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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矿井下通风系统是井下生产安全体系的关键构成环

节，其运行的持续、高效对矿井生产综合效益的获得具有

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但现阶段井下通风系统配风量及其

他通风参数的监测和控制多是通过人工作业实现的，这种

作业方式不仅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在调节中可

能造成风量的不均匀分配和调节不稳定、不持续，尤其是

在井下发生火灾时，难以通过对风量的远程控制来实现对

火情的调控，可能存在更大的风险。针对这一不足，在井

下通风中引进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对井下各个通风点用

风量的智能化控制，实现通风系统运行的安全、智能，对

推动矿井生产进步意义重大。

1 工程概述
A 矿设计生产能力为 9.0×105t/a，矿井采用中央分列

式通风方式，其中，副平硐位于矿井北部区域，用于井下

进风、电缆铺设及行人；风井位于井田南部区域，担负全

矿井回风任务并作为安全紧急出口使用。矿井风井筒配套

风机两台，型号均为 FBCDZ-6-16B，一台正常运行，一台

备用，风机供风量为 28~63m3/s，供风风压介于 710~2700Pa 

之间，电机功率为 2×75kW。

2 矿井下通风管理及通风设施应用
2.1 矿井下瓦斯治理及通风系统优化的原则

对矿井通风系统应当在保证煤矿企业正常使用的基础

上，做到最大限度的简化，在达到矿井下最佳通风效果的

基础上，对经济的成本实现有效地控制。第二，对矿井下

开采技术方案应当首先做出来，然后，以开采技术方案为

基准，制定出对应的瓦斯治理方案与通风系统优化方案。

第三，设计得到的通风系统方案、瓦斯治理方案，应当最

大限度做到切实可行，同时，也需要为后期矿企业产能的

提升留有充足的空间。

2.2 对矿井下瓦斯治理制度进行完善

针对当前矿井下瓦斯涌出量不断增加的问题，从制度

层面上对相关的做法和流程进行规定非常关键。在具体实

施中，应当对当前的瓦斯治理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

全面做好查漏补缺工作， 形成完善且严格的隐患检查制

度，对矿井开采活动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分

析，建议事故树体系，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做到及时发

现，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对矿井瓦斯

检查制度进行完善，采取定期与动态相互结合的方式，对

瓦斯含量进行测定，形成严格的压力检查制度，推动矿井

企业能够及时检查瓦斯含量，结合实际，对瓦斯含量进行

严格控制，确保瓦斯含量在规范的范围内，落实矿井瓦斯

含量责任制度，对于出现的瓦斯超标的情况，应当给予责

任追究，严格奖惩机制，全面提升矿井瓦斯治理实效。制

定出严格的矿井通风系统管理制度，从煤矿的实际情况出

发，对通风系统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促进矿井瓦斯抽采工

作与通风系统运行工作更为高效开展。

2.3 持续不断增强对通风、瓦斯抽采等人员的培训力度

针对当前对矿井通风及瓦斯抽采工作要求不断增加的

实际，持续不断的增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力度非常关

键。在具体实施中，不但要重视理论培训，同时还应当持

续强化实践培训，在具体培训时，对于理论培训，应注重

提升培训工作实效，不能仅仅采用传统的灌输式理论培训

的方式，同时还应当注重将一些当前取得较好培训效果的

培训手段应用到具体培训工作中，例如，座谈会、交流会

及邀请专家讲座等有效应用到培训中。对于实践培训的内

容，应当与理论培训形成相互匹配的培训模式，推动理论

培训与实践培训相互融合发展。此外，形成对应的培训考

核机制非常关键，不仅要注重对具体理论的考核还应当加

大对具体操作的考核，更好提升培训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2.4 百叶式风窗控制系统

百叶式风窗控制系统主要用于对 1805 作业面风量进行

调控，作业时结合井下作业面需风量，通过地面上位机控

制软件对百叶式风窗进行实时调节。百叶式风窗控制柜内

含风窗控制系统，可接收系统软件所发出的操控指令，并

根据指令采用适当的算法对百叶式风窗进行调节，从而达

到精准化操控的目的。同时，百叶式风窗还配套有显示屏，

可显示控制区域的压力、风速等通风参数，并向上位机实

时反馈调节控制情况。

图 1   第一道风门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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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4 页）改计划，按时完成整改；②应当加强劳动

