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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0.57
B 、 12.07
C 、 23.38
D 、 9.07

A 、 尽可能增加防火墙数量
B 、 多风路火区先封闭主要进回风巷道
C 、 尽可能缩小火区封闭范围
D 、 多风路火区先封闭所有回风巷

A 、 11％
B 、 10％
C 、 9.5％
D 、 9.1％

A 、 20
B 、 30
C 、 40
D 、 50

A 、 突出危险区
B 、 无突出危险区
C 、 突出威胁区
D 、 无突出威胁区

2021年全国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煤矿安全》真题年全国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煤矿安全》真题

第第1题题  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  （每题（每题1分，共分，共20题，共题，共20分）分）  下列每小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下列每小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最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或不选均不得分。最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多选、错选或不选均不得分。

1、某矿井有1个综采工作面，2个煤巷掘进工作面，1个岩巷掘进工作面。其中，综采工作面
日生产煤量5000t，煤巷掘进工作面日生产总煤量250t。矿井煤层瓦斯含量为6m³／t，不可解
吸瓦斯量为3.1m³／t。封闭采空区的瓦斯抽采量为1.5m³／min。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为
(  )m³／min。

2、某矿井综采工作面采空区自然发火，采取灭火措施失败后，总工程师要求立即封闭火区，
防止火灾势态扩大。关于封闭火区的说法，正确的是(  )。

3、某矿井总回风巷的风量为5000m³／min，主要通风机出风口的风量为5500m³／min。该矿井
的外部漏风率是(  )。

4、露天煤矿采用深孔松动爆破作业时，必须在松动爆破区外设置警戒范围，确保人员撤出警
戒区，设备撤至安全区域。若挖掘机位于警戒范围内且不能撤离，挖掘机距松动爆破区外端

的距离应不小于(  )m。

5、开采突出煤层前，首先要进行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某突出矿井计划开拓区域的瓦斯含量
为7.3m³／t，在超前钻探中，发现前方有构造带，但未发生喷孔现象。根据《防治煤与瓦斯突
出细则》，该区域属于(  )。

6、 某矿井煤层埋藏深度500～580m，有1号煤层和2号煤层两个可采煤层，层间距为20m，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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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回风量小于进风量
B 、 回风量等于进风量
C 、 回风量大于进风量
D 、 回风量与进风量无关

A 、 瓦斯量喷出较大时用罩子将喷出的裂缝封堵好，加盖水泥密封
B 、 职工配备过滤式自救器，熟悉避灾路线和仪器使用方法
C 、 施工超前钻孔查明前方地质构造
D 、 减少钻孔施工数量，降低瓦斯涌出量

A 、 先拆除进风巷密闭
B 、 先拆除回风巷密闭
C 、 同时拆除进、回风巷密闭
D 、 拆除不分先后顺序

A 、 一次采全高的厚煤层工作面必须采取采前预灌
B 、 采前预灌适用于最易发生自燃火灾的终采线区域
C 、 采后封闭灌浆必须在一个采区采完后进行
D 、 随采随灌适用于自燃倾向性强的长壁工作面

A 、 在甲风路增设调节风窗
B 、 在乙风路增设调节风窗
C 、 在乙风路进行扩帮
D 、 增加全矿井通风风量

A 、 600
B 、 800
C 、 1000
D 、 1600

A 、 注水钻孔直径应按封孔器的要求确定，使封孔器工作压力最小
B 、 采用长时间的低压或中压注水方式，注水效果更为理想
C 、 采用长时间大流量的注水方式，有利于增强煤层湿润效果
D 、 煤层注水钻孔越长，注水效果越好

井采用全负压通风，上部1号煤层已开采完毕。关于2号煤层的采煤工作面进风量与回风量(包
括抽采)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

