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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 家 煤 矿 安 全 监 察 局  

安监管协调字[2004]56 号  

 

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北

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中央管理有关企业： 

  根据《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为全面掌握重大危险源的数量、状况及其分布，加强

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2003 年 11 月以来，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

建、重庆、广西、甘肃开展了重大危险源申报登记试点工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决定》下发后，各地认真贯彻落实，陆续开展了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和监控工作。

为加强管理，统一标准，规范运行，现对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意义和依据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坚持“科技兴安”，努力实现安全生产工作

从被动防范向源头管理转变，遏制和减少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

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

应急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

措施报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 号）要求“搞好重大危险源的普查登记，加

强国家、省（区、市）、市（地）、县（市）四级重大危险源监控工作”。  

  二、目标和任务  

  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合理设计，统筹规划。首先是要开展重大

危险源的普查登记；其次是开展重大危险源的检测评估；第三是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监控防范；

第四是对有缺陷和存在事故隐患的危险源实施治理；第五是通过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

既要促使企业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措施，自主保安，又要针对各地实际，有的放矢，便于政

府统一领导，科学决策，依法实施监控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以实现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

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主要任务：  

  1.开展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摸清底数，掌握重大危险源的数量、状况和分布情况，建

立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和定期报告制度；  

  2.开展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对重要的设备、设施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危险物

质进行定期检测，建立重大危险源评估监控的日常管理体系；  

  3.建立国家、省（区、市）、市（地）、县（市）四级重大危险源监控信息管理网络系

统，实现对重大危险源的动态监控、有效监控；  

  4.对存在缺陷和事故隐患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治理整顿，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大投入，采

取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5.建立和完善有关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存在事故隐患的危险源治理的法规和政策，探索建

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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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大危险源申报登记的范围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

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根据国家标准《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00）和《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以及实际工作的需要，重大危险源申报登记的

范围如下：  

  1.贮罐区（贮罐）；  

  2.库区（库）；  

  3.生产场所；  

  4.压力管道；  

  5.锅炉；  

  6.压力容器；  

  7.煤矿（井工开采）；  

  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9.尾矿库。  

  具体申报登记范围详见附件 1。  

  四、重大危险源的登记与评估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法》、《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和

申报登记范围的要求对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并填写《重大危险源申报表》（见

附件 2）报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或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2.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两年至少对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进行一次安全评估，并出具安全

评估报告。安全评估工作应由注册安全评价人员或注册安全工程师主持进行，或者委托具备

安全评价资格的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估报告应包括重大危险源的基本情况，危险、有害因

素辨识与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严重程度，重大危险源等级，安全对策措施，应急救

援措施和评估结论等。安全评估报告应报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或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3.重大危险源的生产过程以及材料、工艺、设备、防护措施和环境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或者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发生变化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安全评估，

并将有关情况报当地安全监管部门（或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五 、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的要求  

  1.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进一步提高对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自觉从践行“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加强对重大危险源普查、评估、监

控、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切实防范重、特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要把强化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作为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和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布置好，落实好。  

  2.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成立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和

技术指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和指导辖区内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工作。  

  3.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的力度， 

督促辖区内存在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国家有关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的规定

和要求，全面开展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和监控管理工作。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

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要依据《 安全生产法 》第

85 条的规定严肃查处。对因重大危险源管理监控不到位、整改不及时而导致重、特大事故

的，要依法严肃追究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4.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监督检查中发现重大危险源存在事故隐患的，

应当责令生产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在整改前或者整改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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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难以立即整改的，要限期

完成，并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监控措施。  

  5.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重大危险源申报登记的宣传和培训工

作，按照国家局组织编写的《重大危险源申报登记与管理》（试行）教材做好培训工作，指

导生产经营单位做好重大危险源的申报登记和管理工作。  

  6.为规范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各地区应统一按照国家局组织开发的重大危险源信息

管理系统软件，建立本地区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并根据重大危险源的分布和危险等级，有针

对性地做好日常监督工作，采取措施，切实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的

稳定好转。 

  附件：  

  1.重大危险源申报范围  

  2.重大危险源申报表 

二 00 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重大危险源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的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物品，且

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场所和设施，以及其他存在危险能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

