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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双阳煤矿
“11•2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 37 分许，黑龙江龙煤集团双鸭山

矿业公司双阳煤矿（以下简称双阳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

事故，造成 11 人死亡、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951.3 万元。

2023 年 11 月 29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黑龙江局、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煤管局、省总工

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双阳煤矿“11·2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

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聘请 5 名煤矿安全生产专家参

与事故直接原因分析认定工作，并邀请省纪委监委派员介入调

查。国务院安委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

检测鉴定、查阅有关资料和记录、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

时间、地点、经过、类别、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和教训，

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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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认定，双阳煤矿“11·2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是一起

因煤矿严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管理混乱、上级公司安全监管

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龙煤集团

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省属国有重点煤

矿企业，前身为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009 年 4 月黑龙江省龙煤矿业集团整体变更为黑龙江龙煤矿业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煤集团）。

（二）双鸭山矿业公司

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龙煤集团，原

名双鸭山矿务局，成立于 1947 年。2001 年改制为双鸭山矿业集

团，2004 年参与组建龙煤集团。2014 年更名为黑龙江龙煤双鸭

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鸭山矿业公司）。公司现有 7

个生产煤矿，分别为双阳煤矿、新安煤矿、东保卫煤矿、集贤

煤矿、东荣一矿、东荣二矿、东荣三矿，核定生产能力 1285 万

吨/年。

（三）双阳煤矿

1.基本情况

（1）历史沿革。双阳煤矿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境内，行政

区隶属于双鸭山市宝山区管辖。1977 年 1 月，建设双阳一井，

设计生产能力 30 万吨/年，1980 年末投产。1978 年 9 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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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二井，设计生产能力 60 万吨/年，1984 年扩建后设计生产

能力 120 万吨/年，1985 年末投产。1998 年双阳一井、二井进行

联合改造组建双阳煤矿，设计生产能力 150 万吨/年，2007 年核

定生产能力 200 万吨/年。为高瓦斯矿井，水文地质为复杂型，

主要开采煤层为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煤层及顶底板岩层

均无冲击倾向性。证照齐全有效。

（2）开采煤层及储量情况。井田走向长 8 千米，倾斜长 3.7

千米，面积 25.8360 平方千米。共有 15 个可采和局部可采煤层，

现有 4 个主采煤层，分别为 1
#
、4

#
、10

#
、12

#
煤层；开采深度+30

米至-600 米。截至 2022 年末，剩余可采储量 9341 万吨。

（3）开拓布局及生产系统现状。矿井布置 6 条井筒，采用

集中皮带斜井多水平集中大巷分区石门布置。共划分两个水平，

一水平标高-150 米，无采掘活动；二水平标高-450 米，有 5 个

采区，3 个生产采区（西一采区、西二采区、西五采区）、1 个

准备采区（西四采区）、1 个开拓采区（西六采区）。全矿共有

2 个综采工作面、12 个掘进工作面、1 个准备面和 1 个安装面。

矿井采用两翼对角式通风，抽出式通风方法，矿井总入风

量 13524 立方米/分，总回风量 13992 立方米/分。双回路供电，

地面设变电所 1 座、井下变电所 7 个。主井采用两段钢带机提

升，副井采用两段斜井串车提升。建有两段排水和强排水系统。

建立地面永久瓦斯抽放、安全监测监控、通讯联络、人员位置

监测、压风自救、供水施救和紧急避险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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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采区及工作面情况

