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 察4 □主编：王旭辉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92��□邮箱：wxh1109@163.com

□ 2021 年 3 月 15 日

煤煤矿矿瓦瓦斯斯防防治治交交出出靓靓丽丽答答卷卷
———写在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成立 16周年之际

■吴吟

煤矿瓦斯灾害因吞噬诸多矿工生命，曾一度成
为煤矿安全生产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2004 年
10 月-2005 年 2 月不到 4 个月时间，河南郑州煤
业集团大平煤矿、 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
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先后发生 3 起一
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社会
震惊。 经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决定， 于 2005

年 3 月 17 日成立了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
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并下设办公室 （以
下简称 “瓦斯办 ”），正式拉开全国煤矿瓦斯防治
序幕。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20 年， 煤矿瓦斯防治
工作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实
现全年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重大煤矿瓦

斯事故 ；全国 24 个产煤省 （区 、市 ）有 18 个实现
瓦斯“零事故 ”，全国煤矿瓦斯事故起数 、死亡人
数 比 领 导 小 组 成 立 之 初 的 2005 年 分 别 下 降
98.3%、98.6%。

在领导小组成立 16 周年之际，笔者希望通过
回顾十几年来在煤矿瓦斯防治方面的重要工作，
梳理总结部分瓦斯治理的先进经验，以飨读者。

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煤矿瓦斯防治
工作。

2005 年 6 月 7 日， 历史上唯一一部
国务院印发的全面规划煤炭工业发展的
文件《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6〕18 号）正式颁布，28 条
意见中，专门有一条强调煤矿瓦斯防治工
作；2005 年 9 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签发了《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
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第 446 号令），重
点突出煤矿瓦斯防治要求， 既全面又具
体，操作性很强，对煤矿瓦斯防治工作深
入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5-
2011年， 国务院领导同志连续七年主持召
开全国性煤矿瓦斯防治现场会或电视电话
会，对煤矿瓦斯防治工作作出安排；国务院
办公厅先后于 2006 年、2011 年和 2013 年
三次出台煤矿瓦斯防治专项文件， 推进煤
矿瓦斯抽采利用，加强相关政策扶持。

领导小组成立后， 各有关部门立即

行动，密集出台了综合、管理、税费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 截至 2011 年底，有关部
门印发或联合印发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
气开发利用文件 30 余份，构建完善了煤
矿瓦斯防治政策体系。

其中，《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实施意
见的通知》 为系统协调推进煤矿瓦斯防
治指明了方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瓦
斯防治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瓦斯事故的
通知》《关于加强煤矿瓦斯先抽后采工作
的指导意见》《强化煤矿瓦斯防治十条规
定》等一系列文件，强化先抽后采和抽采
达标， 定性定量地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
规定；《关于调整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
标准加强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使用管理与
监督的通知》，允许煤矿吨煤生产安全费
用最高提取 15 元，发出国家支持煤矿瓦
斯防治的强烈信号；《关于加强煤矿专业
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大财政
经费投入， 逐步提高煤矿相关专业的生

均经费拨款标准……
2012 年后， 有关部门根据煤矿瓦斯

防治和煤层气开发利用的实际需要，又
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如 2013 年国
家能源局发布的 《煤层气产业政策》，提
出要坚持市场引导，统筹规划布局，创新
体制机制， 加大科技攻关， 强化政策扶
持，强力推进煤层气产业发展，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把煤层气产业发展成为重要
的新兴能源产业， 并提出新建 3-5 个产
业化基地（这一目标已经实现）。 2015 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煤炭采
掘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
通知 》， 进一步降低了煤矿税费负担 。
2016 年，财政部《关于“十三五”期间煤层
气（瓦斯）开发利用补贴标准的通知》明
确规定，“十三五”期间，煤层气（瓦斯）开
采利用中央财政补贴标准从 0.2 元/立方
米提高到 0.3 元/立方米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煤矿共发生百
人以上事故 24 起、死亡 3782 人。 其中，瓦
斯（煤尘）事故 22 起、死亡 3548 人，分别
占 91.7％、93.8％。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瓦斯
灾害被称为煤矿安全生产的“第一杀手”。

