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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配备独立的内外环境参数检测或监测仪器，在突发紧急情况下人员避险时，
能够对避险设施过渡室（舱）内的氧气、一氧化碳，生存室（舱）内的氧气、甲烷、二氧化碳、一氧
化碳、温度、湿度和避险设施外的氧气、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进行检测或监测。 （3）按额定
避险人数配备食品、饮用水、自救器、人体排泄物收集处理装置及急救箱、照明设施、工具箱、灭火
器等辅助设施。配备的食品发热量不少于5000千焦／（天·人），饮用水不少于1.5升／（天·人）。
配备的自救器应为隔绝式，有效防护时间应不低于45分钟。 9.各紧急避险设施的总容量应满足突发紧
急情况下所服务区域全部人员紧急避险的需要，包括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及可能出现的其他临时人员
，并应有一定的备用系数。永久避难硐室的备用系数不低于1.2，临时避难硐室和可移动式救生舱的备
用系数不低于1.1。 10.所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都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险设施。 其他矿井在突发紧急情况
时，凡井下人员在自救器额定防护时间内靠步行不能安全撤至地面的，应建设井下紧急避险设施。 11.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应建设采区避难硐室。突出煤层的掘进巷道长度及采煤工作面推进长度超过500米时
，应在距离工作面500米范围内建设临时避难硐室或设置可移动式救生舱。 其他矿井应在距离采掘工
作面1000米范围内建设避难硐室或设置可移动式救生舱。 12.紧急避险系统应有整体设计。设计方案应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经过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报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备案。 新建、改扩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中应包含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的设计，并
符合本规定有关要求。 13.紧急避险设施应与矿井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压风自救、供水施救、通
信联络等系统相连接，形成井下整体性的安全避险系统。 矿井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应对紧急避险设施外
和避难硐室内的甲烷、一氧化碳等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矿井人员定位系统应能实时监测井下人员
分布和进出紧急避险设施的情况。 矿井压风自救系统应能为紧急避险设施供给足量氧气，接入的矿井
压风管路应设减压、消音、过滤装置和控制阀，压风出口压力在0.1～0.3兆帕之间，供风量不低于0.3
米3／（分钟·人），连续噪声不大于70分贝。 矿井供水施救系统应能在紧急情况下为避险人员供水
，并为在紧急情况下输送液态营养物质创造条件。接人的矿井供水管路应有专用接口和供水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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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化安全责任 提升保障能力:国务院23号文学习读本》可供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和技术人员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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