7、瓦斯喷出是煤矿井下瓦斯动力灾害之一，必须根据瓦斯喷出的特点和分类采取针对性防治
措施。关于瓦斯喷出危害防治措施的说法，正确的是(  )。

8、 某封闭的采煤工作面准备启封密闭，采用全风压通风方式排放瓦斯，关于拆除进、回风
巷密闭顺序的说法，正确的是(　　)。

9、根据灌浆与回采时间上的关系，预防性灌浆可分为采前预灌、随采随灌和采后封闭灌浆。
关于预防性灌浆的说法，正确的是(  )。

10、 甲、乙风路为并联风路，其中甲风路风量达不到计划风量，乙风路风量远大于计划风
量。为实现按需分配风量的目的，下列调节风量的做法中，正确的是(　　)。

11、对于正常涌水量Q大于1000m³／h的矿井，主要水仓有效容量计算公式为
V=2(Q+3000)m³。某矿井正常涌水量为1200m³／h，井下中央水泵房水仓有效容量10000m³，矿
井二采区准备探放采空区积水。根据《煤矿安全规程》，该采空区探放水最大流量不能超过

(  )m³／h。

12、煤层注水是采煤工作面防尘的有效措施。关于煤层注水工艺的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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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老空(窑)水突水
B 、 底板灰岩含水层突水
C 、 冲积层水突水
D 、 陷落柱与断层突水

A 、 锚杆支护
B 、 混凝土支护
C 、 钢筋(管)混凝土支护
D 、 U型钢金属支护

A 、 罐笼内放置装有电雷管的爆炸物品箱，不得超过2层
B 、 罐笼升降速度不得超过2m／s
C 、 罐笼内不得有任何人员
D 、 装有电雷管的车辆不得直接推入罐笼内运送

A 、 缓慢从炮眼中取出起爆药卷
B 、 用压风吹拒爆炮眼
C 、 更换原起爆药卷中的电雷管
D 、 重新连线起爆

A 、 在设备线路上进行工作时，无须切断上一级开关电源
B 、 经批准，掘进工作面瓦斯电闭锁可甩掉不用
C 、 高压停、送电的操作，应通过书面或其他联系方式进行申请
D 、 在降配电硐室检修设备时，应到地面配电所办理停送电手续

A 、 固定带式输送机的转载点和机头应设置消防设施
B 、 巷道内安设带式输送机时，输送机与巷帮支护的距离不得小于0.3m
C 、 采用绞车拉紧的带式输送机运行时必须配备可靠的测力计
D 、 下运带式输送机电机在第二象限运行时，必须装设可靠的制动器

A 、 测点间的距离和风量均较大，压差不低于20Pa
B 、 测点应布置在局部阻力物前方2倍巷宽处
C 、 测点应布置在局部阻力物后方6倍巷宽处
D 、 测点应选择在风流不稳定的区域

13、 某矿井在掘进过程中，发现工作面压力增大，沿裂隙向外渗水，且水量不断增加，水色
时清时浊，具有明显的突水征兆。据此判断该工作面有可能发生的突水类型是(　　)。

14、 井巷支护是掘进工作面和井巷防治顶板灾害事故的主要技术手段，不同的支护方式体现
了不同的作用机理。下列支护方式中，应用“最大水平应力理论”的是(　　)。

15、某煤矿利用井筒罐笼运送炸药和电雷管。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关于罐笼运送电雷管
安全措施的说法，正确的是(  )。

16、 某煤矿在爆破作业过程中，因连线不良，发生了拒爆。班长要求爆破工及时处理。下列
处理拒爆的做法中，正确的是(　　)。

17、煤矿进行电气停送电时，应由持证电工操作。关于设备、设施停送电操作的说法，正确
的是(  )。

18、带式输送机是井工煤矿最常用的主运输设备，适用于水平巷道和倾斜巷道的煤炭运输。
关于井下带式输送机使用管理的说法，错误的是(  )。

19、矿井通风阻力测定地点的选择与测段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摩擦阻力系数测算的准确性。
关于通风阻力测定地点选择和测段确定的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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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背对空气颤动的方向，俯卧倒地
B 、 闭住气暂停呼吸，用毛巾捂住口鼻
C 、 用衣物盖住身体
D 、 立即撤至回风巷道

A 、 每米钻孔排出的煤粉量
B 、 监测到的一个地音信号强度
C 、 工作面支架底板比压
D 、 工作面支架初撑力
E 、 工作面超前支护段两帮移近量

20、 瓦斯与煤尘爆炸会产生强烈的爆炸冲击波和燃烧波，为避免或减小燃烧波的危害，井下
矿工应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自救。下列自救措施中，错误的是(　　)。