十几年来， 煤矿瓦斯治理理念发生
了很大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淮南经验”。

1997 年前， 淮南煤矿经常发生瓦斯
爆炸事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 淮南人
真正被炸怕了、炸醒了，结合贯彻落实“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一系列先
进理念。

淮南煤矿扭转瓦斯防治的被动局
面， 不是重复过去为了安全生产治理瓦
斯，而是从理念创新 、真正贯彻落实 “以
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开始。 淮南煤矿提
出 “一切为了职工 ，一切为了安全 ”“矿
工生命高于一切”“没有安全，就没有一
切” 的理念， 切实把安全工作放在企业
发展的第一位， 摆在高于一切、 重于一

切、 先于一切的位置， 自然而然就有了
一切资源服务于瓦斯防治、 一切精力服
务于瓦斯防治，做到“把职工当家人，带
着感情抓安全，凭着良心抓安全”。

瓦斯不治、矿无宁日。 事实上，瓦斯
可防可控可治。 防止煤矿瓦斯事故的核
心是把共生于煤层中的瓦斯抽出来并加
以控制，只要做到先抽气后采煤，就不会
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煤炭安全生产就有
了保障。 这样的思维逻辑促成“瓦斯是可
以抽出和控制的， 事故是可以预防和避
免的”“没有治理不了的瓦斯， 只有监测
不准的数据；没有卸不了压的瓦斯，只有
打不到位的钻孔”“煤矿事故可防可控、
干煤矿可以不死人”等先进理念。

瓦斯曾被视为有害之物从煤层中抽
出来直接排放到地面大气中 ，“瓦斯抽
放”曾是煤炭行业的习惯用语。 到后来，
变“抽放”为“抽采”，一字之差却有本质
差别———把瓦斯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 。

如何“变废为宝”，激发了企业抽采利用
煤层气的积极性。 “瓦斯是害也是宝，治
理不好是害，治理好了是宝”“先抽后采，
煤气共采”“煤与瓦斯共采， 治理与利用
并重”等先进理念应运而生。 在国家鼓励
和政策支持下，2020 年全国煤层气（煤矿
瓦斯）抽采 213 亿立方米、利用 135 亿立
方米，分别是 2005 年的 9.3 倍、22.5 倍。

空气中瓦斯含量达 5-16%时， 遇明火
会爆炸，为保障安全生产，《煤矿安全规程》
规定，井下风流中瓦斯含量超过 1%即为瓦
斯超限，就要进行断电、撤人。 现在，“瓦斯
超限就是事故，并作为事故追查”“隐瞒瓦
斯超限就是犯罪”等理念在煤炭行业蔚然
成风，瓦斯超限现象已大幅减少。 很多煤
矿严于《煤矿安全规程》1%的规定，将瓦
斯含量 0.8%作为瓦斯超限标准，进一步降
低了瓦斯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真正视“矿工生命高于一切”，才会想
尽一切办法织牢矿工生命的“保护网”。

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
领导小组的同时，还在当年安排 30 亿元
基建资金， 支持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技术
改造，主要用于瓦斯治理。

2005 年以来， 中央预算内投资累计
安排 470 亿元，支持煤矿安全改造和重大
灾害治理项目 6690 项， 直接带动地方和
企业增加安全生产投入 1663 亿元， 煤矿
安全投入长效机制逐步健全，安全生产条
件明显改善， 防灾抗灾能力大幅提升，有
力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 2020 年，全国煤矿发生安全事故 122
起、死亡 225 人、百万吨死亡率 0.059，分
别比 2005 年下降了 96.3%、96.2%、97.9%。