的场所和设施。 
重大危险源申报的类别如下： 

1) 贮罐区（贮罐）； 

2) 库区（库）； 

3) 生产场所； 

4) 压力管道； 

5) 锅炉； 

6) 压力容器； 

7) 煤矿（井工开采）； 

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9) 尾矿库。 

具体申报范围如下所述。 

1．贮罐区（贮罐） 

贮罐区（贮罐）重大危险源是指储存表 1 中所列类别的危险物品，且储存量达到或超

过其临界量的贮罐区或单个贮罐。 

储存量超过其临界量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 贮罐区（贮罐）内有一种危险物品的储存量达到或超过其对应的临界量； 

② 贮罐区内储存多种危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储存量均未达到或超过其对应临界量，

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q
Q

q
Q

q
Q

n

n

1

1

2

2

1+ + ⋅ ⋅ ⋅ + ≥  

式中，q q qn1 2, , ,L  ——每一种危险物品的实际储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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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Qn1 2, , ,L  ——对应危险物品的临界量。 

表 1  贮罐区（贮罐）临界量表 

类  别 物 质 特 性 临界量 典 型 物 质 举 例 

闪点＜28℃ 20 t 汽油、丙烯、石脑油等 
易燃液体 

28℃≤闪点＜60℃ 100 t 煤油、松节油、丁醚等 

爆炸下限＜10% 10 t 乙炔、氢、液化石油气等 
可燃气体 

爆炸下限≥10% 20 t 氨气等 

剧毒品 1 kg 氰化钠（溶液）、碳酰氯等 

有毒品 100 kg 三氟化砷、丙烯醛等 毒性物质* 

有害品 20 t 苯酚、苯肼等 
*注：毒性物质分级见表 2。 

表 2  毒性物质分级 

（GB15258－199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分  级 
经口半数致死量 LD50(mg/kg) 经皮接触24h半数致死量 

LD50 (mg/kg) 

吸入 1h 半数致死浓度 

LC50 (mg/l) 

剧毒品 LD50 ≤5 LD50≤40 LC50≤0.5 

有毒品 5＜ LD50 ≤50 40＜ LD50 ≤200 0.5＜ LC50 ≤2 

有害品 (固体)50＜ LD50 ≤500 

(液体)50＜ LD50 ≤2000 
200＜ LD50 ≤1000 2＜ LC50 ≤10 

2．库区（库） 

库区（库）重大危险源是指储存表 3 中所列类别的危险物品，且储存量达到或超过其

临界量的库区或单个库房。 

储存量超过其临界量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 库区（库）内有一种危险物品的储存量达到或超过其对应的临界量； 

② 库区（库）内储存多种危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储存量均未达到或超过其对应临界

量，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式中，q q qn1 2, , ,L  ——每一种危险物品的实际储存量。 

      Q Q Qn1 2, , ,L  ——对应危险物品的临界量。 

表 3  库区（库）临界量表 

类  别 物 质 特 性 临界量 典 型 物 质 举 例 

起爆器材
＊ 1 t 雷管、导爆管等 

工业炸药 50 t 铵梯炸药、乳化炸药等 民用爆破器材 

爆炸危险原材料 250 t 硝酸铵等 
烟火剂、烟花爆竹  5 t 黑火药、烟火药、爆竹、烟花等 

闪点＜28℃ 20 t 汽油、丙烯、石脑油等 
易燃液体 

28℃≤闪点＜60℃ 100 t 煤油、松节油、丁醚等 
爆炸下限＜10% 10 t 乙炔、氢、液化石油气等 

可燃气体 
爆炸下限≥10% 20 t 氨气等 
剧毒品 1 kg 氰化钾、乙撑亚胺、碳酰氯等 
有毒品 100 kg 三氟化砷、丙烯醛等 毒性物质 

有害品 20 t 苯酚、苯肼等 
＊
注：起爆器材的药量，应按其产品中各类装填药的总量计算。 

1
2

2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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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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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场所 

生产场所重大危险源是指生产、使用表 4 中所列类别的危险物质量达到或超过

临界量的设施或场所。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 单元内现有的任一种危险物品的量达到或超过其对应的临界量； 