（1）事故采区。事故采区为二水平西五采区，该采区共有

5 个采掘工作面，分别为 10
#
层左二片安装面（以下简称左二安

装面）、10
#
层右二片准备面（以下简称右二准备面）、4

#
层右

六片综采面、10
#
层左二片泄水巷和 10

#
层右二片下料通路掘进工

作面。

事故区域为二水平西五采区 10
#
层。该区域共有 6 个作业队

组，分别是左二安装面 4 个作业队组（即准备队、抽放队、巷

修队和 6708 队）、10
#
层左二片泄水巷 612 队、10

#
层右二片下

料通路 006 队。

（2）事故工作面。事故工作面为左二安装面。该面于 2023

年 1 月形成，由 10
#
层左二片皮带道（以下简称左二皮带道）、

切眼和 10
#
层左二片下料道（以下简称左二下料道）组成；2023

年 7 月，10
#
层左一片皮带道（以下简称左一皮带道）与左二下

料道有联络巷贯通。工作面煤层厚度 1.7～2.3 米，平均 2.0 米；

倾角 12～18 度，平均 15 度；可采煤量 38 万吨。

事故发生前，安装面通风方式为“两入一回”，即左一皮

带道和左二皮带道入风、左二下料道回风（见图 1）。左二下料

道（回风）与西五采区轨道下山（入风）之间安设 1 道单向风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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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平西五采区10#层泄水巷

二水平西五采区10#层左二片皮带道

二水平西五采区10#层左二片下料道

二水平西五采区10#层左一片皮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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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0#左二片准备面通风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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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瓦斯治理。该安装面煤层原始瓦斯含量为 3.66 立方米

/吨，原始瓦斯压力为 0.1 兆帕。经现场实测工作面瓦斯浓度为

0.07%，瓦斯涌出量为0.45立方米/分，钻孔内瓦斯浓度为0.03～

58.2%。设计采取本层预抽钻孔瓦斯治理措施
[1]
，设计钻孔深度

190 米、孔距 6 米、抽放半径 3 米，采取“两堵一注”工艺封孔。

2023 年 10 月 7 日开始施工，截至 11 月 27 日共施工抽放钻孔 30

个。经现场勘查，1-15 号钻孔间距为 6 米，16-30 号钻孔间距为

12 米；左二皮带道内未按设计铺设抽放管路，钻孔均未按设计

要求进行封孔，钻孔内瓦斯处于自然排放状态。

（4）安装作业。2023 年 11 月 3 日，6708 队二组进入左二

下料道，开始铺轨及运安绞车作业。11 月 7 日，准备队进入左

二皮带道，开始安装皮带。安装面内准备队、抽放队、巷修队和

6708 队等 4 个作业队组同时作业。

（5）监测监控。2023 年 11 月 8 日，在左二下料道内安设

回风甲烷传感器 T2 和回风一氧化碳传感器；11 月 14 日，在左

二下料道内安设工作面甲烷传感器 T1。事故发生前，T1、T2 和

一氧化碳传感器均未与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联网，不能实现监控数

据或状态上传。事故后，经监测监控厂家检测认定：二水平西五

采区西翼回风一氧化碳传感器显示负漂 0.99PPm，该传感器负漂

为长时间未标校导致。

[1]《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加强 2023 年“一通三防”管理体系建设的通知》龙

煤双矿发〔2023〕1 号：回采前必须进行瓦斯抽采达标评判，编制采煤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

报告经矿总工程师审批，且煤层残余瓦斯含量必须在 1.5m3/t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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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及供电。西五采区变电所 2 号和 27 号高压防爆

开关配出 2 回供电线路，经西五采区 10
#
层配电点向各工作面供

电。其中，配电点 2 号变压器单趟电缆向左二下料道和左一皮

带道供电；8#馈电开关配出单趟电缆向左二皮带道内的 6 台水

泵、2 台绞车和 1 台钻机供电。

（7）应急广播。工作面应急广播设备未与通讯光纤连接，

无法实现应急通讯功能。

（8）工作面排水。经勘查，左二皮带道内共设 3 处排水点。

第 1 处排水点距皮带头 250 米，积水长度 6 米，水深 0.3 米，安

设 1 台水泵。第 2 处排水点距皮带头 490 米，积水长度 10 米，

水深 0.5 米，安设 2 台水泵。第 3 处排水点距皮带头 785 米，积

水长度 15 米，水深 1 米，安设 3 台水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1 月 28 日 6 时许，事故区域的准备队、抽放队、