者职业卫生防护知识，提高个人防护能力和意识，进行上

岗前、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并将职业病防治的

法律、法规、规章、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操作规程深入每

位劳动者的心里。开展健康监护为了全面掌握职工健康状

况，必须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职业

健康体检，早期发现职工的健康改变和职业禁忌，对健康

受损害的职工要早期治疗，体检中发现的禁忌证患者尽快

调离接害工作岗位，是预防职业病的重要手段。

4 劳动者个体防护
劳动者个体防护是劳动者在工作中随身穿（佩）戴的

特殊用品，包括：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

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离

时，建议佩戴正压自给式呼吸器。眼睛防护：呼吸系统防

护中已作防护。身体防护：穿聚乙烯防毒服。手防护：配

戴橡胶手套。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这些用品是劳动者避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最后一道防

线，目的是减轻或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影

响。

5 应急救援措施
①应制定应急救援演练预案，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定

期演练，并且通过演练总结出经验对应急演练预案进行修

改。设立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明确各部门

和人员职责。定期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职

业卫生事故应急处置及人员救护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②按照《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应急演练人员应包括

各部门负责人，按照 0.1％ ~5％的比例配备，至少为每班

人员配备有 1 名急救人员；③根据项目的行业类型及危害

特点，结合园区的危害特点，应在非生产区设置应急救援

站。气防站的位置应该地处公路附近的便利地带，车辆方

便出动，车库门该应当面向主要道路。气防站应与专业的

消防部门、职业病防治机构、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实

现联动机制。

我国的职业病发展史也经历了三个阶段，随着职业病

防治法律体系的不断的完善，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职责也在

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也经历了多次修

订历程，在“放、管、服”的改革下，企业的职业卫生“三

同时”也由企业自主组织，企业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

由传统职业病防治扩展至全职业人群的健康管理，一手抓

防治，一手抓健康。

能否做到从源头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只做到以上几点

还远远不够，这也给建设单位、初步设计单位、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只有结合实际进行

必要的分析和论证才能从源头上实现管控。在项目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阶段，对类比企业进行超标原因分析，作为新

建企业的关键控制点，在设计阶段加大防护设施的投入，

避免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图 2   第二道风门安装示意图
其中，第一道风门构筑处巷道截面为半圆拱形，尺

寸为 4100mm×3600mm（宽 × 高），其一侧为皮带运输

机，考虑整个作业面实际通风需求，于风门上留设尺寸

为 2600mm×800mm（ 长 × 宽） 的 智 能 调 节 风 窗。 风 窗

采用百叶式结构，可上下 90°翻转，同时风门上部架设

50mm 的工字钢，以提升风门抗压性能。所用风门为尺寸

1800mm×1400mm（高 × 宽）的双扇平衡风门，仅用于行

人，其中，风门留设观察窗口。图 1 为第一道风门安装示

意图。第二道风门构筑于第一道风门下风处，与第一道风

门间隔 6m 布设时要对巷道进行起底整修，风门上留设尺

寸为 2600mm×800mm（长 × 宽）的智能调节风窗，所用

风门为尺寸 1800mm×1400mm（高 × 宽）的双扇平衡风门，

仅用于行人，其中，风门留设观察窗口。图 2 为第二道风

门安装示意图。

2.5 要对预警系统加强应用

想要对矿井井下通风事故进行有效的预防，必须要有

良好的预警系统作为保障，具体可以对现代技术进行合理

的应用，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遥感技术等在矿井

井下建立起强大的预警网络，确保当井下工作环境出现安

全隐患时，报警系统能够及时的反应，提醒工作人员进行

处理或逃离，如在井下瓦斯浓度超标时，报警系统会发出

警告，提醒工作人员调整通风系统降低瓦斯浓度，并要求

相关人员及时撤离。

3 结语
综上分析，全面提升矿井企业瓦斯治理实效是当前很

多矿井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随着矿井企业开采深

度的不断增加，需要对矿井企业通风系统进行针对性的优

化，但是从具体优化情况来看，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

差强人意，因此，这就需要矿井企业充分认识到做好瓦斯

治理工作与通风系统优化工作的重要性，结合矿井企业实

际，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全面提升优化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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