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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预防体系“耿村模式”在安全生产管理中的作用

李宜洛

义煤公司耿村煤矿 河南省 三门峡市

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是遏制重特大事故、推动安全生产超前预

防、关口前移的重大举措。本文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整个过程和每一步流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双重预防在我矿实

施、运行对安全生产管理取得的成效做了简要介绍，为企业更快、更好地建设双重预防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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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2016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对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行业

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

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人民日报1月7日刊发

文章《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李克强总理作

出批示。要求“加快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风险预防

控制体系和社会共治体系。”[1]

2019年4月3日，河南省召开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联席

会议，河南省政府安委会在会议上下发了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指导性文件：《河南省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也下

发了关于印发《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可以看出

从国家、省市及河南能源集团都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的建设工作，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

件或具体的实施方案。

耿村煤矿位于河南省渑池县果园乡境内，井田范

围内东西走向长4.5km；南北倾斜宽2.6km，井田面积

12.1455km²。始建于1975年，1982年投产，设计生产能力

120万吨/年。经多次系统升级和环节改造，核定生产能力

为360万吨/年。矿井开采侏罗纪中统义马组煤层，矿井采

用斜立井单水平上下山开拓，采用走向长壁采煤法，综

采放顶煤工艺，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通风方式为分区

式，主斜井、副一斜井、副二斜井、东进风井进风，12

采区回风井、13采区回风井回风。

耿村煤矿属高瓦斯矿井，2018年测定绝对瓦斯涌出

量为 ，相对瓦斯涌出量为 ；自然发

火矿井，煤层属容易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冲击

地压矿井，13区深部煤样冲击倾向性为“强冲击”，12

区深部煤样冲击倾向性为“弱冲击”。矿井水文地质类

型为中等，正常涌水量93m³/h，最大涌水量130.1m³/h。

耿村煤矿历史上曾发生过冲击地压事故，瓦斯爆炸事故

等。其中，冲击地压是近年来随着矿井开采深度的增加

而伴随的一种强动力显现，因其发生的机理和条件没有

统一的定论，治理难度大，是直接威胁矿井安全生产的

第一大灾害因素。可以看出，耿村煤矿双重预防的关键

就是冲击地压、瓦斯、自然发火、顶板管理，做好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关键任务。

2 安全风险评估、管控

流程：风险点排查→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管

控→跟踪分析

风险点排查

排查范围：井上下全覆盖

排查方式：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防冲、

地测防治水、地面、洗煤厂等系统从作业场所、作业工

序、岗位风险、设备设施四个方面针对责任范围内的风

险点进行全面排查，汇总到安检科形成风险点清单。

排查要求：风险点不能有明显的遗漏。

风险辨识

安全风险辨识的方法：安全风险的辨识即对矿井风

险点内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通常采用安全检查

法和经验判断法，结合矿井实际情况采取“经验判断

法”，重点对辨识范围内瓦斯、水、火、煤尘、顶板、

冲击地压及提升运输系统等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

危险因素开展安全风险辨识。针对287个风险点，各工

种、岗位全员参与，利用近20天时间对每个风险点按照

“人”“机”“环”“管”四个方面进行辨识，共辨识

风险7110项[1]。

风险评估

在“1+8+8”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体系的基础上，针

对我矿重大灾害治理一号工程--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增

加了过冲击地压重点关注区域前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和冲击地压防治系统现状安全风险评估，形成了我矿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112

“1+9+9”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模式。

采用LEC评价法（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针对年

度辨识出的7110条风险，各系统分别抽调5名专业评估人

员，利用5天时间进行风险取值评估。共评估出重大风险9

项、较大风险417项、一般风险2398项、低风险4294项；按

风险类型划分：人的因素3373项、机的因素1823项、环境

因素712项、管理因素1353项；按可能造成的事故划分：

冲击地压事故980项、瓦斯事故294项、机电运输事故3222

项、顶板事故591项、其它各类事故共2023项。

由各系统分管负责人组织，每月针对专项和现状存

在的九个方面及时开展辨识评估，同时采取“零报告”

制度。

3 风险管控

矿丼级，负责红色（重大风险）的管控。

专业级，负责橙色（较大风险）的管控。由专业

分管负责人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区队进行整改，安检部

门负责跟踪监督。

区队级，负责黄色（一般风险）的管控。由基层

区队主要负责人组织班组、岗位进行整改。

班组（岗位）级，负责蓝色（低风险）的管控。

其他可以立即管控整改的问题，由班组长组织进行整改。

跟踪分析

采用“1+3+1”安全风险跟踪分析模式。一是矿长每

月组织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分析，印证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并形成月度检

