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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ergy	industry,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coal	mine	produc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s the basic unit of coal mine production, the level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self-
management	of	the	coal	mine	team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coal	mine	production.	At	present,	coal	mining	
teams are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terms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self-management, such as weak safety awareness and 
im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self-management 
of coal mining teams,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and puts forward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coal mining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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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矿生产作为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性与稳定性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煤矿区队作为煤矿
生产的基本单元，其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煤矿生产的安全与效率。当前，煤矿区队在安全管理及自主
管理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安全意识淡薄、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本文深入剖析了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面临的问
题，探讨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以期为提高煤矿区队的安全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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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矿生产环境的复杂性与危险性，使得煤矿区队的安

全管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传统的安全管理方式往往侧重

于事后处理，而忽视了事前预防与自主管理的重要性。随着

安全管理理念的更新与技术的进步，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

主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从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

主管理面临的问题出发，探讨应遵循的原则与策略，为煤矿

安全生产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2 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面临的问题

煤矿区队在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方面面临诸多严峻挑

战，直接影响着煤矿生产的安全性与效率。安全意识的缺乏

是一个突出的难题，部分煤矿工人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较

低，未能充分认识到安全操作对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的重要

性。尤其是在高危作业环境下，工人的安全知识匮乏和操作

技能不足，往往导致事故隐患的积累。此外，煤矿区队的安

全管理机制仍显薄弱，管理制度不完善且落实不到位，监督

考核缺乏有效性，导致了各项安全措施的执行力不足。在一

些煤矿区队，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不到位，工作中仍存在形

式主义，真正执行到位的管理措施较少，安全防范工作存在

漏洞。自主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尤其是班组管理松

散，部分员工责任心不强，缺乏主动参与安全生产的积极性，

影响了集体协作精神和安全工作的整体推进。在此基础上，

部分煤矿区队的技术和设备尚未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技术

设备老化、缺乏现代化的安全保障手段，使得安全生产无法

得到有效支撑 [1]。设备的落后和技术的不更新，增加了煤矿

区队事故发生的潜在风险。综合来看，这些问题相互交织，

制约了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待通过

综合性对策予以解决。



26

工程研究前沿·第 01卷·第 04 期·2024 年 09 月

3 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遵循的原则

3.1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在煤矿区队的安全管理中，安全生产必须放在首位，

预防性措施应当成为日常工作的核心。矿区安全管理不仅仅

是应急响应，更应将风险控制与预防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建

立完善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机制，可以在事故发生之前及

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在煤矿这种高危环境中，任

何疏忽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加强对员工的安全

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确保每一名员工都能在工作中时刻

保持警觉，按照规范操作。此外，管理层应定期对安全设备

进行检查与维护，确保其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只有通过强有

力的预防措施，才能在源头上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障

煤矿生产的顺利进行。

3.2 全员参与，共同管理
煤矿区队的安全管理不仅仅是管理人员的责任，每一

位员工都应积极参与进来。安全生产是全体员工共同的责

任，只有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安

全管理的效果。管理层应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教育，让每

一位员工都认识到自己在安全管理中的角色与责任，从而激

发他们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员工的参与不仅仅限于工作时的

安全操作，还应在日常的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中发挥作用 [2]。

通过建立安全管理团队或安全监督小组，员工可以参与到安

全决策和方案的制定中，分享工作中的经验与发现的问题，

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责任感。

3.3 持续改进，不断完善
安全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煤矿区队必须坚持持续改

进的理念，定期对安全管理制度和自主管理能力进行审视与

优化。安全管理的每一项措施都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

其有效性，通过反馈与评估发现潜在的不足，并及时进行调

整。随着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不断更新，煤矿区队的安全

管理也应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挑战与变化。管理层可以通过

组织定期的安全培训、事故案例分析等形式，帮助员工及时

掌握最新的安全管理理念和技术，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3.4 技术与设备更新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煤矿区队的安全管理也应依赖

于技术与设备的不断更新。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与高效的安全

设备，能够显著提升煤矿区队的安全生产能力。因此，煤矿

区队必须重视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与应用，通过科技创新

提高安全管理的精确度与实时性。例如，安装智能监控系

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风险、引入自动化设备来减少人工

操作等，都是提升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这些新技术和设备

不仅能够有效监测煤矿的生产环境，还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安

全隐患，极大地减少人为失误带来的安全风险。通过不断推

动技术与设备的更新，煤矿区队可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减

少生产事故发生的概率，确保矿工的生命安全与煤矿的稳定

运营。

4 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是煤矿区队安全管理的基础工程，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科学系统的培训体系对于提升矿工安全意识