第第2题题  案例分析题案例分析题(不定项不定项) （每题（每题2分，共分，共5题，共题，共10分）分）  下列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有下列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至少有1个错项，多选、错选均不得分；少选，所个错项，多选、错选均不得分；少选，所

选的每个选项得选的每个选项得0.5分。分。

21、根据以下材料，回答以下问题（1~2题为单选题，3~5题为多选题）{TSE}
某煤矿地表平坦，平均海拔305m，只有3号煤层一个可采煤层，煤层底板标高-220～-260m，
平均普氏系数f为1.6(简称f=1.6)，平均开采厚度为4.5m。工作面直接顶为泥岩或粉砂岩，平均
厚度3.2m，f=2；基本顶为中砂岩，平均厚度18.9m，f=5.5；基本顶之上为平均厚度4m的砂质
页岩和泥岩互层，f=2.5；再上为平均厚度30m的砂砾岩，f=7。直接底为平均厚度1.6m的泥
岩，其下为平均厚度9m的细砂岩。
该矿目前正在开采21303工作面，工作面采长270m。该工作面北部是21301采空区，南部是正
在准备中的21305工作面，西侧为二采区，东侧为一采区的3条上山。采掘工作面位置关系见
下图。21303工作面安装了微震监测系统、应力在线监测系统、支架压力在线监测系统和地音
监测系统，采用钻屑法进行监测。因顶板有淋水，工作面两巷留设了0.3m的底煤。
2019年7月5日，21303工作面开始回采，至8月16日工作面已经推进300m，8月10~16日，微震
监测能量时间频次从每天12次增加到46次，总能量增幅3倍以上，煤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8
月17日夜班2时15分采煤机正在机头割煤，工作面突然出现连续煤炮，当班班长和安监员决定
停止生产撤出人员，在人员撤离过程中，工作面突然发生巨大声响和震动，15名工人受到不
同程度的冲击，其中1名工人在21303工作面运输巷转载机过桥处受伤，5根肋骨骨折。

{TS}21303工作面开采过程中，下列监测数据中，可以用于冲击地压预测预报的是(  )。

22、 为防止21303工作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可采取的合理措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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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爆破松动两巷所留底煤，降低底煤的应力集中程度
B 、 每隔20m施工一个孔径为42mm、长度为50m与顶板平行的煤层钻孔
C 、 对工作面推进方向的深部煤体进行水力割缝
D 、 爆破处理采煤工作面两端头后方悬顶
E 、 超前爆破处理煤层上方顶板中的中砂岩

A 、 22302回采工作面
B 、 22304切眼掘进工作面
C 、 21302运输巷掘进工作面
D 、 21307回风巷掘进工作面
E 、 从切眼施工的21305回风巷掘进工作面

A 、 工作面顶板有厚度较大的坚硬岩层
B 、 工作面底板为泥岩，影响支护效果
C 、 煤层埋藏深，自重应力较大
D 、 工作面两巷留设了底煤
E 、 顶板有淋水且未处理

A 、 工作面人员穿防砸靴
B 、 工作面人员穿防冲服
C 、 工作面安装压风自救系统
D 、 工作面安装正反向风门
E 、 工作面前方50m内巷道杂物清理干净

23、 依据《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该煤矿8月16日可以回采或掘进的工作面有(　　)。