② 单元内有多种危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储存量均未达到或超过其对应临界

量，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q
Q

q
Q

q
Q

n

n

1

1

2

2

1+ + ⋅ ⋅ ⋅ + ≥  

式中，q q qn1 2, , ,L  ——每一种危险物品的现存量。 

Q Q Qn1 2, , ,L  ——对应危险物品的临界量。 

表 4  生产场所临界量表 

类  别 物 质 特 性 临界量 典 型 物 质 举 例 

起爆器材
＊ 0.1 t 雷管、导爆管等 

工业炸药 5 t 铵梯炸药、乳化炸药等 
民用爆破器

材 
爆炸危险原材料 25 t 硝酸铵等 

烟火剂、烟花

爆竹 
 

0.5 t 黑火药、烟火药、爆竹、烟花等 

闪点＜28℃ 2 t 汽油、丙烯、石脑油等 
易燃液体 

28℃≤闪点＜60℃ 10 t 煤油、松节油、丁醚等 

爆炸下限＜10% 1t 乙炔、氢、液化石油气等 
可燃气体 

爆炸下限≥10% 2 t 氨气等 

剧毒品 100 g 氰化钾、乙撑亚胺、碳酰氯等 

有毒品 10 kg 三氟化砷、丙烯醛等 毒性物质 

有害品 2 t 苯酚、苯肼等 
＊
注：起爆器材的药量，应按其产品中各类装填药的总量计算。 

4．压力管道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压力管道： 

（1）长输管道 

① 输送有毒、可燃、易爆气体，且设计压力大于 1.6 MPa 的管道； 

② 输送有毒、可燃、易爆液体介质，输送距离大于等于 200 km 且管道公称直径≥300 mm

的管道。 

（2）公用管道 

中压和高压燃气管道，且公称直径≥200 mm。 

（3）工业管道 

① 输送 GB5044 中，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害气体、液化气体介质，且公称直径≥100 

mm 的管道； 

② 输送 GB5044 中极度、高度危害液体介质、GB50160 及 GBJ16 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为

甲、乙类可燃气体，或甲类可燃液体介质，且公称直径≥100 mm，设计压力≥4 MPa 的管道； 

③ 输送其他可燃、有毒流体介质，且公称直径≥100 mm，设计压力≥4 MPa，设计温度

≥400℃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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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锅炉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锅炉： 

（1）蒸汽锅炉 

额定蒸汽压力大于 2.5MPa，且额定蒸发量大于等于 10 t/h。 

（2）热水锅炉 

额定出水温度大于等于 120℃，且额定功率大于等于 14 MW。 

6．压力容器 

属下列条件之一的压力容器： 

（1）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或中度危害的三类压力容器； 

（2）易燃介质，最高工作压力≥0.1MPa，且 PV≥100 MPa⋅m3
的压力容器（群）。 

7．煤矿（井工开采）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矿井： 

（1）高瓦斯矿井； 

（2）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3）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 

（4）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 

（5）煤层自然发火期≤6个月的矿井； 

（6）煤层冲击倾向为中等及以上的矿井。 

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矿井： 

（1）瓦斯矿井； 

（2）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 

（3）有自燃发火危险的矿井； 

（4）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 

9．尾矿库 

全库容≥100 万 m
3
或者坝高≥30 m 的尾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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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大危险源申报表 

一、填表说明 

1. 重大危险源申报的目的是掌握重大危险源的状况及其分布，为重大危险源评价、分

级、监控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2. 重大危险源申报表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表 1），第二类为

各类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表 2-1～表 2-12），第三类为重大危险源周边环境基本情况表

（表 3）。 

填表时，应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的实际情况填写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以及所有符合申

报范围的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哪一类别的重大危险源就填报相应的重

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每个重大危险源填表一份，如存在多个重大危险源，请自行复印表格

填报。贮罐区（贮罐）、库区（库）、生产场所及其他可能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危

险源应填写重大危险源周边环境基本情况表。 

3. 重大危险源申报表的填报、图文资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规范填

写，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4. 填表应用钢笔，表格内容要认真逐项填写，无某项内容时则填写无，因故无法填写

的内容应注明原因。 

5. 当重大危险源申报涉及保密数据时，应遵守有关保密规定。 

二、 重大危险源申报表 

表 1：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表 

法人单位名称  

填报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代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填报单位负责人姓名  电    话  

经济类型 

1 国有经济    2 集体经济    3 私营经济    4 有限责任公司 

5 联营经济    6 股份合作    7 外商投资    8 港澳台投资 

9 其它经济 

所在行业 

A 农、林、牧、渔业 

B 采掘业 

C 制造业 

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成和供应业 

E 建筑业 

F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G 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电通信业 