巷修队、6708 队、612 队、006 队分别召开班前会，安排当班工

作任务。各队组共 47 人于 7 时许开始入井，8 时 30 分左右进入

二水平西五采区 10
#
区域内各工作地点开始作业。事故当班带班

矿领导为采煤副总工程师尹忠雨。

左二皮带道内共有巷修队、准备队、抽放队作业人员 15 人，

其中张品志、马绍林、于志军 3 人在皮带头处清装杂物，张忠

玉、刘政明 2 人做皮带接头，包伟、卜令友、孙荣军、刘万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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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爬移钻车，魏怀林、王大力、赵敦友、尹兴山 4 人安装皮带

自移尾，师祥德、朱德根 2 人在第 3 处排水点抽水、清货。大

约 11 时许，师祥德和朱德根抽完水后向外走，师祥德去帮助张

忠玉和刘政明做皮带接头，朱德根去皮带头附近干零活。在皮

带头处的张品志突然被一股风冲击晕倒。左二下料道内切眼附

近拉车作业的 6708 队队长徐立军听到一声闷响，同时感受一股

冲击波，巷道内灰尘瞬间增大，爬行至切眼电话处于 12 时 38

分向调度室汇报发生事故，张品志清醒后于 12 时 46 分电话向

矿调度室报告事故。

（二）应急处置情况

2023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 38 分，双阳煤矿安全生产指挥中

心调度员接到井下事故报告后，立即通知西五采区 10
#
层区域人

员撤离，并向矿长牛彦林和通风副矿长赵崇敬报告。12 时 53

分，成立临时救援指挥部，牛彦林安排总工程师张成、矿压副

总工程师王海波及相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13 时 30 分，双阳煤

矿总会计师李红军通知双阳煤矿医院医疗人员赶赴煤矿。14 时

20 分，安装队副队长张品志从井下事故现场电话报告，确认左

二安装面内有 11 人失联。14 时 24 分，牛彦林用手机向双鸭山

矿业公司安全副总经理刘金祥报告双阳煤矿井下发生事故，并

安排矿调度员刘崇祥向双鸭山矿业公司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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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时 27 分，双鸭山矿业公司调度员王海涛接到事故报告

后，立即通知公司救护大队赶赴双阳煤矿。15 时 11 分，双鸭山

矿业公司先后向双鸭山市政府、市煤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监察执法二处和龙煤集团报告事

故。

15 时 48 分，龙煤集团先后向省委、省政府、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省煤管局、省国资委报告事故：

双阳煤矿西五采区 10
#
层左二安装面发生一起事故，统计 11 人

失联。

（三）抢险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左二皮带头附近的准备队张品志、马绍林、

于志军，612 队徐春生和 Z01 采煤队去 612 队借工具的张延亮、

佟占一等 6 人受伤，先后撤离升井并送往医院检查、治疗；在

左二皮带道岔口处干零活的抽放队朱德根脱险。

14 时 10 分，在井下带班的采煤副总工程师尹忠雨赶到事故

现场，安排通风人员扩大左二下料道回风调节风窗。14 时 30

分，张成和王海波等人到达事故现场后，组织人员恢复通风。

15 时 00 分，尹忠雨带领王海波、张品志等人进入左二皮带

道进行探查和搜救。在距皮带头 300 米处发现 3 名遇难人员；

在距皮带头 500 米处又发现 4 名遇难人员；在距皮带头 523 米

-597 米范围内发现 3 名遇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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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时 40 分，救护大队保双新救护中队、尖山中队先后到达

左二皮带道，开展搜救；17 时，在距皮带头 529 米处发现最后

1 名遇难人员。11 月 29 日 2 时许，11 名遇难人员全部升井，救

援工作结束。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调查核实，事故造成 11 人死亡、6 人受伤。依据《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有关规定