煤矿安全改造资金聚焦灾害防治重
点，围绕改造大系统、治理大隐患、防范
大事故，累计支持 6200 余项煤矿瓦斯抽
采系统改造工程。 全国所有高瓦斯和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 均按要求建立了瓦斯
抽采系统；通过施工专用瓦斯抽采工程，
完善瓦斯抽采管路及设备，加大瓦斯抽采
和区域防突力度， 降低煤层瓦斯含量，从
源头消除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累计支持
4300 项通风系统改造工程，通过建立专用
通风巷，配置通风设备，实现风流稳定、风
量充足，防止瓦斯积聚。 通过系统改造，煤
矿井下瓦斯超限次数大幅下降，许多煤矿
年瓦斯超限次数由几百次降至几次，甚至
零超限，安全隐患大幅减少。

煤矿安全改造专项资金支持建设了
81 个瓦斯治理示范矿井， 经组织示范矿
井建设成效后评估，总结梳理出 40 项先
进适用技术，在行业内推广应用。 以华晋
公司为例， 该公司沙曲煤矿经过示范工
程建设， 瓦斯超限次数从 2009 年的 345
次降到 2016 年的 1 次，现已基本杜绝瓦

斯超限现象；沙曲煤矿实施的《近距离突
出煤层群稀缺资源安全开发与利用》项
目， 获 2016 年度第九届 “中国工业大
奖”；2020 年华晋公司瓦斯发电量 2.6 亿
度，不仅满足自用电需要，还实现了余电
上网，年利用瓦斯量近 1 亿立方米，利用
率达 62.4%，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150 万
吨， 还将发电机组产生的余热用于煤矿
生产生活和矿区清洁供暖。

此外，人是瓦斯防治实践的主体，从业
人员的技能和管理水平决定了瓦斯防治水
平和工作成效。 因此，在加强煤矿安全改造
的同时， 领导小组和瓦斯办持续开展煤矿
瓦斯防治培训。 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在淮南
矿区、重庆煤炭科学研究院共举办了 26期、
近 3000人次参加的全国煤矿瓦斯防治培训
班， 重点培训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负责人、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技术管理主要负责人。

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资源赋存条件
复杂，高应力、构造煤、低渗透性煤层气资源
占比高，随着开采深度增加，煤层透气性降
低，地应力、瓦斯含量和压力增大，瓦斯抽采
难度不断加大。在煤与瓦斯突出等动力灾害
致灾机理等基础理论和技术工艺方面尚未
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前提下，简单复制常规油
气技术及国外技术均难以实现高效开发。要
取得煤矿瓦斯防治的主动权，必须大力依靠
科技创新。

按照国务院第 81 次常务会议关于“成立
国家煤层气工程研究中心，推进煤层气综合开
发利用，变害为利”的要求，2005 年 12 月 25
日， 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揭牌，
十多年来，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在瓦斯灾害预警技术、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
术、煤与瓦斯共采技术、煤矿瓦斯利用技术
研发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其中“Y”型工作
面采煤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煤
炭工业科技进步特等奖、 中国专利金奖；出
版发行了《中国煤矿典型瓦斯治理模式与技
术》；作为技术研发产业基地，承担了大部分
全国煤矿瓦斯防治培训任务，对全国煤矿瓦
斯防治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07年 9月， 国家发改委批准成立了中
联煤层气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专门从事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关键技术
研发及成果转化推广应用。 该公司成立以
来， 主持、 参与了 30 余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煤层气“973”基础理论研究等项目；形成
了包含地质综合评价、地球物理勘探、钻完

井、压裂增产改造、排采、集输工艺、经济评
价和实验测试 8 大技术系列在内的完整的
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1
项、授权专利 63 项；累计完成 55 项能源行
业标准，其中 2项国际标准。

2005 年以来， 煤矿瓦斯防治和煤层气
开发利用技术都有了长足发展。国家能源局
煤炭司组织开展示范成果总结评估后，形成
了 《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先进适用技术
（第一批）》，在全国煤矿推广应用。在煤矿瓦
斯利用方面，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煤矿瓦斯
发电装机 255 万千瓦，30%以上高浓度瓦斯
基本上得到了充分利用；阳泉市建成了年处
理能力 1800 万立方米/年示范项目， 可将
10-30%的中浓度瓦斯浓缩至 90%以上，浓缩
后的气体可以加工成压缩天然气 （CNG）或
液化天然气（LNG）；低浓度瓦斯利用也有突
破，晋城白沙矿成功将爆炸强度最高的 8.5%
左右的低浓度瓦斯用于直燃制热，并获得科
学技术成果评价证书； 对于乏风中 1%以下
的微浓度瓦斯，也研制出单台每小时处理 10
万立方米、甲烷氧化率高达 98%的新型五床
式乏风瓦斯蓄热氧化装置，其热能用于生产
与生活。