24、 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关的因素有(　　)。

25、 针对21303工作面冲击地压风险，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有(　　)。

第第3题题  案例分析题案例分析题  （每题（每题0分，共分，共3题，共题，共0分）分）  根据所给材料回答问题。根据所给材料回答问题。

26、某煤矿设计生产能力1.20Mt／a，2004年11月投产，2008年矿井核定生产能力为1.80Mt／
a。该矿为高瓦斯矿井，有冲击地压危险，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最大涌水量为2000m³／h，采
用双回路供电。井田内有8号煤层和10号煤层两个可采煤层，均为自燃煤层，平均厚度为
6.68m。
目前有8号煤层4采区和10号煤层5采区两个生产采区，采区上山两翼布置走向长壁综采工作
面，8号煤层布置8402综采工作面，10号煤层布置一个备用综采工作面。
2020年10月15日，该煤矿邀请专家组进行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预验收。专家组在检查中发
现：该煤矿共配备生产、掘进、通风、机电4名副总工程师；1月生产原煤15.2×10⁴t，2月生产
原煤17.5×10⁴t；进风大巷有1盏照明灯失爆；8402综采工作面生产班安排了51名职工作业，有
1台电气开关失爆；8号煤层4采区东翼有2个煤巷掘进面和1个半煤岩巷掘进面同时掘进；主排
水泵房的工作水泵额定工作能力为2500m³／h；水灾专项应急预案包括事故风险分析、应急指
挥机构、处置程序和注意事项4部分内容。
该煤矿针对专家检查发现的问题，矿长口头指定了整改责任人，但没有开展实际整改工作，

最终导致该矿未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验收。

根据以上场景，回答下列问题：

 1．补充该矿水灾专项应急预案缺少的2项内容。
 2．根据《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指出该矿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
 3．根据《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辨识该矿8402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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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的重大安全风险。

27、某煤矿开采4号煤层，核定年生产能力为3Mt。该矿有主斜井、副斜井、回风立井3个井
筒，采用中央边界式通风。副斜井主进风，回风立井回风，地面建有永久瓦斯抽放系统。综

采工作面采用U型通风，上隅角附近设置木板隔墙引导风流稀释冲淡瓦斯，该工作面采取了
喷雾降尘措施，未进行煤层注水。掘进工作面采用局部通风机压入式通风，选用FBDNo6.3／
2×30局部通风机，配套柔性风筒。备用采煤工作面进风巷内设置调节风门进行风量调节。采
区进风上山和回风上山之间的联络巷内按要求砌筑永久性挡风墙隔断风流。相邻采煤工作面

之间设置了隔爆水棚。

矿井煤层瓦斯含量为12.9m³／t，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为90.1m³／min，相对瓦斯涌出量为
55.5m³／t，综采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为59.3m³／min，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为3.8m³／
min。矿井采取抽采措施后，综采工作面风排瓦斯量为18.5m³／min，工作面瓦斯涌出不均衡
备用风量系数按1.2考虑；综采工作面平均采高2.4m，最大控顶距6.2m，最小控顶距5.6m，综
采工作面有效通风断面面积按70％考虑；综采工作面同时最多作业人数为25人。综采工作面
上隅角一氧化碳浓度为0.0012％。
根据2017年3月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矿井通风路线长度为12000m，较投产初期增加
4000m；矿井有5处巷道失修，变形严重，断面减小；1处有严重积水。测定结果显示：矿井
自然风压为353Pa，总进风量为10476m³／min，总回风量为10671m³／min，总阻力为2660Pa，
副斜井风速为6.9m／s，采区回风石门风速为6.4m／s，总回风巷风速为7.8m／s．回风立井风
速为10.6m／s。矿井风量大且过于集中。根据矿井通风阻力测定报告反映出的问题，矿领导
责成相关部门制定整改方案，对通风系统进行优化改造。

根据以上场景，回答下列问题：

 1．判断该矿井瓦斯等级，并列出该等级的判定标准。
 2．根据《煤矿安全规程》，列出该矿井副斜井、采区回风石门、总回风巷、回风立井的最
高允许风速，并指出风速超限的井巷。

 3．列出该矿井构筑的通风设施。
 4．根据风排瓦斯量和作业人数分别计算综采工作面的配风量，按照风速进行验算并给出结
论。

28、某煤矿属于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的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1.5Mt／a。该矿只有13号煤层一
个可采煤层，平均厚度7m，埋深240～385m，倾角0°～5°，属于全区稳定可采煤层。该煤层
上部岩层有含水层，无冲击地压倾向性。

2017年4月1日，矿井开始沿井田边界施工13201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巷道沿底板掘进，宽
4.8m，高3.8m。经调查邻近矿井为已经废弃的封闭老窑，开采图纸等资料不详。该矿制定了
探放水措施，但在生产过程中并未严格按规定进行探放水作业。

