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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指的是从煤、岩中溢出的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气

体，瓦斯爆炸的条件为浓度要达到一定比例，有引火的温度

和氧气浓度达到爆炸比例。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会发生爆

炸。爆炸发生后，及时进行应急救援，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

开采人员的生命安全 [1]。

在煤矿瓦斯发生爆炸后，煤矿瓦斯保证应急救援组织

的善后处理过程十分重要。所以，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矿山

救护队的地位尤其重要。一般来说，为了保证灾难发生后应

急救援组织可以迅速响应，就需要保证救援组织足够庞大，

组织内部再分为一个个小组织，小组织之间功能明确，这样

在救援时才能快速达到现场，相辅相成、稳步合作，各司其

职，迅速完成好灾难救援工作，保证开采人员的生命安全 [2]。

一旦出现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若没有及时进行应急救

援，不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会严重威胁到人员

的生命安全。各个地区在实际的组织管理和开采条件方面差

异性十分显著，所以在应对各种复杂的爆炸事件时，不能采

取统一、相似的应急救援组织完成，也不能保证救援效果。

这就要求在救援时，矿山救护队充当主力军，同时全面结合

外界救援理论，优势互补，才能保证救援效果。

煤矿瓦斯保证应急救援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动态

性。动态性主要是指外部的动态性和内部的动态性。外部动

态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煤矿自然条件十分复杂和多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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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瓦斯保证事故类型。内部动态性的影响因素来自应急救援

组织队员。瓦斯爆炸应急救援组织的开展原则分板块、分阶

段、分部门，因为外部环境有不确定性，且十分复杂，所以

需要救援组织内部针对实际情况动态性去适应和调整 [3]。

中国大部分矿采埼玉目前都设立了专门的应急救援组

织系统，矿山救护队自然也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每个生产

性部门在完成好自己的生产任务的同时，在发生瓦斯爆炸

后，还需要能快速从部门中抽调出部分人员成立应急救援小

组开展救援工作。应急救援工作的特点在于短时间、非常态。

只有事故发生后才需要组织人员成立救援队完成救援任务。

煤矿在开采期间，管理方针多为“抽完后采、软件监控、

以风定产”，但实际开采期间并没有执行这一方针，管理存

在严重缺失。许多煤矿都缺少瓦斯抽放系统或在各种原因的

影响下没有正确运行抽放系统，监控系统形同虚设。部分矿

井规定缺乏针对性，安全层不重视安全问题 [4]。

对于煤矿井下作业，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最

大限度地降低了事故的发生概率，本身这对于职工是有利

的，但有些煤矿井下工作人员为了省事，不按规定开采，在

开采期间操作不规范，缺乏安全意识，麻痹大意。

矿井下有较多方式的引爆火源，把控难度大，也会造

成瓦斯爆炸。

瓦斯聚集指的是不足 0.5m3的空间内瓦斯浓度超过 2%。

聚集的影响因素较多，如通风不良、风筒损坏等。

矿山救援队最重要的工作理念就是保障生命安全。这

不仅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尊重生命，同时也是对政府积极开展

安全生产号召的积极响应，一旦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会波及

到广泛的范围，造成严重的后果，严重威胁到财产和生命安

全。所以，在建立煤矿瓦斯爆炸应急救援组织时一定要遵守

一个原则，即“以人为本，安全第一”[5]。

当煤矿瓦斯发生爆炸后，矿山救护队在进行应急救援

时，一定要遵医一个救援原则，即“遵循法制，科学救援”。

目前，中国在立法上严格规定了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问题。

煤矿企业因为灾难的发生率高，加之造成的后果严重，属于重

点监管单位，所以更需要重视和遵守安全生产法。一旦出现安

全相关问题，需要及时和矿山救护队和其他应急救援组织联系。

煤矿瓦斯爆炸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相关政府部门及

组织机构需要在经济实力许可和人员数量许可的范围内组

建应急救援组织，以保证可以第一时间处理各项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人员需要服从上级指挥，组内分级管理。这样在开

展救护工作时就不会因为多头指挥、人员分散而影响到救援

效果。同时，还可以保证在发生安全事故后可以迅速组织起

救援人员实施各项救护措施 [6]。

统一管理应急救援组织和相关人员，保证了在发生灾

难后救援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开展救援工作。例如，对于矿山

救护队来说，可以在队内成员之间设置高效便捷的联系方

式。目前，所开展的大部分救援都是在灾难发生后抽调其他

部门的人员组成应急救援组织展开救援，这些救援人员因为

来自不同的组织，所以无法避免的存在多头指挥、多头领导

的情况，从而对救援的响应速度造成严重影响。为了对这一

问题进行有效解决，需要矿山救护队在内的应急救援组织在

建立后统一指挥，一旦展开救援工作，就需要服从救援组织

的命令。

救援人员的综合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到煤矿瓦斯爆炸事

故应急救援的效果。作为救援工作开展的主力军，应急救援

人员如果专业能力较差、工作态度消极、行为散漫等，会对

灾难的救援效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在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事

故后，为了保证救援效果，需要救援人员立即响应。所以，

矿山救护队队员在救援时要分秒必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

降低财产损失，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在组建应急救援组织时，

选择的队员需要保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能力。此外，

在无灾难时，救援队还需要定期组织开展救援演练，不断提

升队员的综合素质 [7]。

责任制有助于保证工作效果。可以将煤矿瓦斯爆炸应

急救援组织内部分为多个小部门，每个部门有不同的职责，

如人员救援、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等，每个部门各司其职。

只有将不同的队员安排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去，队员的工作

热情才能被充分激发，在救援工作中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

作用。此外，在完成救援工作后，也便于奖励和追究责任。

综上所述，煤矿瓦斯爆炸会严重威胁到煤矿企业的财

产和开采人员的生命安全，所以需要重视构建和完善应急救

（下转第 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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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送风速度能够减少粉尘颗粒在掘进工作面的积聚，缩短

粉尘滞留巷道内的时间，降低巷道内粉尘浓度。

论文利用 Euler-Lagrange模型，探讨了掘进工作面产尘

粒径和不同送风速度两个影响因素对巷道内粉尘颗粒运移

规律及分布进行了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粉尘粒

径越小，扩散作用越强，易在航带内扩散，形成多处高浓度

区域，不利于粉尘防治。巷道内粉尘分布受掘进工作面送风

速度变化影响较大。当送风速度为 7m/s时，粉尘在掘进机

前端积聚，粉尘无法及时排出。当增大送风速度时，由于风

流对粉尘颗粒的曳力增大，能够快速吹散掘进机前端积聚的

高浓度粉尘，加快粉尘排出巷道的时间。同时，在巷道后方

送风筒一侧粉尘浓度明显低于巷道另一侧。

综上所述，控制煤尘粒径大小可以改变粉尘扩散的范

围及高浓度区域分布，提高工作面送风速度能够快速有效的

排出巷道内的粉尘，降低巷道内粉尘浓度，保证安全生产，

减少工人患尘肺病的概率，提高生产效率。但在生产过程中，

要注意风速应当选取最优值防止产生二次扬尘，同时要采取

多种措施控制其产生煤尘的粒径，增强除尘效率，同时提高

一线工人工作中的舒适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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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组织。国家也需要管理好这些救援组织，统一领导，提高

救援人员的综合素质，保证在灾难发生后可以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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