同时，“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对煤矿区
煤层气开发进行了连续支持，也取得多项重要
成果，初步形成我国煤矿区煤与煤层气协调开
发的模式，为实现两种资源合理开发，促进煤
矿安全、环保、高效发展奠定了基础。

煤矿瓦斯防治实践证明， 实行目标管
理，压实管理责任，才能实现瓦斯防治形势
的持续稳定好转。 一方面要压实企业责任，
把住安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防患于未然；
另一方面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压实政府行业管理
部门的监管责任，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政策
资源和“防漏网”保障。

为探索瓦斯赋存地质规律，掌握煤矿瓦
斯防治主动权，2009 年瓦斯办组织编制全
国煤矿瓦斯地质图， 历时 3 年完成了 22 个
省（区、市）173 个矿区、2792 对矿井的瓦斯
地质图和相应的研究报告，出版了《中国煤
矿瓦斯地质规律及编图》， 为精准防治煤矿
瓦斯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提高煤矿瓦斯防治水平，瓦斯
办在加强基础管理方面下功夫，大力推进安
全管理水平高的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小

煤矿；引导规模小、安全差、效率低的煤矿主
动退出； 持续依法关闭事故多发小煤矿 ，
2016 年以来， 煤炭行业累计淘汰落后产能
约 9 亿吨。为解决山西省煤炭和煤层气矿业
权重叠、制约煤层气开发的问题，瓦斯办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报经国
务院同意授权山西制定《山西省煤层气勘查
开采管理办法》， 协调推进煤系地层多种气
源综合勘查开发。

此外，科学管理重在明确要求，行业管理
部门发出强烈的信号， 给企业提出明确要求。
如《煤矿瓦斯防治经验五十条》提出，严格干部
跟班下井制度，保证各采掘面每班有区队长以
上干部跟班，这对降低煤矿瓦斯事故起了大作
用。 行业管理部门提出明确要求后，企业结合
实际， 把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转换成明确的、
可操作、可考核的具体办法，在安全生产实践
中把行业管理部门的要求落实到位。

6年发文 30余份，高度重视瓦斯防治工作

矿工生命高于一切，变“抽放”为“抽采”

投资超 2000亿元，大力推进安全改造工作

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瓦斯防治难题

压实防治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漏网”

2005 年以来煤矿瓦斯事故情况一览表

瓦瓦斯斯抽抽采采示示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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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煤矿瓦斯防治特
别是在减少事故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 ， 但随着开采深

度的增加， 煤矿瓦斯防治的难度越来越
大 ，与 “以人民为中心 ”的要求 ，与新时
代 、新征程 、新理念 、新格局要求仍有很
大差距。

2020 年瓦斯防治取得了历史最好成
绩，瓦斯事故仍夺走了 30 名矿工的生命，
给遇难矿工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
失。 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和利用量
因技术攻关进展低于预期、 实际补贴水
平下降、抽采利用经济性差等客观原因，
没有达到“十三五”规划目标。

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对

于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增加清洁能源
供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因此，一方面要加强
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推进
技术创新成果和先进适用装备共享应用；
另一方面， 要着力提高瓦斯抽采浓度，提
升瓦斯利用率，建设更高水平的煤矿瓦斯
抽采规模化矿区，以用促抽、以抽保安。此
外，有关部门应尽快研究把煤层气（煤矿
瓦斯） 利用量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以市场化机制推进煤层气 （煤矿瓦斯）抽
采利用上水平，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建
党 100 周年。

（作者系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煤矿
瓦斯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首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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