4月28日19时30分，当班工人在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作业时，发现迎头附近出现
雾气，煤帮出现淋水且淋水量不断增大，局部出现掉渣、片帮等现象。20时05分，该矿生产
技术部副部长到该工作面巡查，但未作任何安排便自行离开。当班工人继续进行掘进作业。

21时40分，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迎头发生透水事故。
21时45分，当班瓦检员第二次巡检行至该巷道口时，听到异常响声，看到风筒摆动、巷道底
板积水不断增加，马上向矿调度室汇报。矿调度员立即通知井下所有人员升井，同时向矿领

导进行了汇报。经统计，当班井下作业人员158人，紧急升井153人，事故共造成5人死亡。
事故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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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答案解析

答案：B

解析：(6—3.1)(5000+250)／(24×60)+1.5=12．07(m³／min)。

1

答案：C

解析：A选项错误。火区封闭要尽可能地缩小范围，并尽可能地减少防火墙的数量。
B、D选项错误。在多风路的火区建造防火墙时，应根据火区范围、火势大小、瓦斯涌出
量等情况来决定封闭火区的顺序。一般是先封闭对火区影响不大的次要风路的巷道，然

后封闭火区的主要进回风巷道。

2

答案：D

解析：矿井外部漏风率=(矿井主通风机风量一矿井总回风风量)÷矿井主通风机风量
×100％=(5500—5000)÷5500×100％=9.1％。

3

答案：B

解析：设备设施距松动爆破区外端的安全距离见下表。

4

①安全管理比较混乱。

②防治水技术管理仅由一名机电专业的助理工程师负责。

③除掘进迎头附近区域外，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与邻近矿井采空区之间的煤柱宽度为21～
25m。
④13201回风顺槽邻近矿井采空区积水量达425600m3，水头压力达0.4MPa。
⑤13号煤的抗拉强度为0．3MPa。
根据事故调查结论，政府相关部门要求该矿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循煤矿防治水工作原则，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和《煤矿防治水细则》相关规定，对存在问题或隐患进行整改。

[注]防隔水煤(岩)柱计算公式L=0.5KM(3p／KP)1/2，式中：L一煤柱留设的宽度，m；K一安全

系数，一般取2～5，本题取5；M一煤层的厚度或者采高，m；p一实际水头值，MPa；Kp一煤
的抗拉强度，MPa。
根据以上场景，回答下列问题：

 1．列出煤矿防治水工作应坚持的“十六字”原则。
 2．简述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探放水钻孔布置应考虑的参数。
 3．指出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防治老空积水应监测的内容。
 4．判断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与邻近矿井采空区之间21～25m的煤柱是否安全，并计算说
明。

 5．提出防治13201工作面透水事故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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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根据《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第五十八条，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所依据的临界

值应当根据实验考察确定，在确定前可暂按下表预测。

开拓区域存在构造带，瓦斯含量为7.3m³／t，大于6m³／t，故该区域属于突出危险区。

5

答案：C

解析：矿井采用全负压通风，上部1号煤层已开采完毕，则2号煤层回风量大于进风量。

6

答案：C

解析：A选项错误。当喷出量小或裂缝不大时可用罩子或铁风筒等设施将喷出的裂缝封
堵好，加盖水泥密封。

B选项错误。职工应配备隔绝式自救器。
D选项错误。抽放卸压钻孔的数量应根据初期卸压面积估算卸压瓦斯量来确定。

7

答案：B

解析：全风压排瓦斯要坚持先拆除回风巷密闭，后拆除进风巷密闭的原则。

8

答案：D

解析：A选项错误。采前预灌适用于开采特厚煤层，以及采空区多且极易自燃的煤层。
B选项错误。采后灌浆充填最易发生自燃火灾的终采线空间。
C选项错误。采后灌浆是指当煤层的自然发火期较长时，为避免采煤、灌浆工作互相干
扰，可在一个区域(工作面、采区、一翼)采完后，封闭上下出口进行灌浆。

9

答案：B

解析：为增加某一阻力较大的分区风量，可在阻力较大的分区减少风阻，而在需要减少

风量的分区安设风窗。

10

答案：B

解析：正常涌水量大于1000m³／h的矿井，主要水仓有效容量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V=2(Q+3000)
式中