统计，直接经济损失 1951.3 万元。

（五）善后处理情况

截止 2023 年 12 月 4 日，11 名事故遇难人员已全部火化；

截止 12 月 13 日，6 名受伤人员全部出院。双阳煤矿按照国家工

伤管理规定进行了赔偿。

（六）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双阳煤矿成立了临时应急救援指挥部，未按

照《双阳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要求，第一时间通

知救护大队和组织井下其他作业人员撤离
[2]
。在煤矿专业救护队

赶到事故现场前，组织人员下井开展搜救、核查井下失联人员。

现场 2 名兼职救护队员进入事故巷道冒险开展侦察，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灾变处理不得少于 6 人的规定。双阳煤矿未及时

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

[2]《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条：煤矿发生险情或者事故后，现场人员应当进行自救、互救，

并报矿调度室；煤矿应当立即按照应急救援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涉险人员撤离险区，通知应

急指挥人员、矿山救护队和医疗救护人员等到现场救援，并上报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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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仅向双鸭山矿业公司

报告事故。

三、事故直接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双阳煤矿左二安装面违规自然排放瓦斯，回风巷单道风门

处风流短路，造成进风巷内无风或微风，导致瓦斯局部积聚达

到爆炸浓度，电缆失爆产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

（二）直接原因分析

1.瓦斯来源

抽放钻孔有瓦斯涌出。该矿为高瓦斯矿井。2023 年 8 月测

定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 20.52 立方米/分，相对瓦斯涌出量 7.9

立方米/吨。左二安装面煤层原始瓦斯含量为 3.66 立方米/吨，

原始瓦斯压力为 0.1 兆帕。左二皮带道内抽放钻孔未及时封孔、

连管抽放，钻孔内瓦斯处于自然排放状态，造成煤体中的瓦斯通

过钻孔不断向皮带道涌出。

2.瓦斯积聚原因

左二安装面回风巷违规设置单道风门。事故发生前，当班运

输物料，使风门处于敞开状态，造成西五采区轨道下山与左二下

料道之间风流短路，导致安装面无风或微风，在事故地点形成瓦

斯积聚达到爆炸界限。

3.引爆火源

爆炸地点存在电气失爆。经现场勘验，2 号水泵排水点 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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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型水泵开关电源电缆失爆，上级总控 8#馈电开关漏电保护

功能失效，导致失爆电缆持续带电产生火花。

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事故地点排除爆破、静电、明火、

摩擦、撞击等火源。

四、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一）双阳煤矿

1.通风管理不到位。一是违反《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

五条
[3]
规定，左二下料道安设单道风门，风门打开即造成风流短

路。二是测风制度执行不严格，未按规定
[4]
对左二安装面测风，

测风记录造假。三是对已发现的左二安装面风量小、温度高的隐

患问题未及时完成整改。

2.瓦斯管理不到位。一是左二皮带道瓦斯抽放钻孔施工后，

未按设计
[5]
及时封孔、连接抽放，导致自然排放瓦斯。二是为加

快施工进度，擅自改变抽放钻孔施工间距，由设计 6 米调整为

12 米。三是统筹安排瓦检员不到位，导致左二安装面未按规定
[6]

[3]《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控制风流的风门、风桥、风墙、风窗等设施必须可

靠。

[4]《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矿井必须建立测风制度，每 10 天必须进行一次全面测

风。对采掘工作面和其他用风地点，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随时测风，每次测风结果应当记录并写在

测风地点的记录牌上。

[5]《双阳煤矿二水平西五采区 10#左二片本煤层钻孔设计》：封孔材料采用囊袋式封孔器和 FXL-I

型封孔注浆料，封孔套管长度为 18 米，净封孔长度为 16.4 米（水灰比为 1：0.4）。煤体钻孔应当

连接抽放管路。

[6]《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加强 2023 年“一通三防”管理体系建设的通知》（龙

煤双矿发〔2023〕1 号）五、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保障措施（四）严格瓦斯管理，强化瓦斯检察院