H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I 金融保险业 

J 房地产业 

K 社会服务业 

L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M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电业 

N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O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P 其它行业 

成立时间  占地面积 m2

行业管理部门  职工总数 人

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年总收入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主要产品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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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贮罐区（贮罐）基本特征表 

编    号  贮罐区名称  

具体位置  

所处环境功能

区 

1 工业区    2 农业区    3 商业区    4 居民区    5 行政办公区            6 交

通枢纽区   7 科技文化区    8 水源保护区    9 文物保护区 

贮罐区面积 m2 有无防护堤 1 有    2 无 防护堤所围面积 m2

贮罐个数  罐间最小距离 m

贮罐序号  贮罐名称  

贮罐形状 1 立式圆筒罐    2 卧式圆筒罐    3 球形罐 

贮罐形式 1 固定顶罐    2 浮顶罐 

安装形式 1 地上    2 地下    3 半地下 

贮罐材质  公称直径 m 容积 m3

贮存物质名称  物质状态 1 液态   2 气态   3 液、气共存 

日常最大贮存量 m3

设计压力 MPa 实际工作压力 MPa

设计温度 ℃ 实际工作温度 ℃

设计使用年限 年 投产时间  

进料方式 1 管道    2 铁路槽车    3 槽车 

贮 

罐 

出料方式 1 管道    2 铁路槽车    3 槽车 

进料管道 直径 mm 设计压力 MPa 实际工作压力 MPa

出料管道 直径 mm 设计压力 MPa 实际工作压力 MPa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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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库区（库）基本特征表 

编    号  库区名称  

具体位置  

所处环境功能

区 

1 工业区    2 农业区    3 商业区    4 居民区    5 行政办公区            6

交通枢纽区   7 科技文化区    8 水源保护区    9 文物保护区 

库区占地面积 m
2
库房个数  

库房序号  库房名称  

库房形式 1 单层    2 多层  层数：       

库房结构 1 混凝土结构    2 砖木结构    3 木质简易库房 

4 其他：           

设计使用年限 年 竣工时间 

占地面积 m
2
有无防火墙 1 有    2 无 

库房储存物品种类 数量 

起爆器材  t 

工业炸药  t 

民用爆破器材 

爆炸危险原材料  t 

烟火剂、烟花爆竹  t 

闪点＜28℃  t 
易燃液体 

28℃≤闪点＜60℃  t 

爆炸下限＜10%  t 
可燃气体 

爆炸下限≥10%  t 

剧毒品  kg 

有毒品  kg 毒性物质 

有害品  t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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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生产场所基本特征表 

单元名称  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具体位置  

所处环境功能

区 

1 工业区    2 农业区    3 商业区    4 居民区    5 行政办公区            6 交

通枢纽区   7 科技文化区    8 水源保护区    9 文物保护区 

占地面积 m
2

正常当班人数 人

单  元  内  危  险  物  质  量 
物质名称 

现存物质总量(t) 工艺过程中的物质量(t) 存储的物质量(t) 废弃物质量(t)

1      

2      

3      

4      

5      

6      

7      

8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表 2-4：压力管道基本特征表 

管道名称  管道编号  

管道类别  公称直径 mm 材  质  

壁    厚 mm 管道长度 m 工作压力 MPa

强度试验压力 MPa 严密性试验压力 MPa

输送介质  工作温度 ℃

投用日期  敷设方式 1 架空    2 埋地 

防腐方式 1 阴极保护    2 无阴极保护 绝热方式 1 绝热措施    2 无绝热措施 

设计规范  设计单位  

安装规范  安装单位  

管道图号  

管道经过地区（厂区） 
 

 

与管道相联的调压站（箱）数量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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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锅炉基本特征表 

锅炉型号  锅炉名称  编    号  

具体位置  

制造厂名  制造日期  

安装完工日期  投入使用日期  

设计工作压力 MPa 许可使用压力 MPa

额定供热量 

或额定出力 

KCal/h

t/h
介质出口温度 ℃

水处理方法  锅炉用途  

备注（移装、检修、

改造、事故记录）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表 2-6：压力容器基本特征表 

名    称  编    号  注册编号  使用证编号  

类    别  设计单位  投用年月  使用单位  

制造单位  制造年月  出厂编号  

材料 筒体  封头  内衬  

内径 mm 设计压力  /     MPa 是否有安全阀  

壁厚 mm 最高工作

压力 

/     MPa 是否有爆破片  

高（长） mm 设计温度  /     ℃ 是否有紧急切

断阀 

 

