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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依据山西省煤监局事故统计资料，对山西省近两年煤矿事故进行统计分析，从事

故企业经济类型和事故等级、事故类型、事故发生月份和时点以及井型大小等方面全面了解山西省

煤矿事故现状、特点，得出事故发生规律，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并针对事故原因提出预防和减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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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秉赋特性，决定了煤

炭是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我国一次能

源结构中，煤炭将长期是主体能源［１］。山西 是 煤 炭

资源大省，也是全国主要能源基地之一，山西煤矿的

安全生产不仅事关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同时也影响着全国的煤炭生产形势和市

场供给状况［２］。因此，开展山西省煤矿事故 研 究 具

有重要意义。

１　事故统计

　　根据统计局资料，２０１７年全国煤炭产量在连续

三年下降后首次回升，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煤炭

产量同比增长３．５％，２０１８年煤炭产量再同 比 增 长

３．７％。随着近两年煤炭产量的增加，煤矿安全问题

也随之而来。根据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数据资料，

２０１７年山西省 累 计 发 生 煤 矿 生 产 安 全 事 故２９起，
死亡６４人，同比增加１０次、２０人，分别上升５３％和

４５％；２０１８年累计发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２８次，死

亡３０人，较上年度大幅下降。因此，依据煤矿事故

数据资料，针对事故特点进行统计分析，找出事故发

生规律及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１．１　按经济类型和事故等级统计

按经济类型及事故等级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

统计如表１所示。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曾维刚（１９８６－），男，四川达州人，硕士，工程师，从事煤矿安全、建设项目咨询评估及煤矿相关课题研究。



表１　近两年山西煤矿事故按经济类型和事故等级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事故

等级

国有重点煤矿 地方煤矿

事故起数／次 死亡人数／人 事故起数／次 死亡人数／人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事故合计 １７　 １３　 ４２　 １４　 １２　 １５　 ２２　 １６

一般事故 １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９　 １５　 １０　 １６

较大事故 ４　 ０　 １９　 ０　 ３　 ０　 １２　 ０

重大事故 １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特别重

大事故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从表１可知，近两年事故发生数量国有重点煤

矿和地方煤矿相当，事故死亡人数国有重点煤矿是

地方煤矿的１．５倍，鉴于国有重点煤矿产量占到了

全省全年总产 量８０％以 上，就 百 万 吨 死 亡 率 而 言，
国有重点煤矿比地方煤矿低得多；２０１８年全省国有

重点煤矿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２３．５３％和

６６．６７％，地方煤矿事故总数同比增加２５％，死亡人

数同比下降２２．７３％，不 管 是 从 事 故 数 量 还 是 死 亡

人数看国有重点煤矿降幅较大；２０１８年未发生较大

以上事故，较大以上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１．２　按事故类型统计

煤矿事故类型主要包括瓦斯、顶板、水灾、火灾、
放炮、运输、机电等类型，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按

事故类型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按事故类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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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类型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事故起数
／次

所占比例
／％

死亡人数
／人

所占比例
／％

平均每起

事故死亡

人数／人

顶板 １３　 ２２．８　 ２６　 ２７．７　 ２．０

瓦斯 ０ ０ ０ ０ ０

机电 １７　 ２９．８　 １７　 １８．１　 １

运输 １２　 ２１．１　 １３　 １３．８　 １．１

放炮 ０ ０ ０ ０ ０

水害 １　 １．７　 ６　 ６．４　 ６

火灾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 １４　 ２４．６　 ３２　 ３４．０　 ２．３

合计 ５７　 １００　 ９４　 １００　 １．６

　　从表２可知，近两年山西省各类煤矿事故中，机
电、顶板、运输三类事故约占事故总数的７４％，死亡

人数约占总人数的６０％；水害事故平均每起死亡人

数最多，危害最大；其他事故中，中毒事故发生较频

繁，死亡人数较多，危害较大。因此，在以后的生产

过程中应加强机电、顶板、运输、水害事故的防治工

作，同时加强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监控。

１．３　按发生月份及时间统计

近两年山西省１－１２月发生煤矿事故起数及死

亡人数情况见 图１。从 图１可 知，随 着 时 间 推 移 近

两年事故 死 亡 人 数 呈 来 回 波 动 趋 势，其 中１月、３
月、５月、８月及１０月份出现了局部高峰，但是总体

呈下降趋势；每年８月份发生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

均较多；４月及９月份发生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 较

少；２０１８年各月份发生事故数量及事故死亡人数总

体较平稳，较上年度大幅度降低，煤矿事故基本得到

有效控制。

图１　近两年山西省１－１２月事故情况统计

Ｆｉｇ．１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近两年山西省各类煤矿事故按时间点统计情况

见图２。从图２可知，上午８时到下午１６时期间发

生事故数量 及 死 亡 人 数 最 多，其 次 是１６时 到 晚 上

２４时，０时到早晨８时发生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相

对较少。因此，应加强白天安全工作管理以防疏忽

大意导致事故发生。

图２　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按时间点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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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按井型大小统计