查分析报告。二是各系统分管负责人每旬组织对分管范

围内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分析，弥

补系统管理上的短板，并形成旬度检查分析报告。三是

各层级人员每天对分管范围内的风险进行检查分析，落

实风险管控效果。

4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流程：明确排查模式→制定排查清单→开展排查→

登记上报→分级治理→验收销号

明确排查模式

结合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我矿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模式在“1+3+1”的基础上增加了科队管理人员每天进

行隐患排查治理，形成了我矿“1+3+1+1”事故隐患排查

模式。

第一个“1”指矿井每月上旬由矿长组织开展一次覆

盖生产各系统和各岗位的事故隐患排查；“3”指每旬末

由矿分管负责人组织对分管领域开展一次全面事故隐患

排查；第二个“1”指科队管理人员每天对作业区域开展

事故隐患排查；第三个“1”指区队班组由班组长负责每

班组织进行一次事故隐患排查。[2]

制定排查清单

风险一旦失控就变成了隐患，几个隐患的耦合叠加

就可能酿成事故。依据风险与隐患之间的转换关系，各

类风险的现场管控措施管控不到位形成隐患，针对矿井

辨识评估出的各类管控措施制定出隐患排查清单。

开展排查

排查流程：召开预备会→制定排查方案→进行排查

→召开会议→分析报告

登记上报

排查人通过手持机现场将排查到的隐患录入双重预

防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内容包括隐患名称、地点、排查

时间、排查人员、隐患等级、隐患类别、治理责任单

位、督办单位、责任人、整改期限等要素，录入完成后

隐患治理责任单位通过信息平台均能第一时间收到整改

通知。

分级治理

重大事故隐患，涉及需要义煤公司层面（A级）解决

的，由公司总经理组织制定治理方案，安监局和安全生

产业务部室负责挂牌督办，并组织验收。矿能够自行解

决的（B级），由矿长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治理方案，并

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及时将重大事故

治理结果上报至有关部门，并形成重大事故隐患档案[2]。

C级一般隐患由科（队）组织人员进行治理，D级一般隐

患由当班班组组织人员现场立即进行治理。

验收销号

D级一般隐患由跟班队长或班组长进行验收，C级一

般隐患由该隐患类别的管理系统科室负责验收，重大隐

患治理完毕后上报至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安监局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验收，对验收合格后的隐患予以销号，所

有事故隐患治理都必须做到“闭环”管理。[3]

5 警示告知

井口公示（1+2+3）

“1”指在井口电子大屏公示矿井存在的重大风险。

“2”指在井口显著位置公示重大事故隐患和矿井隐患分

布及治理情况。“3”指三张图纸：绘制了井上全风险分

布四色图（在机关大院公示）、井下安全风险分布四色

图和矿井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在井口公示）。其中，

重大风险要公示风险点、风险描述、主要管控措施、管

控责任人、作业人员上限等内容。重大事故隐患要公示

项目名称、治理时限和治理责任人等主要内容。

现场警示（2+1+1）

“2”指两张卡：制作了岗位风险告知卡和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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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并分别悬挂在岗位所在区域进行风险警示、提示。

第一个“1”指一个公告栏：制作了重大安全风险公告

栏，并悬挂在重大风险管控区域进行风险告知。第二个

“1”指在有重大风险的作业场所和有关设备、设施上设

置明显的、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安全警示标识。

6 取得的成效

提高了矿井风险防控能力

建立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全覆盖的风险防控体系，形成完整责任链，筑起风

险防控的“防火墙”。对辨识出的风险，有重点、有侧

重的进行重点管控，重大、较大风险制定出实用、有效

的应对策略和管控措施，确保对风险实施有效应对、有

效管控。

利用信息化平台，提升了隐患排查治理效能

一是可以实时查看、掌握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二是

方便对隐患的落实、监管。今年以来，信息化平台上传

隐患5725多条，同比下降43%，整改5725条，整改率同比

提高6%[3]。

结束语：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是实现矿井安全生产的

长效机制，其根本在于把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新版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相互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趋于实

用，下一步，我矿将对照新标准，全面完善提升双重预防

体系运用，真正助推矿井安全生产，实现耿村煤矿安全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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