V——主要水仓的有效容量，m³；
Q——矿井每小时的正常涌水量，m³。
其中V=10000m³，则Q=2000m³；因该矿井正常涌水量为1200m³／h，故采空区探放水最大
流量为2000－1200=800(m³／h)。

11

答案：B

解析：A选项错误。当采用封孔器封孔时，应按封孔器的要求确定注水钻孔直径，以便
使封孔器处于最大工作压力。

C选项错误。实践证明，长时间进行小流量的注水方式更有利于增强煤层湿润的效果。
D选项错误。煤层注水影响因素不包括注水钻孔长度。

12

答案：B

解析：工作面底板灰岩含水层突水预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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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面压力增大，底板鼓起，底鼓量有时可达500mm以上。
(2)工作面底板产生裂隙，并逐渐增大。
(3)沿裂隙或煤帮向外渗水，随着裂隙的增大，水量增加，当底板渗水量增大到一定程度
时，煤帮渗水可能停止，此时水色时清时浊，底板活动使水变浑浊，底板稳定使水色变

清。

(4)底板破裂，沿裂隙有高压水喷出，并伴有“嘶嘶”声或刺耳水声。
(5)底板发生“底爆”，伴有巨响，地下水大量涌出，水色呈乳白色或黄色。

答案：A

解析：常用的锚杆支护的作用机理包括悬吊作用、组合梁作用、组合拱作用、围岩强度

强化作用、最大水平应力理论、松动圈支护理论。

14

答案：B

解析：A选项错误。运送电雷管时，罐笼内只准放置1层爆炸物品箱，不得滑动。
C选项错误。在装有爆炸物品的罐笼或者吊桶内，除爆破工或者护送人员外，不得有其
他人员。

D选项错误。可以将装有炸药或者电雷管的车辆直接推入罐笼内运送，但车辆必须符合
《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四十条(二)的规定。

15

答案：D

解析：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第三百七十二条，处理拒爆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由于连线不良造成的拒爆，可重新连线起爆。
(2)在距拒爆炮眼0．3m以外另打与拒爆炮眼平行的新炮眼，重新装药起爆。
(3)严禁用镐刨或者从炮眼中取出原放置的起爆药卷，或者从起爆药卷中拉出电雷管。不
论有无残余炸药，严禁将炮眼残底继续加深；严禁使用打孔的方法往外掏药；严禁使用

压风吹拒爆、残爆炮眼。

(4)处理拒爆的炮眼爆炸后，爆破工必须详细检查炸落的煤、矸，收集未爆的电雷管。
(5)在拒爆处理完毕以前，严禁在该地点进行与处理拒爆无关的工作。

16

答案：C

解析：A选项错误。在设备线路上进行工作时，必须到上一级开关办理停送电手续，并
悬挂“有人工作，禁止送电”的警告牌，其他人员不得更改摘牌。
B选项错误。掘进供电必须执行“三专”“两闭锁”，即专用变压器、专用开关、专用线路
供电，风与电、瓦斯与电闭锁。

D选项错误。在降配电硐室更换、检修设备时，必须到上一级降配电硐室办理停送电手
续，并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警告牌。

17

答案：B

解析：B选项错误。巷道内安设带式输送机时，输送机距支护或碹墙的距离不得小于
0.5m。

18

答案：A

解析：B选项错误。在局部阻力物前布置测点，距离不得小于巷宽的3倍。
C选项错误。在局部阻力物后布置测点，距离不得小于巷宽的8～12倍。
D选项错误。测点应选择在风流较稳定的区域。

19

答案：D

解析：D选项错误。爆炸后，要迅速按规定佩戴好自救器，弄清方向，沿着避灾路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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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撤退到新鲜风流中，非回风巷道。