容积 m
3
 

操作条件 

介质  /      是否有压力表  

有、无保温、绝热  

安全件 

是否有液面计  

安全

状况

等级 

 

定

期

检

验

情

况 

 

备 

注 

 

注: 1. 换热器的换热面积填写在压力容器规格的容积一栏内。 

   2. 两个压力腔的压力容器的操作条件分别填写在斜线前后并加以说明。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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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煤矿（井工开采）基本特征表 

矿井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上级法人单位  

建矿日期  设计能力 万 t/年 实际产量 万 t/年

煤的牌号  矿井可采储量 万 t

从业人数  固定资产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开拓方式 1 立井 2 斜井 3 平峒 

通风方式 1 中央并列 2 中央分列 3 两翼对角 4 分区对角 5 其它 

反风方式 
1反风道反风 2主要通风机反转反风 3备用主要通风机的无反风道反

风 

提升方式 1 罐笼 2 箕斗井 3 串车 4 带式输送机 5 其它 

供电方式 1 双回路 2 双电源 3 其它 

主采煤层倾角  主采煤层厚度 m

矿井开采深度 m 生产采区个数 

回采工作面个数  掘进工作面个数  

工作面回采方式 1 前进式 2 后退式 采高 m

主要落煤方式 1 机采 2 炮采 3 水采 4 风镐落煤 5 其它 

主要支护型式 1 液压支架 2 单体液压支柱 3 摩擦式金属支柱 

顶板处理方法 1 全部垮落法 2 充填法 3 煤柱支撑法 4 缓慢下沉法 

矿井瓦斯等级 1 突出矿井 2 高瓦斯矿井 3 低瓦斯矿井 

煤层的自燃倾向性 1 容易自燃 2 自燃 3 不易自燃 

煤层的煤尘爆炸性 1 基本无爆炸性 2 弱爆炸性 3 爆炸性较强 4 爆炸性很强 

煤层顶底板含水层情况 1 无 2 孔隙含水层 3 裂隙含水层 4 岩溶含水层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1简单 2一般 3复杂 

矿井开采是否受地表水体或洪水的威胁 1 是 2 否 

煤层冲击地压危害程度 1无冲击地压 2一般（弱）冲击地压 3严重（强）冲击地压 

煤层赋存状况（根据煤层厚度和倾角变化、裂隙发育情况、断层、

冲刷带、陷落柱、岩浆岩侵入破坏等判断） 

1 煤层赋存状况好 2 一般 3 煤

层赋存状况差 

开拓巷道的围岩稳定性 
1 围岩为比较稳定的坚硬砂岩或石灰岩等 2 围岩为中等稳定的砂岩、砂

页岩或较坚硬页岩等  3 围岩为不稳定的煤、泥质页岩、炭质页岩等 

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 m
3
/t 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 m3/min

煤层自燃发火期 全矿近三个月瓦斯超限次数 

近三年内瓦斯突出次数 近三年内煤层自燃地点 处

近三年内主扇故障检修次数 近三年内供电系统故障检修次数 

采面粉尘浓度 总粉尘:             mg/m
3
  呼吸性粉尘:             mg/m

3
 

矿井总进风量 m
3
/min 矿井有效风量率 

矿井最大涌水量 m
3
/h 矿井最大综合排水量 m

3
/h

地面消防水池容量 m
3

井下消防水管长度 m

地面爆破材料储存情况 库房数：   炸药(t)：    t   雷管：    万发 

井下爆破材料储存情况 峒室数：   炸药(t)：    t   雷管：    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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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瓦斯异常涌出区域 1 有 2 无 有无未熄灭的火区 1 有 2 无 