煤矿按井型大小可分为小型、中型、大型及特大

型矿井，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按井型大小统计如

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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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近两年山西省煤矿事故按井型大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ｗｅｌｌ　ｓｉｚｅ

井型

／（万ｔ·ａ－１）

事故统计指标

事故

起数／次

死亡

人数／人

百万吨

死亡率
／％

死亡人数

所占比例
／％

平均每起

事故死亡

人数／人

≤６０　 ５　 ９　 ３．１６　 ９．６　 １．８

≤１２０　 ３１　 ４５　 １．３９　 ４７．９　 １．５

＜３００　 １２　 ３０　 １．３０　 ３１．９　 ２．５

≥３００　 ９　 １０　 ０．２７　 １０．６　 １．１
合计 ５７　 ９４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６

　　从表３可知，近 两 年 山 西 省 年 产１２０万ｔ以 下

矿井发生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占到了事故总数及死

亡人数的６０％多，其中年产６０万ｔ以下矿井百万吨

死亡率最高；年产１２０万ｔ以上３００万ｔ以下矿井平

均每起事故死亡人 数 最 多；年 产３００万ｔ以 上 矿 井

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最少。因此，山西省应严格执

行新建煤矿不得低于１２０万ｔ／ａ的规定，进一 步 提

高煤矿规模化、集约化。

２　事故原因分析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统计，近两年山西省煤矿百

万吨 死 亡 率 分 别 为０．０７３和０．０３３。数 据 看 似 很

小，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山西省煤炭产量一直占全国

煤炭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３］，因此事故总量和死亡

人数依然很大，形势仍然不乐观。因此，开展山西省

煤矿事故原因分析，找出煤矿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
是保障我国煤炭资源供应的重要基础［４］。

２．１　资源赋存条件越来越差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煤炭资源的需求的

增加，山西省煤炭资源开发强度越来越大，浅部侏罗

纪煤炭资源已接近枯竭，深部石炭———二叠 系 煤 层

成为主力接替资源［５］，随之而来的高瓦斯、高 矿 压、
热害、水害等问题日益突出，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了

极大的 挑 战。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２３时３７分，山 西

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０３３０４鉴定巷切眼发生

透水事故，造成６人死亡。经调查，该矿井开发时间

长、开采深度较大、资源条件差，为高瓦斯、水文地质

条件复杂矿井，由于探放水设计不符合规范、安全管

理不到位等因素造成本次事故发生。

２．２　安全管理不到位

近两年随着煤炭形势“回暖”，煤炭价格上升、利
润空间扩大，部分煤矿，特别是地方中小煤矿为了追

求效益而一再扩能增产，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各项规章制度，安全制度措施形同虚设，安全

管理职责不清，责任不明，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迟

报、瞒报现象严重，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安

全隐患。近两年地方中小煤矿事故频发，百万吨死

亡率远高于国有煤矿。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４时，山西

长治联盛长虹煤业有限公司井下３１０１皮带运输巷

发生顶板事故，造 成３人 死 亡，２人 受 伤。经 调 查，
该矿井 为 地 方 资 源 整 合 矿 井，经 生 产 能 力 核 增 至

６０万ｔ／ａ，由于技术管理、安全管理不当造成本次事

故发生。

２．３　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

煤矿一线从业人员大多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

度，安全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水平低或数量配备不

足，且煤矿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安全培训教育不到

位，导致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差、岗位操作技能差、应

急处置能力差［７］，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现象频

发。２０１７年８月３日８时３０分，山 西 保 利 金 庄 煤

业有限公司井下１００２０１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发生

冒顶事故，造成２人死亡。经调查，本次事故因工人

套棚作业时违反操作规程，用大锤敲打拆卸拉杆、撑
木，导致支架棚腿倾斜失稳倒架冒顶所致。

２．４　安全投入不足

由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 煤 炭 市 场 低 迷，煤 矿 安

全投入普遍 不 足，２０１７年 煤 炭 市 场“回 暖”，部 分 煤

矿企业急于增产，补亏、扭亏，在设备严重老化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冒险蛮干，违法违规组织

生产，造 成 了 诸 如 机 电、运 输 事 故 增 加 的 情 况。另

外，重大灾害的防治工作产生的效益是隐性的、后滞

的，煤矿 普 遍 存 在 重 视 不 够、不 愿 投 入 的 问 题［９］。

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２１时许，山 西 煤 炭 运 销 集 团 四 明

山煤业有限公司副斜井发生运输事故，造成２人死

亡。经调查，本次事故因企业未按规定配备防爆车

辆，导致工人 驾 驶 非 防 爆 车 辆 行 驶 过 程 中，制 动 失

效，车辆失控所致。

２．５　安全监管力量薄弱

山西煤矿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灾害重，安全

基础差异 大，现 有 煤 矿 监 察 能 力 很 难 监 管 过 来［６］。
另外，监察人员专业水平和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监察