队伍建设 9.落实专职瓦斯检查员制度：……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回撤工作面、安装工作面

等供风地点必须设专职瓦斯检查员；严禁专职瓦斯检查员代检其他瓦斯检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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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专职瓦检员。

3.机电管理不到位。一是违反《煤矿安全规程》
[7]
操作，在

二水平西五采区 10
#
层配电点总控 8

#
馈电开关（以下简称 8

#
馈电

开关）漏电保护失效情况下，违规送电，导致失爆电缆持续带电。

二是机电系统业务保安职责履职
[8]
不力，对 8

#
馈电开关漏电保护

失效，左二皮带道 2 号水泵排水点电源电缆（以下简称 2 号水泵

电缆）失爆问题失察。三是 10 月至 11 月期间，未对左二皮带道

内电气设备、电缆开展防爆检查
[9]
。

4.安全监控及通讯系统管理混乱。一是左二下料道安设的

T1、T2 和一氧化碳传感器未与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联网，监测数

据或状态无法传输到地面主机
[10]

。二是西五采区西翼回风一氧化

碳传感器未按规定进行调校
[11]

，传感器不能反映真实数值。三是

左二安装面安设的应急广播设备与通讯光纤未连接，无法满足应

急通讯需要
[12]

。

[7]《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五十一条：井下高压电动机、动力变压器的高压控制设备，应当具备

短路、过负荷、接地和欠压释放保护。井下由采区变电所、移动变电站或者配电点引出的馈电线

上，必须具有短路、过负荷和漏电保护。低压电动机的控制设备，必须具有短路、过负荷、单相

断线、漏电闭锁保护及远程控制功能。

[8]《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关于印发双阳煤矿机电运输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机电副矿长、机电、运输副总工程师负责领导机运管理科，认真履行“业务保安管理职责”。

[9]《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双阳煤矿关于印发双阳煤矿机电运输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机运管理科负责制定专项检查计划和方案，每月组织开展一次供用电系统、电气设备防爆、

大型固定设备运行状态及保护、提升人员系统及装备、大小输送专项检查，每年雨季来临前组织

对雨季三防进行专项检查。

[10]《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7）4.4：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传感

器的数据或状态应传输到地面主机。

[11]《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7）8.3.1：安全监控设备应按产

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调校、测试，每月至少 1 次。

[12]《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五条：矿井应当设置井下应急广播系统，保证井下人员能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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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管理混乱。一是违规
[13]

安装作业，在左二安装面未完

成瓦斯灾害治理的情况下，安排打钻、安装同时施工作业。二是

技术监督管理不到位，在左二安装面未完成瓦斯灾害治理的情况

下，未阻止安装作业。三是开展煤矿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和重大事

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不深不细，未发现左二安装面存

在的电缆失爆、违规安设单道风门等重大事故隐患问题。四是安

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遇难人员均未随身携带自救器
[14]

。

6.未按规定
[15]

报告事故。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 37 分，煤矿主要负责人于当日 12 时 43 分接

到井下发生事故报告后，未第一时间通知救护大队
[16]

，未及时向

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7.破坏事故现场
[17]

。事故发生后，擅自打设左二下料道第二

道风门、左一皮带道板闭；更换 8
#
馈电开关电气保护装置，并伪

听见应急指令。

[13]《防范煤矿采掘接续紧张暂行办法》附录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计算为回采煤量：（一）

所圈定的回采范围内瓦斯抽采不达标，或未按照规定进行抽采达标评判的煤量。

[14]《煤矿安全规程》第十三条第三款：入井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自救器、标识卡和矿灯，严禁携带

烟草和点火物品，严禁穿化纤衣服。

[1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

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16]《煤矿安全规程》第六百八十条：煤矿发生险情或者事故后，现场人员应当进行自救、互救，

并报矿调度室；煤矿应当立即按照应急救援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涉险人员撤离险区，通知应

