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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innovating and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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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coal production and maintaining the life and health of 
workers.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oal mining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 of coal mining depth,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analyze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innovating and enriching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and the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coal mines, 
and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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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矿安全管理是确保煤炭生产安全、维护职工生命健康的重要环节。当前，随着煤炭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煤矿开采深度
的增加，煤矿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将探讨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创新和充实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应
遵循的原则，安全管理工作内容显得尤为重要，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以期通过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提升人员素质、加强
科技投入及完善法规制度等措施，进而全面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为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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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矿安全管理工作是煤炭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直

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益和职工的生命安全。近年来，随着

煤炭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煤矿安全管理面临着日益复杂

和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已难以满足当前煤炭

行业的需求。本文将从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出发，探讨

如何遵循科学的原则，采取有效的策略，以全面提升煤矿安

全管理水平。

2 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现状

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当前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影响了

安全生产的整体水平。许多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尚不完

善，导致安全职责划分不清晰，管理流程缺乏规范性。这

种缺乏系统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安全措施的执行力度大打折

扣，责任追究难以落实，进而增加了煤矿作业的安全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基层

工作人员在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尽管

部分企业已开展安全培训，但培训效果和覆盖面仍然有限，

导致部分职工缺乏足够的应急处理能力，安全事故的预防工

作常常无法落实到位。与此同时，科技应用的滞后也是当前

煤矿安全管理中的一大瓶颈。很多矿区依然依赖传统的人工

巡查和简单的安全监测设备，未能有效应用现代科技手段，

如自动化监测系统和大数据分析，这使得对潜在隐患的识别

和处理缺乏实时性和精准性。加之，煤矿行业在法规制度执

行上的不足，尤其是在一些小型矿井，安全检查和监督力度

不足，导致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无法有效排查并消除隐患。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仍然面临较大挑

战，急需创新和提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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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新和充实煤矿安全管理工作遵循的原则

3.1 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要求煤矿安全管理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理论

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实际工作。

煤矿的安全管理不仅仅依赖经验和直觉，更需要通过数据分

析、风险评估和预测性技术来进行决策。在实际操作中，应

根据煤矿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体系，确保

每一项安全措施都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科学性原则强

调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要求管理人员通过全面了解和分析煤

矿安全的各个环节，明确每个环节的潜在风险，从而有针对

性地采取防范措施。通过科学的手段可以提高事故预测的准

确性，降低人为失误的发生率，从根本上提升安全管理的效

率与效果。这一原则为煤矿安全管理提供了一个理性、系统、

可持续的框架，是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的关键。

3.2 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强调煤矿安全管理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系

统来运行，各环节的安全措施和管理动作应当互相配合、互

为支持。在煤矿安全管理中，不同的环节如人员培训、设备

维护、作业规程、应急预案等，都有其独立的重要性，但单

一的措施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通过系统性原则，可以确

保各个环节在时间、空间和层级上的紧密衔接与协同工作。

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全面、综合的管理方式，使煤矿

安全管理能够应对复杂的生产环境和多变的安全威胁。例

如，通过构建全员参与的安全文化、搭建完善的沟通平台，

以及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使得每个环节的安全问题都能迅

速得到解决。煤矿企业应当建立起跨部门、跨层级的协作体

系，确保信息流、物资流和决策流的顺畅，从而实现整体安

全管理目标。

3.3 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强调安全管理措施要切实可行，符合煤矿

的实际情况。安全管理不仅仅依赖理论的指导，更需要结合

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采取简单有效、易于执行的措施。

许多煤矿企业在制定安全管理方案时，往往存在脱离实际、

过于复杂的情况，导致最终的安全措施难以落实。因此，实

用性原则要求管理者在设计安全措施时，必须充分了解煤矿

的生产状况、技术条件及职工的实际能力，以确保所采取的

措施具备可操作性。针对煤矿的特殊性，应当制定针对性的

安全策略，而不是套用通用的标准化模板。通过采取符合实

际的安全管理措施，能够降低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和阻力，

提高措施的执行率和效果，进而更好地保障矿工的生命安全

和矿井的生产安全 [2]。

4 创新和充实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内容地位有
效策略

4.1 优化安全管理体系
煤矿安全管理体系是确保生产安全的基石，其系统性

和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整个矿井的安全生产水平。优化安全管

理体系需要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流程优化等多个维度进

行深入改革，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防控网络。

可以建立“四位一体”的管理架构，即安全生产决策层、

安全监督层、安全执行层和安全保障层。决策层由矿长负责，

下设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包括各部门负责人，每月召开不

少于 2 次安全例会。监督层设立专职安全监察组，配备不少

于数名具有 10 年以上井下工作经验的安全监察员，采用“网

格化”监管模式，将矿区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实现全覆盖、

无死角的安全监督。与此同时，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建

立涵盖多个方面的具体制度的安全管理制度库。包括井下作

业规程、设备管理制度、应急救援预案等核心制度，每项制

度都配备详细的操作指南和考核标准。制度执行实行“积分

制”管理，设置 100 分基准，违反制度扣分，季度考核低于

80 分的部门主管需接受培训，连续两次不及格将调整岗位。

另外，构建智能化安全管控平台，建设安全管理信息

系统。系统整合井下安全监测数据、人员定位信息、设备运

行状态等信息，实现实时监控和预警。并设置多个关键监测

点，覆盖采煤工作面、运输巷道、通风系统等重要区域。系

统具备自动报警功能，当监测参数超过设定阈值时，自动启

动应急预案。最后，优化安全管理流程，实行“双预控”机制。

即风险预测和隐患预控，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数据库，包含多

个风险点，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每个班组配备 1 名安全

员，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制度，要求 24 小时内完成一般隐患整改，重大隐患必须立

