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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我国矿山安全生产现状 , 在分析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条件存在的问题和国外

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 论述了建设国家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必要性 , 探讨了整合现有社会

资源进行体系建设的可行性 , 提出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总体框架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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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ork safety in m ines in China, demonstrated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2
ting the technical supporting system for m ine work safety in the country,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the

said system by integrating the available social resources and put forward the guiding thought, constructing p rincip le,

general framework and major m issions for the system setup by analyzing the p roblem s existed regarding supporting

conditions of m ine work safety and world advanced experienc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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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的现状

　　我国在 “安全第一 , 预防为主 ”的方针指导下 , 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以煤炭行业为

例 , 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已由 1962年的 1219降至 2004年的 311; 国有重点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 915降

至 1126. 但是 , 目前我国矿山领域事故和灾害仍十分严重 , 各类重大生产事故仍时有发生. 2004年 [ 1 ]
,

我国矿山领域共发生各类事故 6 033起 , 死亡 8 849人 , 其中 , 煤炭行业发生事故 3 853起、死亡 6 027

人 , 占全国矿山事故死亡总数的 68111% , 占全国工矿企业事故死亡总数的 3616%. 我国的煤炭产量约占

全球的 35% , 事故死亡人数则占世界煤矿事故死亡总数近 80%. 我国非煤矿山点多面广 , 现有各类采矿

企业达 12余万个 , 安全管理难度大. 2004年非煤矿山行业发生各类事故 2 180起、死亡 2 822人. 另外 ,

矿山行业属职业危害严重的行业. 根据卫生部统计 , 截至 2004年底 , 我国矿山矽肺病存量为 53万人 , 约

占世界的一半. 2003年 , 全国死于尘肺病的矿工达 2 343人.

　　近 4 a来我国矿山企业发生的各类事故年均在 4～6万起 , 每年死亡人数 1万人左右 , 从 2001～2004

年 10月底 , 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 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 188起 , 平均 714 d一起 ; 其中一次死亡 30人

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 28起 , 平均 50 d一起.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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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煤矿企业及非煤矿山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

Fig11　Accident and fatalities of m ine enterp rise and non2coal m ine

( a) 煤矿企业 2001～2004年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 ; ( b) 非煤矿山 2001～2004年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

　　从总体上看我国矿山安全生产状况居于世界中等水平. 目前 , 美、英、德、奥等国已基本消灭重大死

亡事故 , 澳大利亚甚至做到了 2003年煤矿开采零死亡 ; 在美国 , 煤矿千人事故死亡率已低于金属、制造、

建筑、农业等 20个行业 , 使采矿业在这些国家成为最安全的行业之一. 为了科学、公正地分析事故的原

因 , 这些国家都建立国家级的重大事故预防与分析鉴定中心. 例如 , 美国国家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建有

匹茨堡安全与健康技术中心和认证中心及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 ; 英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等国

也建有国家级的事故分析鉴定机构 (如英国的 SMRE、乌克兰的 MAKHNN等 ) , 作为政府授权的专业技术

中心 , 开展灾害预防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分析、矿用产品安全性能检测检验和矿山危险源鉴

别、事故分析鉴定等工作 , 承担重大事故的调查分析、模拟试验与验证工作 , 为政府有关部门正确分析和

处理事故提供科学依据 , 为预防和降低人员伤亡事故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建于 20世纪 70年代的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 [ 3 ]及匹兹堡安全健康技术中心和认证中心、国家职

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为矿山安全生产提供了必须的技术支持 , 从总体上改变了美国矿山安全生

产局势. 美国在上世纪前 30 a, 煤矿每年事故死亡 2 000～3 000人 , 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曾经高达

8137, 进入六七十年代 , 特别是成立了技术支撑体系之后 , 才逐步趋于稳定好转. 近年每年矿山企业安全

事故死亡人数均在 40人以下. 矿山安全技术支撑体系在安全生产状况的改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从世界发达国家实现矿山安全生产事故低发的成功经验看 , 专业化的矿山事故预防技术支撑机构在控

制重大灾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条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11　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条件现状

　　在计划经济时期 , 国家对于安全生产问题较为突出的矿山行业曾投入大量资金 , 建立并形成了矿山安

全生产技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安全检测检验等较为系统的矿山安全科技开发和技术支撑体系. 例

如 , 煤炭行业的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矿业大学 , 非煤矿山行业的长沙矿山研究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

院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 长期从事矿山安全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 , 在矿井瓦斯、通风防灭火、矿山水害

及冲击地压、机电防爆、露天采矿、救灾救护、安全监测监控和职业危害防治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安全

技术成果 , 积累了大量安全技术资源 , 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 目前这些单位依然是我国矿山行业安全技术

与应用装备的研发主体.