急指挥人员、矿山救护队和医疗救护人员等到现场救援，并上报事故信息。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

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

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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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故障断电记录。

（二）双鸭山矿业公司

1.监督指导不到位。一是对双阳煤矿井下瓦斯抽放钻孔现场

验收不认真，未督促消除左二皮带道瓦斯抽放钻孔未及时封孔、

连接抽放，导致自然排放瓦斯等问题。二是对双阳煤矿左二安装

面通风、瓦斯、机电现场管理混乱问题失察。三是指导双阳煤矿

制定生产准备接替计划时，未考虑瓦斯灾害是否治理完毕。

2.安全检查不认真。一是在对双阳煤矿左二下料道检查时，

未发现该地点违规安设单道风门的隐患问题。二是对双阳煤矿二

水平西五采区 10
#
层配电点（以下简称 10

#
层配电点）检查时，未

进行电气保护动作试验，未发现 8
#
馈电开关漏电保护失效的隐患

问题。三是 2023 年 11 月 27 日对双阳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验收

时，未按规定
[18]

对该矿落实左二安装面瓦斯抽放及钻孔施工设计

情况进行验收。

3.制度执行不严格。一是安全监察局驻双阳煤矿督察处未严

格按照每 10 天对井下所有工作地点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的要求

[19]
，对左二安装面开展现场检查。二是督促双阳煤矿安全管理人

员履行岗位职责不力。

[18]《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试行）》第一部分总则：四、煤矿安全

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内容，按表 8.1-1 评分，通风 10 个大项没大项标准分为 100 分，按照所

检查存在的问题扣分，各小项扣完为止。（瓦斯抽采：编制瓦斯抽采工程（包括钻场、钻孔、管路、

抽采巷等）设计，并按设计施工。）

[19]《黑龙江龙煤双鸭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驻矿督查处工作管理的通知（试

行）》（双矿安字〔2020〕1 号）：每 10 天对井下所有工作地点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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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龙煤集团

1.现场检查有漏洞。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推进不力，安全监察

局不掌握双阳煤矿井下作业地点真实情况，也未对左二安装面开

展现场检查
[20]

。

2.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不认真，督

促相关部门落实职责不严格，检查指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

责任制不到位。

（四）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

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对龙煤集团及双鸭山矿业

公司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指导、监督不力。

（五）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

履行煤矿安全监察职责不到位，对省煤管局履行煤矿安全

监管职责监督检查不到位。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对46名责任人员和相关单位提出了处理意见建

议，省纪委监委对监察对象及党员干部提出问责意见。

（一）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 人）

时任双阳煤矿通风区抽放队队长，鉴于其在该起事故中死

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5 人）

[20]《中共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印<深入贯彻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的通

知》（龙控委发〔2022〕26 号）：强化精准检查，找准薄弱环节，确保每次检查真正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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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双阳煤矿负责通风、机电等 5 名责任人员移送公安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建议吊销通风、机电副

矿长 2 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资格，并处罚款。

（三）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员（1 人）

时任双阳煤矿通风区代理抽放副区长 1 人，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建议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四）建议给予解除劳动合同人员（1 人）

时任双阳煤矿通风区抽放队机电维修工 1 人，建议解除劳

动合同。

（五）建议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38 人）

给予双阳煤矿矿长、党委书记等 12 人，双鸭山矿业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等 16 人，龙煤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等 8 人和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2人共计38人党纪政务处分；其中4人给予罚款、

暂停或吊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资格的行政处

罚，1 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六）事故及相关责任单位

双阳煤矿被依法给予罚款等行政处罚，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

名单；双阳煤矿向双鸭山矿业公司作出深刻检查；双鸭山矿业公

司向龙煤集团作出深刻检查；龙煤集团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

检查；省应急管理厅（省煤管局）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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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思想麻痹松懈

煤矿企业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未守住“发展决不能以

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这起事故暴露出企业存在抢产量、

抢工期、抢进度的现象，重效益、轻安全的问题比较突出，统筹

发展和安全不到位。事故发生前，全省矿山已连续 74 个月未发

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一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矿山企业