答案：A

解析：钻屑法是通过在煤层中打直径42～50mm的钻孔，根据排出的煤粉量及其变化规律
和有关动力效应鉴别冲击危险的一种方法，其基础理论是钻出煤粉量与煤体应力状态具

有定量的关系。当单位长度的排粉率增大或超过标定值时，表示应力集中程度增加和冲

击危险性提高。

21

答案：E

解析：在一定的采深条件下，比较强烈的冲击地压一般会出现在地层中具有高强度的岩

层中，特别是当顶板中有坚硬厚层砂岩的情况下。超前爆破处理煤层上方顶板中的中砂

岩可防止21303工作面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22

答案：B,C,D

解析：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在应力集中区内不得布置2个工作面同时进行采掘作业。2
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150m时，采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350m
时，2个采煤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小于500m时，必须停止其中1个工作面，确保2个回采工
作面之间、回采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2个掘进工作面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以避
免应力叠加导致冲击地压的发生。

23

答案：A,C,D

解析：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面顶板有厚度较大的坚硬岩层；煤层埋藏

深，自重应力较大；工作面两巷留设了底煤。工作面底板为泥岩、顶板有淋水且未处理

与本次冲击地压事故无关。

24

答案：B,C,E

解析：根据《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规定，进入严重(强)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人员必
须采取穿戴防冲服等特殊的个体防护措施；有冲击地压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必须设置压风

自救系统；评价为强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不得存放备用材料和设备；巷道内杂物应当清

理干净，保持行走路线畅通。

25

1．该矿水灾专项应急预案缺少应急指挥机构的职责和处置措施2项内容。
 2．该矿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有：
(1)水文地质类型复杂但未配备防治水副总工程师。
(2)2月生产原煤超过核定生产能力。
(3)8402综采工作面超限员作业，生产班安排了51名职工作业。
(4)8402综采工作面有1台电气开关失爆。
(5)8号煤层4采区东翼有2个煤巷掘进面和1个半煤岩巷掘进面在同时掘进。
 3．《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规定，重点对井工煤
矿瓦斯、水、火、煤尘、顶板、冲击地压及提升运输系统，露天煤矿边坡、爆破、机电

运输等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危险因素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该矿8402综采工作面
的重大安全风险有：火灾、水灾、瓦斯爆炸和冲击地压。

26

1．该矿井瓦斯等级为高瓦斯矿井。高瓦斯矿井等级的判定标准为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即
为高瓦斯矿井：

(1)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10m³／t。
(2)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40m³／m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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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井任一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3m³／min。
(4)矿井任一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5m³／min。
 2．副斜井最高允许风速8m／s，采区回风石门最高允许风速6m／s，总回风巷最高允
许风速8m／s，回风立井最高允许风速15m／s。风速超限的井巷为采区回风石门。
 3．该矿井构筑的通风设施有：永久性挡风墙、木板隔墙、调节风门、防爆盖、风
硐。

 4．
(1)综采工作面的配风量：
按瓦斯涌出量为100×18.5×1.2=2220(m³／min)=37(m³／s)。
按人数计算为4×25=100(m³／min)≈1.7(m³／s)。
取两者最大值为37m³／s。
(2)按风速(综采工作面最低风速0.25m／s，最高风速4.0m／s)进行验算：
最小风速为60×0.25×6.2×2.4×70％≈156(m³／min)≈2.6(m³／s)。
最大风速为60×4.0×5.6×2.4×70％≈2258(m³／min)≈37.6(m³／s)。
 2.6m³／s<37m³／s<37.6m³／s，符合风速要求。

1．煤矿防治水工作应坚持的“十六字”原则：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
采。

 2．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探放水钻孔布置应考虑的参数有：超前距、帮距、钻孔密
度、允许掘进距离。

 3．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防治老空积水应监测的内容有：水量、水压、水温、水质、
有害气体、煤柱、排水设施状况等。

 4．煤柱宽度1=0.5KM(3P／Kp)1/2=0.5×5×7×(3×0.4／0.3)1/2=35(m)煤柱宽度应不小于

35m，因此13201工作面回风顺槽与邻近矿井采空区之间21～25m的煤柱不安全。
 5．防治13201工作面透水事故应采取的措施：
(1)健全防治水机构和防治水制度。
(2)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专门探放水作业队伍、专项探放水设备。
(3)采用勘探放水技术，建立可靠的排水系统。
(4)留设安全的防隔水煤柱。
(5)加强巷道支护。
(6)监测有毒有害气体，发现情况及时撤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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