　　1998年 , 随着我国政府机构、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 煤炭、冶金等一系列工业管理部门相继撤销 ;

原有 10个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所属的 242所科技机构与原行业主管部门脱钩 ,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和长沙矿

山研究院等院所转变为科技型国有独资企业 , 被推向市场 ; 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划归教育部或地方管理 ;

原国家投入的事业经费减拨 , 行业科研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全部取消. 使得这些以社会公益性质为主要特

色的安全生产科研单位 , 迫于维持生存的需要 , 不得不将相当的力量投向高收益、高回报领域 , 矿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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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科研力量趋于弱化的矛盾十分突出 , 出现了 “在安全公益研究及基础研究方面 , 国家无投入、

科研单位少有人研究 ”的问题. 由于多年国家没有投入 , 所从事的安全生产工作的公益性质又决定其自

身没有自筹资金来源 , 不具备进一步发展与提高的能力. 因此 , 从全社会角度看 ,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

能力整体不足 , 对事故灾害发生机理及预防措施研究落后 , 是造成当前我国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重要

原因之一.

212　当前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

(1) 原属矿山行业的安全生产技术支撑机构由于体制的变化 , 科技开发资金不足 , 安全科研力量分

散 [ 2 ]
, 科研院所骨干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研究条件、事故鉴定分析设备、模拟验证条件严重不足 ,

不能满足为国家安全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撑的需要. 致使这部分优势资源不能很好地为矿山安全生产监察

服务 , 为预防和处理重大事故提供技术支持.

(2) 目前为矿山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撑的科研机构 , 其科学试验、检测设施与设备大多已严重老化.

据统计 , 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有关科研机构的实验研究与检测装备约 65%是 20世纪 70～80年代产品 , 27%

是 90年代产品 , 近一两年的新产品只占 8% ; 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平均在 40% ～70%之间. 致使原有装备

远远不能满足事故鉴定和科学分析需要.

(3) 我国尚未建立专业性的国家级或省级事故分析与技术鉴定机构. 目前 , 我国发生事故后 , 大多仍

沿袭以前行政指令的方式 , 临时抽调各方人员 , 委托相关科研院校进行技术分析与鉴定 , 结果导致事故调

查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规范的程序 ; 鉴定人员由于缺少必要的装备 , 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取得第一手资料 ; 受

现有条件和手段的制约 , 缺少科学的事故致因分析和技术鉴定 , 难于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 起到警示

后人、吸取教训、预防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作用.

3　建设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必要性

(1) 建立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是尽快改变我国严峻的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的有效途径. 我国矿

山地质条件复杂 , 自然灾害多 , 矿山瓦斯、火灾、顶板冒落、矿井突水、尾矿库垮塌等灾害严重威胁着安

全生产. 近年来 ,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 力图彻底扭转严峻的安全生产局面 , 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效 , 但矿山安全生产局面仍未根本好转 ,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安全生产技术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因

此 , 建立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 , 在国家的支持下 , 有系统地开展矿山领域中事故预防技术、事故分

析鉴定技术及矿用安全专用设备检验测试技术 , 是尽快改变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有效途径.

(2) 建立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效履行自身职能 , 加强矿山安

全生产监察监管力度的迫切需要. 矿山安全生产监察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管理工作 , 要以大量的检测

检验、分析实验、鉴定验证、评估评价、许可认证等工作为基础 , 而所有这些工作均需科学技术做支撑.

建设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主要是在煤矿、非煤矿山等事故和灾害多发领域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 执行事故预防、分析鉴定、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安全产品监察等基本职责提

供技术支撑条件 , 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的客观需要. 目前 , 我国矿山行业安

全生产缺少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的支持 , 即使现有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也急需进行修订 , “体系 ”的

建设既可为研究和制修订标准提供技术支持 , 为监察监管提供执法依据 , 又可为矿山企业提供规范的技术

指导.

(3) 建立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是完善我国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为了正常履行

职责 , 发挥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作用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了建立 “六大支撑体系 ”的工作思路 ,

其中技术保障体系是矿山技术创新和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的关键. 按照国外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 技术

支撑一般都由政府授权的科研机构承担.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 , 我国原有矿山安全生产技

术保障单元放弃了公益性的技术保障职能和功能 , 纷纷转向高回报率、热门的领域. 安全生产技术保障的

人才大量流失、转向. 高危、艰苦的矿山安全领域人才培养后继乏人 , 对矿山安全领域公益性、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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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等关键技术的研究的人才基础和资金支持缺位. 因此 , 通过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 , 尽

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矿山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 成为我国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改善矿山安全生产面貌 , 提高我国矿山安全生产整体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建设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是积极利用和整合现有基础和条件 , 形成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社