沉浸在较为稳定的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之中，滋生了麻痹思想、松

劲心态，放松自我管理和要求，最终酿成事故。

（二）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隐患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汲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安全责任、防范措施不落实，未真正

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

2023 年 9月 24日贵州盘江煤电山脚树煤矿重大火灾事故暴露出

煤矿入井人员未随身携带自救器等突出问题，国家矿山安监局针

对自救器使用等问题多次部署，要求开展排查整治，但在这起事

故中仍然存在。山西吕梁市永聚煤业有限公司“11·16”火灾事

故后仅仅 12 天就发生了这起事故，反映出集团、公司和煤矿未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未开展针对性的排查整治，工作不认真、不

扎实，同类问题屡查屡犯。

（三）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制度形同虚设

煤矿企业未真正建立健全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能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强化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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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抗灾能力，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严格。本次事故暴露出

双阳煤矿通风系统不可靠、瓦斯管理和机电设备管理不到位、现

场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长期存在。同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

实，法治意识淡薄，事故报告制度不修订，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

设。

（四）上级公司组织领导不力，监督检查指导不到位

作为煤矿上级公司，不认真落实企业内部监管责任，对双阳

煤矿事故暴露出的事故信息报送不及时、安全标准化验收走过

场、方案审定不严格、安全监察部门不履职、应急管理不到位等

突出问题，未认真研究并予以解决。安全监察局驻双阳煤矿督查

处对该矿通风、机电系统检查不彻底，对事故工作面监管存在盲

区和漏洞。

（五）集团公司管理不严格，责任落实层层递减

龙煤集团虽然明确了各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但对其履

职情况检查督促不到位，对双鸭山矿业公司生产、机电、技术、

通风、瓦斯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缺少有效检查指导。要明确将“备

采面”“准备面”“安装面”和“回撤面”等全部纳入采煤工作

面，实行正规管理，不得降低安全条件和保障水平。机电设备管

理制度不健全，《机电运输管理暂行规定》修订不及时，责任不

明确、分工不具体，安全责任层层不落实，出现机电设备“多家

用、多家管”“有人用、无人管”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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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管监察履职不到位，安全监管能力不足

省煤管局对煤矿安全监管不到位。安全监管执法一处负责龙

煤集团及所属矿业公司和全省 63 处国有重点煤矿的安全监管工

作，全处仅 5 名监管干部，现有人员专业结构也不合理，执法检

查需聘请专家配合完成，亟待增加市级安全监管层级。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黑龙江局履行监督检查地方矿山安全监管工作职责

不到位，对省煤管局履行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监督检查不到位。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龙煤集团、各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

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深化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

聚焦当前煤矿安全生产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认真开展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推进煤矿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转型。要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针对煤矿长期存在的突出

问题，分矿分区分头面列出任务清单，组织分级审核各煤矿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增强方案针对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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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依法办矿管矿，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龙煤集团、各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要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加

强《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学习宣贯，强化法制教

育，进一步提高依法办矿、依法管矿意识，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要提升管理水平，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及

岗位责任制；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责任；保障安全投入。要加快智能化建设，持续推进煤

矿在用设备更新迭代，清理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加快信息化、

智能化建设，逐矿制定方案，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要严格落实

《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要求，

双阳煤矿必须进行智能化改造。要深入推进问题整改，针对事故

暴露出的通风、机电方面的问题，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梳理

问题清单，提出措施建议，明确责任分工、整改时限，形成总结

报告。要建立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工作督办和过程管控，

层层压实整改责任，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龙煤集团和各矿业

公司要压实责任，持续加大对所属煤矿检查力度，提高检查实效，

对隐患问题重复发生、长期存在、整而未治、禁而未绝的要从严

惩处；要强化技术指导，帮助煤矿从隐患产生的根源上分析和解

决问题，改进技术和现场管理；要全面掌握所属煤矿真实状况和

作业现场实际，督导落实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的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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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监督指导，强化通风、瓦斯、机电管理

