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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工人心理健康提升对煤矿安全生产的影响探析

赖成瑜
四川川煤集团华荣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金刚煤矿�四川�达州�635018

摘�要：在当今社会，煤矿安全生产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煤矿事故频发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煤

矿安全生产更加关注和重视。而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提升，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的影响也受到高度重视。基于此，本文

首先阐述了煤矿工人心理健康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分析了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现状，其后深入探析了煤矿工人心

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提升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可行性建议，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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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煤矿工人作为高危行业的特殊群体，其心理

健康问题不仅影响煤矿工人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对煤矿

安全生产产生负面影响。煤矿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使得工

人面临着诸多心理压力，如高危工作环境等。这些因素

对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工人

在工作中出现疏忽、焦虑、抑郁等问题，从而增加了煤

矿事故的风险。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提升可以提高煤矿

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从而减少煤矿事故的发生

几率。因此，研究煤矿工人心理健康提升对煤矿安全的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心理健康的煤矿工人在应对

工作环境中的压力和挑战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

态，从而更好地遵守安全生产规程，降低事故发生的风

险。且心理健康的煤矿工人往往具备较高的安全意识，

能够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地识别安全隐患，从而采取有效

的预防措施，确保生产安全。

在工作效率方面，心理健康的煤矿工人能够更好地

适应工作环境，保持高度的专注力和高效的工作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在顺利地完成任务，提高生产效

率的同时，还能与团队成员沟通和协作，能够有效地解

决问题，提高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

在团队协作和凝聚力方面，心理健康的煤矿工人能

够更好地适应团队氛围，与团队成员建立良好的互动关

系，形成高效的团队协作。在这种情况下，团队成员之

间的沟通和协作更加顺畅，能够更好地解决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提高安全生产水平[1]。

2��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由于工作环境的危险性以及工作任务的繁重，煤矿

工人容易产生大量的消极心理。同时，由于长期的压抑

和疲劳，他们还可能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现象。

这些心理状况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还可能对其自身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就目

前来看，许多煤矿工人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这导致他

们在面临心理压力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宣泄和缓解途径。

家庭、朋友和同事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可能导

致他们的心理压力进一步加剧。

然而，在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下，煤矿工人的

心理健康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这导致他们在遇到问

题时，无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确保煤矿

工人的心理健康需求得到满足[2]。

3��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3.1  高危的工作环境
煤矿工人在高危工作环境中面临着多种潜在的安全

威胁。这些威胁可能来源于矿井本身的地质条件，如瓦

斯泄漏、顶板塌陷等，也可能来源于设备故障或人为操

作失误。这种高度危险的工作环境可能导致煤矿工人时刻

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正是由

于煤矿工人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威胁，他们会变得敏感、警

惕，并且更容易惶恐。这种情绪波动长期积累，可能导

致煤矿工人出现心理障碍，如焦虑症、抑郁症等。

此外，高危工作环境还可能导致煤矿工人的社会支

持缺失。由于担心同事的安全，煤矿工人可能避免在井

下与同事进行过多的交流，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疏远和社

交活动减少。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煤矿工人可能感到

孤独、无助，进一步加剧他们的心理压力[3]。

3.2  强大的工作压力
煤矿工人面临着巨大的生产任务和安全责任，这使得

他们的精神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更

容易产生心理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面对复杂

的工作环境和巨大的压力，工人们可能无法迅速、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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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

进一步加剧工人的心理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工人们可能变得容易激动、情

绪不稳定，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些行为可能会对团队协

作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安全生产。而且长期处于高

压状态下，工人们容易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免疫力下

降等症状。这可能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恶化，进一步影响

他们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4]。

3.3  与家人聚少离多
煤矿工人由于工作性质特殊，经常需要在井下进行

高强度、长时间、高风险的工作，这使得他们经常与家

人聚少离多。这对于煤矿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进而对煤矿安全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缺

乏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他们可能需要独自面对工作压力

和生活难题，这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导致心理压

力增大。同时，由于不能及时与家人分享生活点滴和情

感交流，也可能导致情绪积压，进一步影响心理健康。

这些心理压力可能导致煤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注意

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问题，从而增加安全生产事故的

发生风险。

与家人聚少离多还可能导致煤矿工人的家庭关系紧

张，进而影响安全生产。由于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缺乏

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紧

张，进而影响家庭氛围。这可能会使煤矿工人在面临工

作压力时，不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和理解，从而加重他们

的心理压力，影响心理健康。这些因素可能使煤矿工人

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急躁、情绪不稳定等现象，从而增加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风险[5]。

4��提升煤矿工人心理健康的建议

4.1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煤矿工人长期处于高压、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中，面

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因此，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工作中的心理问题，提

高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6]。

为了更好地提升工人的心理健康，应该加强对煤矿

工人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让他们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以及常见的心理问题。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等

形式，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学家进行讲解，向工

人传授一些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和技巧。此外，还可以

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如手机APP、微信公众号
等，将心理健康知识传播给更多的煤矿工人。

