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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矿山事故现场处置措施 

 

一、现场应急处置要点 

发生矿山（煤矿、非煤矿山）事故，事故现场指挥部应科学

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1.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同时探明事故类

型及发生的地点和范围，查明被困人员，组织营救； 

2.根据事故类型迅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3.尽快抢修被破坏的巷道或工作面，使原有生产系统尽可能

恢复功能，创造抢救与处理事故的条件； 

4.迅速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及食物、饮用水，尽可能向被困人

员提供生存必需保障； 

5.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

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在火灾、爆破器材爆炸事故

现场，应严禁明火，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能产生静电、火花的有关

设备、设施； 

6.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二、常见矿山事故处置要点 

矿山事故常见类型为：边坡坍塌事故、透水事故、冒顶片帮

事故、中毒窒息事故、火灾事故、爆破器材爆炸事故、矿井提升

事故、触电停电事故等，针对上述矿山事故的特点，其处置方案

要点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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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坡坍塌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边坡坍塌事故发生的位置和范围； 

2.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3.明确事故发生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岩土性质，台阶与边坡

的设计参数及相关气候条件； 

4.明确事故地点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存在的浮石、险石； 

5.明确所需的边坡坍塌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6.确定清除危险源的基本方法； 

7.确定受灾人员救助方案； 

8.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边坡情况，

防止二次坍塌、事故扩大。 

（二）透水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透水事故发生的地点和范围； 

2.迅速撤出灾区人员，并规定受到透水威胁地点的所有人员

安全撤退的路线； 

3.明确透水地点的水文地质及气候条件； 

4.明确透水矿井作业范围内的井区、采空区、积水区等的相

关参数及井下主要排水设备的情况； 

5.尽快判明水源情况，立即关闭巷道防水门、封堵防水墙、

其它防控水闸门等，保证排水设备不被淹没，根据水情决定是否

切断现场电源，防止水中带电伤人，电气设备短路烧坏； 

6.排水能力不足时，应增加水泵和管路（包括利用其它管路

作临时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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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针对具体情况进行阻水，如有泥砂涌出时，应建筑滤水墙，

并规定滤水墙的建筑位置和顺序； 

8.明确防止二次透水的措施，防止扩大事故； 

9.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10.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11.确定井下排水及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12.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透水矿井外

部水系状况，防止洪流、河水及地下水持续灌入井下。 

（三）冒顶片帮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事故发生区域范围和被埋压、堵截的人数和位置，并

分析抢救、处理条件； 

2.明确事故发生地点的地质条件、岩土性质及巷道、工作面

的相关设计参数； 

3.迅速恢复冒顶区的正常通风，必要时利用压风管、水管或

打钻孔向被埋压或截堵的人员供给新鲜空气； 

4.必须坚持由外向里，加强支护，清理出抢救人员的通道，

必要时可开掘通向遇难人员的专用巷道； 

5.抢救中，禁止用爆炸的方法处理阻碍的大块岩石，如果因

大块岩石威胁遇难人员，可用石块、木头等支撑使其稳定，也可

用千斤顶等工具移动大石块，但应尽量避免破坏冒落岩石的堆积

状态； 

6.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安排专人检查、监视顶板两边

情况，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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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毒窒息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2.明确中毒窒息原由（有害气体的来源），迅速撤出灾区人员，

抢救遇险人员； 

3.明确通风线路，加强对充满有害气体的主要巷道通风，应

急救援指挥部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反风； 

4.及时撤出因正常通风或反风而受到有害气体威胁区域的人

员，准备处理事故所必需的设备、材料； 

5.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测有害气体浓度等情

况，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五）火灾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在起火原因、火区范围查明之前，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

防毒设施，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2.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3.探明火区地点、范围和尽可能找到起火原因； 

4.迅速切断灾区电源； 

5.采取措施防止火区和火灾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向其

他巷道和工作面蔓延； 

6.科学慎重选用灭火方法； 

7.在整个抢救和处理过程中，必须安排专人严密监测有害气

体及风向的变化，防止出现中毒窒息等次生、衍生事故； 

8.明确通风线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反风； 

9.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5

10.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11.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六）爆破器材爆炸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2.确定事故发生的地点和范围； 

3.迅速切断灾区电源； 

4.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特别要查明有无引爆其它爆炸

源、火源、有毒有害气体液体泄漏等； 

5.排除现场危险物品，特别是附近易燃易爆物品； 

6.确定爆炸后危险因素（火灾、有毒气体产生、大面积塌方、

坍塌等）控制措施； 

7.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8.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9.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七）矿井提升运输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事故发生的位置； 

2.迅速组织撤离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3.迅速采取措施，控制制动闸，切断电源，设置警戒标志； 

4.抢救前，应了解现场顶板、气体、支护、电气设备等情况，

确认无误后，实施抢救工作； 

5.在抢救、处理过程中，提升设备恢复运行前，必须确保信号

系统工作正常后再进行空载测试，不得载物直接运行； 

6.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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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八）触电、停电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事故发生的位置和区域； 

2.迅速组织撤离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3.确定事故发生原因、范围和类型； 

4.明确井下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5.当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时，停电区域停止作业，查明停电

事故性质和范围及停电原因，制定恢复送电方案； 

6.当发生触电事故时，迅速切断电源，设置警戒标志。在抢

救和处理过程中，使用绝缘工具，防止再次触电； 

7.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8.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