全矿通风系统复杂程度 
1简单可靠,易于管理控制,井下风流稳定 2 复杂程度一般 

3 通风系统复杂,管理困难,或有些巷道风流不稳 

总进风道和总回风道之间的联络巷道数量  

总进风道和总回风道之间的联络巷道的挡风墙坚固程度 1 非常坚固 2 一般 3 差 

有无在水淹区积水面以下的采掘工作 1 有 2 无 

是否是在建筑物下、水体下或铁路下开采 1 是 2 否 

矿井安全是否受其它小矿乱采乱掘的影响 1 是 2 否 

近5年内伤亡事故 起数：  轻伤人数：  重伤人数：  死亡人数： 

瓦斯（煤尘）爆炸  火灾  

水灾  瓦斯突出  

建矿以来曾发生重大事故

（指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全

矿或部分区域停产） 其他（注明事故类型）： 

主风机型号,台数  

局扇型号,台数  

主排水泵型号,台数  

探放水设备型号,台数  

绞车提升设备型号,台数  

带式输送机型号,部数  

瓦斯抽放系统型号,数量  

安全监测系统型号,数量  传感器使用数量  

闭锁断电装置型号,数量  

瓦检仪型号,数量  

自救器型号,数量  

井下固定敷设高压电缆型

号,数量 
 

瓦检员人数  放炮员人数  绞车司机人数  

电工人数  安技管理人员数  安全员人数  

全矿技术人员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下井同时作业人数  下井人员中农民工、协议工、外包工所占比例   

影响矿井安全生产的主要问题说明：（不少于三条内容）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9

表 2-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基本特征表 

矿井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上级法人单位  

建矿日期  设计能力 万 t/年 实际能力 万 t/年

开采矿种  可采储量 万 t

固定资产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经济类型 1 国有 2 集体 3 私营 4 其它  从业人数  

开拓方式 1 立井 2 斜井 3 平峒 4 混合 5 斜坡道 

通风方式 1 中央并列 2 分区式 3 对角式 4 其它 

提升方式 1 罐笼 2 箕斗井 3 串车 4 皮带 5 其它 

供电方式 1 两回路 2 双电源 3 其它 

同时生产的中段数  准备生产的中段数  

同时生产的采场数  井下同时作业人数  

矿井总进风量 m
3
/min 矿井有效风量率  

矿井最大涌水量 m
3
/h 矿井最大综合排水量 m

3
/h

是否是以下类型的矿井 

（可多选） 

1瓦斯矿井    2煤系硫铁矿井  3其它与煤共生的矿藏开采  

4 放射性的矿山 5 有自燃发火危险的矿井   6 高硫矿  

7 矿尘有爆炸性 

竖井或倾角在45度及其以上的井巷  井下固定敷设的高

压电缆型号 水平巷道或倾角在45度以下的井巷内  

地面爆炸材料储存情况 库房数：   炸药：    t 雷管：    万发 

井下爆炸材料储存情况 峒室数：   炸药：    t 雷管：    万发 

1矿区及其附近地表水流系统和汇水面积、疏水能力、水利工程等情况； 1 有 2 无 

2历年最高洪水位,洪水量地面水体、各含水层及井下水的动态； 1 有 2 无 

3矿区内小矿井、老井、老采空区； 1 有 2 无 

4矿区内的钻孔和封孔质量； 1 有 2 无 

5现有生产井中的积水区、含水层、岩溶带、地质构造等详细情况； 1 有 2 无 

矿 井

有 无

下 列

水 文

地 质

资料 6矿井水与地下水、地表水和大气降雨的水力联系。 1 有 2 无 

是否是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 1是 2否 

矿体顶底板含水层情况 1 无 2 孔隙含水层 3 裂隙含水层 4 岩溶含水层 

矿体顶底板有无承压含水层 1 有承压含水层 2 无承压含水层 

矿井开采是否受地表水体或洪水的威胁 1是 2否 

冲击地压（岩爆）危害 1 无冲击地压 2 弱冲击地压 3 强冲击地压 

矿区内影响生产与安全的断层数目  

巷道围岩的稳定性 

1 围岩为比较稳定的坚硬砂岩或石灰岩等 

2 围岩为中等稳定的砂岩、砂页岩或较坚硬页岩等 

3 围岩为不稳定的煤、泥质页岩、炭质页岩等 

井下柴油设备数量  井下油压设备数量  

油类名称和存放地点 数量（kg） 
井下各种油类的存放地点及

最大存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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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式输送机数量（部）：   有哪些防火措施（选择打√）：1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使用阻燃输送带 2