即停产整改 [3]。

4.2 提升人员素质
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核心在于人员素质的全面

提高。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和科学的考核机制，不断增强

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一线职工的安全意识，实现人员

素质的整体提升。

实施分层分类培训计划，按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一线工人三个层次设置培训内容。例如：管理人员培训以安

全法规、管理技能为主，每年不少于 120 学时；技术人员培

训侧重专业技术和设备操作，每年不少于 180 学时；一线工

人培训突出实操技能，每年不少于 240 学时。同时，培训采

用“线上 + 线下”模式，建立在线学习平台，开发微课程。

另外，打造专业化培训团队，从高校、科研院所选聘数名专

家组建专家库，定期开展专题讲座。设立内部培训师制度，

选拔多名技术骨干担任内训师，配备先进的培训设备，包括

VR 安全体验系统、设备操作模拟器等。

除此之外，建立全员安全素质档案，记录每位员工的

培训经历、考核成绩、安全表现等信息。实行安全素质评估

制度，从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应急处置三个维度进行评估，

满分 100 分，85 分以上可参与年度评优。每半年组织一次

综合考核，成绩与薪酬待遇和职业发展挂钩。再有，开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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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徒”培养计划，选择 35 名高级技师担任导师，采用“一

对一”帮扶模式。导师需具备 15 年以上工作经验，无重大

安全事故记录。指导期不少于 12 个月，其间需完成不少于

20 项实操任务。最后，设立安全文化建设专项基金，用于

开展安全文化活动。组织安全知识竞赛、案例分析会、应急

演练等活动，每月不少于 2 次。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增强员

工安全意识，培养良好的安全习惯。 

4.3 加强科技投入
煤矿安全管理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响安全生产能力。

现代化煤矿安全管理需要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通过智能

化、信息化的技术应用，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效能。

首先，需要构建井下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对瓦斯、

一氧化碳、温度、风速等关键参数的实时监控。布设智能传

感器网络，在采煤工作面、运输巷道、通风系统等重点区域

设置多个监测点，数据采集频率达到每秒 4 次。系统具备自

学习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安全预警模型，可提前 72

小时预测潜在安全风险。建立三级预警机制，将预警信息实

时推送至相关责任人移动终端。另外，推进井下机器人巡检

技术应用，研发适应井下环境的巡检机器人。机器人配备高

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多参数传感器，可在井下连续工

作 16 小时，巡检路线覆盖率达 95%。通过视觉识别算法，

自动识别设备故障、巷道变形等异常情况，识别准确率超过

88%。每台机器人每班可完成 8 公里巷道的巡检任务，相当

于 3 名人工巡检人员的工作量。

再有，开发矿山三维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井下工作

面、设备、人员的实时定位和管理。平台采用 BIM 技术构

建精确到厘米级的三维模型，可动态显示采掘工程进度、通

风网络状态、设备运行参数等信息。配备 AR 远程指导系统，

专家可通过平台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远程技术指导。此外，

升级井下通信系统，建设高速光纤网络和无线通信网络。光

纤网络总长度达到 156 公里，覆盖所有生产区域，数据传输

速率达到 10Gbps。建设漏泄电缆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井下

全域 4G 信号覆盖，支持视频通话和高清图像传输。并配备

防爆智能通信终端，具备语音通话、视频监控、应急求助等

功能。

4.4 完善法规制度
煤矿安全管理法规制度是规范生产行为、预防安全事

故的重要保障。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和创新，以适应新时期煤矿安全管理的需要。

制定分级分类的安全管理标准体系，涵盖采煤、掘进、

机电、运输、通风等多个专业领域。每个领域细分为岗位标

准、操作标准、检查标准三个层次。标准内容具体明确，将

安全管理要求量化为可考核的指标，如采煤工作面支护密度

不小于每米 1.2 个支架，巷道变形量每月测量不少于 4 次。

另外，建立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四级追责”机制。将

安全责任细化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

和岗位操作人员四个层级，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范围和追责

标准。例如，设置 12 类重大违规行为和 36 类一般违规行

为，对应不同级别的处罚措施。一般违规采取警告、罚款、

培训教育等措施，重大违规直接追究当事人和相关负责人责

任。与此同时，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两单两报

告”工作机制。两单即隐患排查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两

报告即整改进度报告和验收报告。排查清单包含多个检查项

目，按照日检查、周检查、月检查分类实施。要求班组自查

率 100%，专业检查组抽查率不低于 30%，发现的隐患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此外，健全应急管理制度，构建“1+3+N”应急预案体系。

1 个总体预案，3 个专项预案（重大灾害事故、重大设备事

故、重大人身事故），N 个现场处置方案。每季度组织不少

于 2 次应急演练，参与人数不少于作业人员总数的 85%。

同时，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配备专职应急救援队伍，应

急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最后，制定安全管理绩效考核

办法，采用“百分制”评分标准。例如，将安全生产指标分

解为 15 个一级指标、48 个二级指标。考核周期为一个月，

考核结果与部门绩效和个人薪酬挂钩。设置安全生产奖励机

制，对安全管理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每季度评

选“安全标兵”“安全示范岗”等荣誉称号。

5 结语

煤矿安全管理工作是煤炭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

到企业的生产效益和职工的生命安全。面对当前煤矿安全管

理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不断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提升人员

素质、加强科技投入及完善法规制度等措施。通过这些措施

的实施，可以全面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为煤炭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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