龙煤集团及各矿业公司要强化通风管理，督促各煤矿必须按

要求及时编制通风设计，巷道贯通后要及时调整通风系统，合理

安设通风设施，确保矿井通风系统稳定可靠。要强化瓦斯管理，

督促各煤矿严格落实瓦斯防治措施，研究瓦斯抽放合理预抽期，

根据工作面采掘接续保证预抽时间，抽放钻孔必须及时封孔并接

入抽放系统，做到“钻、封、接、抽”一体化作业。要坚决杜绝

瓦斯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瓦斯假检漏检、监控数据造假等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对近 3 年来发生过瓦斯亡人事故、瓦斯涉险事故

以及瓦斯高值超限的煤矿，龙煤集团必须开展全方位评估，经评

估不具备防治能力的，不得生产作业。要强化机电管理，督促各

煤矿针对机电设备管理、保护定期试验、日常维护保养、防爆专

项检查不到位等问题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

明确职责分工，严防责任“悬空”，杜绝“有人用、无人管”等

乱象。

（四）强化生产组织，规范技术管理

龙煤集团、各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要建立完善技术管理体

系，煤矿企业要建立健全以总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管理体系，加

强技术队伍建设，明确和落实各级技术管理责任。进一步规范安

全生产技术文件编制与审批制度，作业规程、技术措施的编制内

容必须完整、规范，做到及时审批、复查、修改、补充、贯彻落

实，确保技术管理到位。龙煤集团及各矿业公司要科学规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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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加强煤矿灾害治理和采掘布局统筹管理，组织各专业部室

集中审查煤矿采掘接续计划，特别要强化对临时调整为接续工作

面的审查，确保治灾到位。煤矿要避免多队组交叉作业，确需交

叉作业的，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制定专项安全措施，全员贯

彻交底，签订安全协议，确保工作有序。要加强安全风险管控，

扎实做好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建立健全

岗位“明白卡”和风险“告知栏”，让每名员工清楚岗位风险、

掌握管控措施，确保风险管控到位。

（五）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

龙煤集团、各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要深刻汲取双阳煤矿

“11·28”重大瓦斯爆炸和历史事故教训，认真开展各层级全覆

盖的事故警示教育活动，把事故警示教育作为新任职矿长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内容，增强企业安全管理和部门安全监管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要强化安全培训，决策层、管理层要

重点学习法律法规，增强依法办矿、依法管矿意识；执行层、操

作层要重点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确保作业人员全面掌握规章制

度、作业规程、安全技术及应急处置措施，切实提高全员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

（六）加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事故报告制度

龙煤集团、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

完善煤矿应急救援体系，结合煤矿灾害特点及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情况，科学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确保事故后第一时间



— 24 —

启动应急预案；要加强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齐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基本知识、岗位操作技能、应急逃

生能力、自救器佩戴等培训，定期开展水、火、瓦斯等各种灾害

的实操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要规范事故报告

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一步修订、完善煤矿企业事故信息

报告制度，明确报告范围、流程和时限。企业负责人要严格履行

事故报告法定职责，坚决杜绝瞒报、迟报和谎报事故发生。

（七）加强能力建设，落实属地监管主体责任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按照“分级负责、属地

管理”原则，进一步完善省属国有煤矿安全监管体制，加强对龙

煤集团各矿业公司及所属煤矿的安全监管力度，严格按照《煤矿

安全生产条例》中“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规定和《关于

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中“严格落实

矿山安全属地责任”要求，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增强监管执法

时效性；要提升监督检查质效，加强对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监

督管理，强化履职情况考核，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包保、

盯守和巡查真正发挥作用；对忠于职守、履职尽责的给予激励，

对履职不到位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矿山安全监察部门要

加强对地方政府及其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督促推动政府属地

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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