦斯爆炸；防治；安全评价



Research analysis | 研究分析

-237-中国化工贸易          2020 年 12 月

征划分砂层组，建立典型小层剖面和骨架剖面，实现单砂

层平面追踪。

4 实际钻探成果
重新剖析了代河地区构造模式，结合代河地区成藏模

式及沉积规律研究，部署的代 14 斜 -16 井在潜 32 钻遇油

层6.0m/6层，2021年 2月抽汲，最高日产7.78方，不含水，

3 月 6 日自然投产，初期日产油 5.2t，目的层埋深 831m，

原油粘度 45.73MPa.s，密度 0.898g/m3，原油品质较好。

油迹砂质白云岩：胶结较致密；砂质含量约占 25%,

性硬且脆，断口呈贝壳状，与冷 HCl+，与热 HCl++，反应

液较清澈，滴入镁试剂见蓝色絮状物。含油极不均匀 , 极

不饱满。荧光干照呈暗黄色，氯仿滴照呈乳白色团块状扩

散，氯仿溶泡液肉眼观察呈棕色。

油迹粉砂岩：泥质胶结，较疏松；与 HCL 不反应。含

油极不均匀，极不饱满，由于岩屑太碎，无法滴水，荧光

干照呈暗黄色，氯仿滴照呈乳白色放射状扩散，氯仿溶泡

液肉眼观察呈浅棕色，荧光观察呈乳白色。

井段 815.00~815.80m，厚 0.80m，岩屑录井为褐灰色

油迹砂质白云岩（见图 2）。

图 2   14 斜 -16 井 815.00~815.80m 岩屑录井荧光图
PLS 快速气测录井：全烃 0.26%~0.30%，甲烷 0.21%~�

0.24%。

这一发现打破了对潜江组油藏埋深在 1000m 以上是稠

油的传统认识，并且成功实现了代河西部外扩。潭口和代

河潜 32 具有相似的成藏规律，构造解释发现了多个构造圈

闭。

5 结论
①代 14 井区潜江组砂体均发育良好。代 14 斜 -16 井

在潜江组钻遇油水同层 1.50m/1 层，含油水层 7.50m/3 层。

代 14 斜 -16C 井在潜江组钻遇油层 6.00m/6 层，油水同层

3.20m/2 层，含油水层 2.20m/1 层，水层 1.90m/2 层；②代

河地区具有良好的烃源条件，良好的沉积体系，良好的疏

导体系以及良好的油气生成同构造演化时空配置关系，说

明该区的成藏的主控因素在于盖层；③结合实钻资料 + 地

震资料精细构造解释，有效地解决制约潭代凸起带东北部

实施油气勘探开发技术难题，为今后高陡构造带开展储层

及有利圈闭预测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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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瓦斯爆炸的措施
瓦斯的爆炸并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他需要能够满足

三个条件首先是瓦斯的浓度要能达到爆炸的范围，其次是

氧气的浓度也应该达到爆炸所需要的海量，最后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必须要有能够点燃这团能量的火源，火源的最

低必须要在 600℃以上，只有这些条件同时满足才能够达

到爆炸的要求。因此防治瓦斯爆炸主要应该从这三方面入

手，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做到通风设施完善。利用通风设

施定时的将低瓦斯矿山中的瓦斯排放出去，并且还能够对

矿山下的空气中氧气的含量进行控制，另外在低瓦斯矿上

下的矿井中所使用的设备需要进行严格的要求，一定要使

用能够防治爆炸的电气设备，所有的电气设备使用的电线

线路都应该符合要求，并且在没有风的区域和瓦斯容易聚

集的区域一定不能够安装电气设备。对于电气设备的检查

应该做到使用前和使用后都有专业的人员进行检查。除了

经过严格计算的炸矿以外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会造成

明火的作业。事故的发生往往都是一瞬间之间的事，一旦

发生可能根本来不及反应，因此在进行况下作业的同时根

据安全评价的等级定时的进行检查是每一个低瓦斯矿山也

必须遵守的原则。

5 结束语
矿山由于其对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发生危

险的频率较高国家也必须不断的进行挖掘，所以安全问题

也是国家一直在进行关注的问题。低瓦斯矿山中瓦斯的含

量相对较低，也正因为这样公司的管理层才更加容易忽视

瓦斯安全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的瓦斯事故发生在低瓦斯矿

山的概率更加的频繁，所以在低瓦斯矿上的瓦斯防治工作

并不能够掉以轻心，无论是意识上还是从管理和设备方面

都应该严格按照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低瓦斯矿山下的瓦斯

监控更是要注意，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危险扼杀于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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