会公用型矿山安全技术支撑平台的有效手段. 随着我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 过去归属行业部委领导的长

期从事矿山安全科技研究、安全技术服务的科研院所 (现多转为大型科技型企业 ) 及有关高等院校 (现

划归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管理 ) , 目前仍是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骨干科技力量和重要技术支撑. 建设矿山安

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就是要形成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科技支撑平台 , 要积极利用和整合现有的矿山安

全技术、人员、资产等基础条件 , 实现社会资源共享 , 将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科研机构、大型科技型企业

和高等院校作为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基本组成单元 , 充分发挥这些单位多年形成的基础设施、技

术人员和管理能力优势 , 围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基本职能 , 继续承担矿山领域中共性与关键性

技术研究、重大事故预防与分析鉴定技术、产品安全性能检测检验、安全评估评价等工作 , 为了促进矿山

安全生产提供全方位安全技术服务 , 为矿山安全监察提供技术支撑.

4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

(1) “体系 ”建设的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方针 , 遵从 “以人为本 ”的理念 ;

坚持突出重点 ,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 整合社会安全科技资源 , 建设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 服

务于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监察 , 促进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 , 减少并控制灾害事故的发生 , 保障职工的安全

与健康.

(2) “体系 ”建设的基本目标 　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 , 形成先进的科

研测试能力 , 构成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的技术保障体系 , 使国家监管、监察的技术支持能力明显提

高 , 更具科学性、公正性. 具备承担安全生产基础、关键技术研究和实验的能力 ; 重大事故技术鉴定、分

析、模拟验证的能力 ; 技术标准、规范研究与制修订的能力 ; 提供技术仲裁和服务的能力. 促进我国安全

生产水平持续提高 , 使矿山领域事故多发的状况得到扭转 , 重大、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 为实现经济和

社会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 “体系 ”建设原则 　紧密结合国情实际 , 以法规为基础 , 技术进步为先导 , 充分发挥安全科技的

生产力作用. 围绕服务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督、监察职能 , 对实现 “预防为主 ”、“关口前

移 ”、建立安全生产长效保障机制形成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平台.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中介组

织、企业各自的职能与作用. 整合社会资源 , 不求所有 , 只为所用 , 优化配置 , 以安全科技领域具有先进

技术水平和实验检测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依托 , 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 突出重点 , 加强安全生

产事故和灾害防治、重大灾害事故分析鉴定、矿山危险性鉴定、基础性和共性研究和产品安全性能检测检

验等条件建设.

5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

　　根据上述的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 , 针对我国煤矿、非煤矿山地质条件复杂 , 矿山瓦斯、火灾、顶板垮

落、矿井突水、尾矿库垮塌和职业危害等灾害严重威胁着安全生产和多发事故类型 , 拟将 “体系 ”设计

为 6个专业中心 (包括 12个专业技术实验室 ) , 如图 2所示.

6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主要任务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能服务. 受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委托 , 针对我国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矿山瓦斯、火灾、冲击地压、矿井突水、尾矿库

垮塌和职业危害等自然灾害 , 开展矿山重大危险源鉴别、监控与分析工作 ; 开展复杂程度较高的灾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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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总体方案

Fig12　Total scheme of technical supporting system for m ine work safety in China

技术鉴定与分析、模拟试验与验证工作 , 为事故原因分析和处理提供技术支持 ; 开展矿山安全生产领域共

性、关键性技术的试验与基础研究工作 , 为提高灾害事故的控制能力 , 应急救援和事故分析处理能力提供

技术支持 ; 开展矿山自然灾害致灾机理等基础科技问题的研究 , 为矿山安全生产技术和监察、监管技术提

供支持 ; 开展重大生产设施和重大储备设施安全事故致灾机理、安全检测与监控理论与方法、风险控制及

应急救援系统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 为安全生产监察、监管技术提供支持 ; 开展矿用产品安全性能检测检验

和质量认证工作 , 负责对用于矿山的设备、仪器仪表进行安全认证 , 防止因设备、仪器不安全、不可靠而

导致意外的伤亡事故发生 ; 为制定和修订安全生产有关的规程、技术标准提供技术依据 , 对有争议的灾害

事故原因分析与处理意见提供仲裁服务. 并负责对矿山安全监管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7　结 　　语

　　安全生产是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 矿山安全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 对国

民经济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矿山安全生产技术支撑

体系 , 一方面可使各级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监察管理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得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 另

一方面通过开展灾害事故预防与控制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灾害事故调查分析与鉴定技术的基础研究 , 矿用

产品安全性能认证 , 将大力推进我国矿山生产领域安全科技进步 , 提高矿山企业防灾、抗灾能力 , 预防和

减少重大恶性伤亡事故的发生 ,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对于实现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的决定 》提出的我国安全生产中长期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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