和操作技能具有决定性作用。煤矿区队安全教育培训采用

“4+3”模块化教学体系，即安全理论、专业技能、应急处置、

心理辅导四大必修模块，设备操作、危险源识别、团队协作

三大选修模块。每个模块设置 36 学时，通过理论讲授与实

践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在安全理论模块中，重点讲解瓦

斯防治原理、顶板管理要点、通风系统运行等核心内容，并

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进行剖析，确保员工对安全知识的深入理

解。另外，实践操作培训引入矿井环境模拟系统，配备智能

化培训设备。建立综合的培训基地，配置 VR 虚拟现实系统、

井下环境模拟舱、危险源感知系统等先进设备。要求每位员

工完成不少于 180 小时的模拟训练，熟练掌握 12 种以上常

见危险源的识别与防范措施。同时，建立应急处置训练中心，

模拟瓦斯超限、水害、火灾等 10 种典型灾害场景，提升员

工应急处置能力 [3]。

此外，在培训方式上，实行“线上 + 线下”双轨制教

学模式。开发智能化学习平台，提供 3D 仿真教学、在线考

核等功能。线下培训采用小班制，每班不超过 15 人，配备

具有 15 年以上井下工作经验的专职教员。定期邀请安全专

家开展专题讲座，分享实战经验。建立培训积分制度，将培

训成绩与岗位晋升、薪酬待遇挂钩。最后，心理健康培训应

纳入常态化管理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团队心理辅导。配

备 2 名专职心理咨询师，建立员工心理健康档案，对高压力

岗位员工进行重点关注。通过团体辅导、个案咨询等方式，

帮助员工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预防因心理问题导致的安全

事故。

4.2 完善安全管理机制
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是实现本质安全的重要保障。

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管理体

系。安全管理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

即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考核制度、安全奖惩机制。例如，

制定详细的岗位安全责任清单，明确各级人员的数项具体职

责。建立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实行“一票否决”制。安

全生产考核采用百分制，其中日常巡检占 30%，隐患整改

率占 25%，安全培训考核占 20%，应急演练表现占 15%，

安全创新成果占 10%。另外，建立三级安全管理网络，即

区队安全管理组、班组安全监督岗、岗位安全员。区队安全

管理组配备 5 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日常安全检查与隐

患整改。每个班组设置 1 名安全监督岗，实行轮岗制，负责

班组安全生产过程管控。在关键岗位设置安全员，建立 24

小时安全监控机制 [4]。

与此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平台，实现安全管理

的数字化转型。投入专项资金建设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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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定位、设备监测、环境监控等模块。系统具备实时预警

功能，当监测参数超过设定阈值时，自动发出警报并启动应

急预案。建立安全管理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各类安全数据进

行挖掘分析，为安全决策提供支持。此外，完善事故预防与

处理机制，制定 36 项应急预案，涵盖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每月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应

急演练。同时，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确保应急处置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 

4.3 提升自主管理能力
自主管理是煤矿区队安全管理的高级形态，也是实现

本质安全的必由之路。班组自主管理能力的提升需要系统化

的方法和持续性的实践。班组自主管理体系可以构建采用

“PDCA 循环 +8S 管理”模式。每个班组设立自主管理小组，

由班组长担任组长，下设安全督查、技术改进、质量控制三

个专项小组。建立班前会－作业中－班后会的全过程管理机

制，每个环节设置 15 个关键控制点。班组成员轮流担任安

全检查员，每班进行至少 3 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

清单，并制定整改方案。另外，班组长能力提升计划分为三

个层次：基础管理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团队领导能力。每

名班组长需完成 240 学时的专项培训，掌握安全管理方法、

团队建设技巧、沟通协调技能等核心内容。实行“导师带徒”

制度，选拔优秀班组长担任培训导师，每位导师指导 2-3 名

新任班组长，指导期不少于 8 个月 [5]。建立班组长能力评估

体系，从管理效果、团队氛围、技术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综合

评价。

再有，员工自主管理意识培养采用“积分制 + 荣誉制”

双轨机制。设置安全管理、技术创新、团队协作三个维度的

积分项目，员工可通过提出合理化建议、参与安全改进、开

展技术创新等方式获取积分。每月评选“安全之星”“创新

能手”，每季度评选“示范班组”。获奖班组和个人纳入年

度评优序列，并在职业发展通道中给予倾斜。除此之外，持

续改进机制建立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每个班组每月至少提

出 2 项改进建议，并通过班组讨论形成实施方案。建立技术

创新工作室，为员工提供创新平台和技术支持。定期组织技

术比武和创新成果展示，营造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氛围。

4.4 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
煤矿安全生产的技术支撑体系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科技创新是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智能化监测系统

的应用以“一体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目标。建立井下环

境监测系统，布设瓦斯、一氧化碳、温度、风速等多参数传

感器网络，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监测数据通过工业以

太网实时传输至地面调度中心，系统具备自动报警和联动控

制功能。监测点位覆盖率达到 98%，数据采集频率 ≤30 秒，

测量精度达到国家标准的 1.5 倍。与此同时，装备智能化升

级采用“机械化 + 智能化”双向推进策略。推广应用智能

化采煤机组、智能化运输系统、智能化支护设备等新型装备。

装备自动化程度达到 85% 以上，关键设备均配备状态监测

系统。建立设备健康管理平台，实现设备状态可视化、故障

预测预警、维修保养智能化。

除此之外，安全防控技术创新围绕重大灾害防治开展。

研发应用瓦斯精准抽采技术、水害精细探测技术、冲击地

压监测预警技术等，显著提升灾害预防能力。建立井下移

动通信系统，实现语音、视频、数据的全方位传输。系统

覆盖井下所有生产区域，信号强度 ≥-85dBm，通信成功率

≥99.9%。最后，远程监控系统实现地面调度中心对井下生

产全过程管控。系统具备远程监测、远程控制、远程会议、

远程培训等功能，可实现跨区域、多层次的安全管理。监

控中心配备大型 LED 显示屏，实时显示井下重要区域的视

频图像和监测数据。系统响应时间 <1 秒，图像传输延时

<200ms，确保管理指令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5 结语

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

保障。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煤矿区队应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安全管理机

制、提升自主管理能力、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以全面提高

煤矿生产的安全性与效率。未来，随着安全管理理念的不断

更新与技术的进步，煤矿区队安全管理及自主管理将呈现更

加智能化、精细化的趋势，为煤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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