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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煤地下矿山生产现场管理》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现场管理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方法，
主要包括现场管理的基本概念、标准化管理、目视管理等内容；第二部分讲述地下矿山安全管理的基
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地下矿山防火、矿山事故处置与应急救援以及地下矿山常见的安全事故
案例等内容；第三部分讲述地下矿山生产技术管理，主要包括采矿方法简介及分类、矿山井下爆破知
识以及矿山环保基础知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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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2.4 实现矿山安全的技术体系 实现矿山安全的技术体系包括本质安全设计、安全
防护以及安全操作程序和规程3个工程技术方面。 A 本质安全设计 本质安全设计作为危险源控制的基
本方法，通过选择安全的生产工艺、机械没备、装置、材料等，在源头上消除或限制危险源，而不是
依赖“附加的”安全防护措施或管理措施去控制它们。 进行本质安全设计首先要通过系统安全分析辨
识系统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源，然后针对辨识出来的危险源选择消除、限制危险源效果最好的技术方案
，并在工程设计中体现出来。 例如，针对危险岩体，为了防止地压危害，进行采矿设计时尽量采用充
填式采矿法或崩落式采矿法，不采用空场式采矿法；选择适当的矿房、矿柱尺寸等，消除或减少矿岩
暴露面积；为了防止冒顶片帮时人员受到伤害，采用深孔或中深孔落矿方式，人员不进入采矿场，在
暴露面积较小的凿岩巷道或硐室里进行凿岩作业等。 B 安全防护 经过本质安全设计之后，有些危险源
被消除了，有些危险源被限制而危险性降低了，但是仍然有危险源，仍然需要采取措施对“残余危险
”采取防护措施，即安全防护。各种隔离措施是典型的安全防护。根据发挥防护功能的情况，把安全
防护分为被动安全防护和主动安全防护两类。 被动安全防护主要是一些没有传感元件和动作部件而被
动地限制、减缓能量或危险物质意外释放的物理屏蔽，如机械的防护栅、防护罩，溜矿井井口的格筛
、围栏等。主动安全防护是一些检测异常状态并使系统处于安全状态的安全监控系统，如报警、连锁
、减缓装置，或使系统处于低能量状态的紧急停车系统等。 C安全操作程序和规程 采取了安全防护之
后危险源的危险性进一步降低，仍然有“残余危险”，需要人们按照安全操作程序和规程谨慎地操作
。 根据系统安全的原则，实现矿山安全的努力应该贯穿于从立项、可行性研究、设计、建设、运行、
维护、直到报废为止的整个系统寿命期间。特别是在早期的设计、建设阶段消除、控制危险源，使残
余危险性尽可能小，对实现矿山安全尤其重要，如图2—2所示。 设计者肩负着重大安全责任，应该把
本质安全的理念体现在他们的设计中，应用系统安全工程的原则和方法，系统地辨识所设计项目中的
危险源，预见其危险性；通过本质安全设计和采用恰当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控制危险源，把危险性
降低到尽可能小，至少要低到可接受危险的水平，并把残余危险的情况告知生产经营单位。 生产经营
单位根据从设计单位、建设单位那里得到的残余危险的信息，制订安全操作规程、程序和作业标准，
教育训练操作者，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提高操作者的安全素质。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不仅仅是对人
的管理，也包括对物的管理——本质安全管理。根据生产过程中发现的实际问题采取“追加的”安全
防护措施，加强对工艺过程、机械设备和装置等的检查和维护，保持本质安全的生产作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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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煤地下矿山生产现场管理》作为非煤地下矿山负责人或生产矿长、班组长等生产现场管理人员的
培训和自学教材使用，也可供采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和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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