设备落后，严重影响了监察工作的效率。由于监管

人员不足和程序不健全，无法对事故隐患形成闭环

管理，造 成 煤 矿 企 业 对 执 法 及 监 察 部 门“管”而 不

“理”。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８时４０分许，山西榆次官

窑永安煤业有限公司发生 一 起 较 大ＣＯ中 毒 事 故，
造成３人死亡，３人受伤。经调查，本次事故因有关

部门安全检查过程中未及时发现矿方违规启用已封

闭井筒，工人违规启动局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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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策及措施

３．１　加强地质勘查工作

加强资源勘探技术装备研发，充分利用现有高

精度三维地震勘探等技术，对矿井进行精准地质勘

探工作，查 明 矿 井 地 质 构 造 及 各 种 隐 蔽 致 灾 因 素。
根据勘查地质资料，确定重点防治对象，并制定相应

灾害防治措施，坚决杜绝事故发生。

３．２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煤矿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

一系列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

业有关规定，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配强满足

工作需要的安全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健全完善并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各级负

责人、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安全生

产投入，保障生产安全系统完善可靠、重大灾害防治

有效，做到依法依规组织生产建设［７］。

３．３　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

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煤矿安全监管监

察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大监察设备投入，培

养一批专业素质过硬的人才队伍。同时，严格落实

各级煤矿监管监察人员职责，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统一检查，杜绝“管”而不“理”或“两张皮”现象，把隐

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煤矿安全生产创造条件、提供

保障［８］。

３．４　全面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是提高煤矿从业人员素质、增强

从业人员安全认知能力的重要手段，煤矿企业要依

法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特别要强

化从业人员避险自救培训，使员工熟练掌握救生器

材使用，熟悉避灾路线，落实出现事故征兆时的紧急

撤人措施，有效提升应对突发事故处置能力。同时，
要强化职业准入，各类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必须持

证上岗［９］。

３．５　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

煤矿企业必须按标准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并

将安全费用到实处。鼓励煤矿企业与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以及专家学者合作，加大安全生产关键技术

和装备研发，针对井下高危关键岗位加快研发一批

煤矿井下机器人，切实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安全生产

活动当中去，以装备升级推进生产方式变革，提高本

质安全水平。

３．６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释放优质产能

进一步深化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

推进煤炭企 业 兼 并 重 组 和 上 下 游 产 业 深 度 融 合 发

展，加快淘汰落后产出，有序释放优质产能，关闭退

出灾害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长期停产停建的

僵尸 企 业，大 幅 提 高 煤 矿 规 模 化、集 约 化、现 代 化

水平。

４　结束语

　　本文从不同角度统计分析了山西省近两年煤矿

事故数量和事故死亡人数，初步掌握了事故发生时

间、类型特点，同时分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针对事

故原因提出了对策措施，对山西及全国煤矿安全生

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杜计平，孟宪锐．采矿学［Ｍ］．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　李春生．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紧抓———访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桂来保［Ｊ］．前进，２０１４（９）：２９．
［３］　程风禹，刘金妹，翟补栓．浅析山西煤炭外运发展现状［Ｊ］．物流科技，２００９（４）：１２－１４．

ＣＨＥＮＧ　Ｆｅｎｇｙｕ，ＬＩＵ　Ｊｉｎｍｅｉ，ＺＨＡＩ　Ｂｕｓｈｕａ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ｔｓ　Ｃｏ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１２－１４
［４］　李大生．国内外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对比研究［Ｊ］．中国矿业，２０１５（８）：４５－４８．

ＬＩ　Ｄａｓｈｅ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ａｆｅｔｙ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Ｊ］．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５（８）：４５－４８
［５］　程岳宏，杨智文，范二平．大同煤田太原组含煤岩系基准面旋回与聚煤作用［Ｊ］．中国地质，２０１５，４２（６）：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ＣＨＥＮＧ　Ｙｕｅ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ｎ，ＦＡＮ　Ｅｒ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Ｃｏ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ｏｎｇ　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４２（６）：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６］　鄢丽娜．忠实履行煤矿安全监察职责———访山西煤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卜昌森［Ｎ］．中国煤炭报，２０１９－０１－２４（２）．
［７］　张瑞萍．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和工作任务［Ｒ］．太原：山西省能源局，２０１８．
［８］　张瑞萍．王宇魁副厅长在２０１８年三季度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例会上的讲话［Ｒ］．太原：山西省能源局，２０１８．
［９］　陈迎辉．榆林地区煤矿事故统计分析及事故防范措施［Ｒ］．西安：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１７．

（编辑：薄小玲）

６９ 山　西　煤　炭　　　　　　　　　　　　　　　　　　　　第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