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实践操

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是不够的，煤矿工人更需要通

过实际操作来掌握一些实用的心理调节方法。可以组织

一些实践活动，如心理辅导、心理疏导等，让工人亲身

参与其中，通过实践来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同

时，还可以建立一些心理咨询热线或在线平台，为工人

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少不了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

持。煤矿工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

是社会的问题。政府、企业等各方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心

理健康教育中来，共同为煤矿工人提供更好的心理健康

服务。政府可以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提供更多

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管理

制度，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这样，才可

以帮助煤矿工人更好地认识和应对工作中的心理问题，

提高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4.2  优化工作环境（这段作了适当调整）
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

响。在煤矿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可能导致他们的心理压

力增加，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来

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

其一，进一步改善煤矿的安全设施。煤矿是一个高

风险的工作环境，工人们随时可能面临各种安全事故。

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高煤矿的安全设备和设

施，比如安装更先进的安全监测系统，加强对有毒有害

气体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其在安全范围内；提供更好的

防护设备，减少工人与有毒有害气体的直接接触；引入

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如采用无尘化、低尘化等），降

低煤矿工作场所的粉尘浓度，减少有害气体的产生，保

护其身体健康；定期进行安全培训，提高职工安全防范

意识等。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少矿工们在工作中面临的

风险，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安全感，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

压力。

其二，进一步改善煤矿的工作条件。煤矿的工作环

境通常比较恶劣，工人们需要在狭窄、潮湿的环境中较

长时间工作，这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很

大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煤矿的工作环境，例

如，普及机械化施工，创造较为宽敞的工作环境；提供

更好的通风设施，保持矿井的清洁和干燥。这些措施不

仅可以改善工人们的工作条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

效率，从而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

最后，需要提供更好的心理支持服务。煤矿工人在

工作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压力和挑战，他们需要得到及时

的心理支持和帮助。因此，需要提供更好的心理支持服

务，例如，设立心理咨询热线，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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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及定期进行心理健康培训等，不仅可以帮助工人

们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心理健

康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4.3  加强安全管理
在煤矿工作中，存在着瓦斯爆炸、有害气体、放射

性物质等高危情况，这些潜在的风险对工人的心理状态

造成了巨大压力和负担。因此，煤矿企业必须重视安

全管理，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工人的安全意

识，确保作业环境的安全。

对于工程中使用到的矿井设施设备，也应该定期检

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安全可靠，一定要及时发

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制定严格的工作规程和操作规范，

明确各工种的职责和工作流程，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事

故风险。

对于煤矿工人的权益，也要进行有效的保护。比如

进一步完善工资福利制度，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

障；加强对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和防护措施的落实，降

低职业病的发生风险；加强对工人家属的关爱和支持，

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保障，减轻工人的后顾之忧。

4.4  优化工作时间安排
在传统的煤矿行业中，工人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劳

动，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工

作不仅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压力，还会对心理产生负面

影响。因此，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对于煤矿工人的心理健

康至关重要。

针对煤矿工人的工作特点，企业应保证工人有足够

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期疲劳作业。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

作息时间表，确保工人每天至少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同
时在每个月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让工人能够在紧张的

工作之余得到有效的放松。

企业还可以采用轮班制度，将工人分为多个班组，

每个班组轮流进行工作和休息。这样可以避免某个班组

长时间连续工作，保证了他们的休息时间。轮班制可以

将工作时间划分为连续的时间段，避免工人长时间处于

工作状态，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同时，轮班制

能够使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团聚，缓解因聚少离多

引发的心理压力。

4.5  优化企业人文关怀
矿工们长期在地下工作，面临着较高的压力和风

险，因此提供一个舒适、安全、干净的生活环境对他们

来说至关重要。企业可以投入资金进行生活区的改造和

升级，确保宿舍设施的完备性和舒适度。此外，企业还

可以设立专门的休息区域，提供休闲娱乐设施，如职工

文化室、健身房、减压室等，让职工在工作之余能够放

松身心，减轻工作压力。

煤矿工人在工作中需要面对单调乏味的环境，为了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企业可以开展各种文体文化活

动。例如，定期举办员工生日会和庆祝活动，为职工们

创造一个温馨的氛围；组织集体观看电影、文艺演出等

活动，让职工们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

煤矿工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往往难以经常与家人团

聚，这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困扰和孤独感。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创造一些条件，

鼓励员工将家属带到矿区参观、度假，提供家属探亲、

家庭团聚的机会，对于有来矿区居住愿望或自身家庭条

件允许的，可以提供一定的居住条件来帮助员工解决家

属的生活问题。

结束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对于煤矿工人的生产安全和生

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高危的工作环境、强

大的工作压力和与家人聚少离多的问题，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优化工作环境、加强安全管理和优化工作时间安

排、优化企业人文关怀等措施，对提升煤矿工人心理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施这些建议，煤矿工人的心理

健康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有助于降低工作压力，提高

安全意识和工作效率，增进团队协作，从而促进煤矿安

全生产水平的提高，推动煤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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