液力偶合器使用不燃性传动介质 3输送机的机头前后两端20m范围内使用不燃性材料支护 4配备灭

火器材 5 设驱动滚筒防滑保护、堆煤保护、防跑偏装置 6 设温度保护、烟雾保护 7 其它措施（写

出措施名称）。 

地面消防水池容量 m
3

井下消防水管长度 m

井下有何种有害气体大量涌出  

矿井有无未熄灭的火区 1 有 2 无 

矿区内有无威胁矿井安全生产的塌陷区或有塌陷危险的区域 1 有 2 无 

是否是在建筑物下、水体下或铁路下开采 1是 2否 
矿井安全是否受其它小矿乱采乱掘的影响 1是 2否 

近5年内伤亡事故 起数：  轻伤人数：  重伤人数：  死亡人数： 

水灾  火灾  

大面积冒顶  坠罐或跑车  

建矿以来曾发生重大事故

（指造成 3 人以上死亡或全

矿或部分区域停产） 其它（注明事故类型）： 

主扇型号  数量  
局扇型号  数量  
主排水泵型号  数量  
探放水设备型号  数量  
绞车提升设备型号  数量  
技术人员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电工人数  绞车司机人数  放炮员人数  

采矿方法 

 

 

 

影响矿井安全生产的主要问题说明：(不少于三条内容)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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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尾矿库基本特征表 

企业名称  主要负责人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上级主管  邮政编码  

建厂日期  从业人数  经济类型  

矿  种  固定资产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尾矿库名称  

地理位置  

尾矿库型式 1 山谷型 2 傍山型 3 河谷型 4 平底型 5 其它(写出名称) 

尾矿库等别 1 一等 2 二等 3 三等 4 四等 5 五等 全库容 万 m
3

坝高 m 设计总库容 万 m
3

设计总坝高 m

坝长 m 最小干滩长度 m 沉积干滩平均坡度  

尾矿库危害程

度分类 

1、 一类尾矿设施：一旦发生最大程度的溃坝事故，殃及居民区或重要建（构）筑物等，

可能造成死亡 50 人以上或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 

2、 二类尾矿设施：一旦发生最大程度的溃坝事故，殃及居民区或重要建（构）筑物等，

可能造成死亡 10 人以上至 50 人以下或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以下的； 

3、 三类尾矿设施：一旦发生最大程度的溃坝事故，殃及居民区或重要建（构）筑物等，

可能造成死亡 10 人以下或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 

尾矿库安全度分类 1 危库 2 险库 3 病库 4 正常库 

如果尾矿库失事是否会使下游重要城镇、工矿企业、重

要铁路干线遭受严重灾害 
 

坝址区地震 

基本烈度 
 

库区有无滑坡体  库区有无产生泥石流的条件  

库区是否处于岩溶或裂隙发育地区  

库区有无滥伐、滥垦、滥牧现象  

1 透水坝 2不透水坝 
坝型 

1土坝 2堆石坝 3卵石坝 4混合料坝 5砌石坝 6混凝土坝 

初 

期 

坝 坝高 m 坝长 m

堆坝方法 1 上游式 2 下游式 3 中线式 4 其他 堆高 m

尾矿分级设备型号  数量  

初期 年
汇水面积 km

2
 尾矿库防洪标准（洪水重现期） 

中、后期 年

尾矿坝安全超高  尾矿库调洪库容 万 m
3

排洪系统的型式 1 井－管式 2 井－洞式 3 槽－管式 4 槽－洞式 5 溢洪道 

尾矿粒度 dcp mm 尾矿比重 t/m
3

尾矿坝的观

测项目 

1 坝体水平位移 2 坝体沉降 3 坝体固结 4 坝体孔隙水压力 5 坝体浸润线 6 坝基

扬压力 7 绕坝渗流 8 渗流量 9 渗流水水质 10 其它 

（写出具体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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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的尾

矿 浓 缩 分

级、放矿筑

坝、回水排

水、防汛渡

汛、抗震等

工作概述 

 

 

 

 

 

 

 

 

如 果 是 危

库、险库或

病库 ,对危

险情况作出

概述 

 

 

 

 

 

尾矿库曾出

现的问题及

采取的解决

办法 

 

 

 

 

备  

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表 3：重大危险源周边环境基本情况表 

单位类型 数量（个） 单位名称 人数 与危险源最近距离 

住宅区     

生产单位     

机关团体     

公共场所     

交通要道     

危 

险 

源 

周 

边 

环 

境 

情 

况 

周 

边 

地 

区 

情 

况 
其它     

类型 数量（个） 简  要  说  明 

火源   

输配电装置   

周 

边 

环 

境 

对 

危 

险 

源 

的 

影 

响 

其它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