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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 2010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8 日发生的 2 起重大火灾伤亡事故，结合矿井的

实际情况，阐述了反风演习相关要求，注意事项以及反风的方式、方法等等，“防范于未然”，

为矿井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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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煤矿火灾事故频发，2010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8 日全国就发生 2 起重大火灾事故，共

造成 37 人死亡、3 人下落不明。两起火灾事故主要是因燃烧后产生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气体，

致使作业人员中毒窒息死亡；发生事故的 2 家煤矿均是乡镇企业，井下管理极为混乱，通风

系统不完善，没有完整的独立的通风系统。如果在火灾发生第一时间内进行全矿性或者局部

反风，或许不会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下面就矿井反风及其注意事项谈几点看法： 

矿井反风是在矿井发生灾变时的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救灾措施，它在安全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当矿井进风井、井底车场、进风大巷等地点发生外因火灾时，高温烟流和燃烧时产

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对井下作业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采取矿井反风措施，能在很

短的时间内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使火灾烟流由进风井井筒排出，从而保证井下人员的安

全撤离和缩小灾害范围。 

 

1 矿井反风相关要求 

 

在进行新建或改扩建矿井设计时，必须同时做出矿井反风技术设计，并说明采用的反风方式

与反风方法及其适应条件。根据《煤矿安全规程》第 122 条要求，矿井每年必须进行 1 次反

风演习，并且当矿井有新的采区、水平投产或矿井通风系统发生较大改变、更换主要通风计

时，都应进行 1 次反风演习；对多台主要通风机通风的矿井，应分别进行多台主要通风机同

时反风和单台主要通风机各自反风的演习，以分别观察其反风效果；我国北方的矿井，应在

冬季结冰时期进行反风，反风演习持续时间不应少于从矿井最远地点撤人到地面需的时间，

且不得少于 2 小时；反风演习是要做好记录，并编写反风演习报告，存档，对反风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必须限期进行整改。 

 

2 反风设施的相关要求 

 

矿井反风设施应结构简单，坚固可靠；所有操作开关应集中安设，动作灵敏可靠，便于值班

司机独立操作；从下达反风命令开始，在 10 分钟每必须改变巷道中的风流方向，反风时主

要通风机的供风量应不小于正常风量的 40%。反风设施的检查工作应由矿机电、通风、安

全、救护等部门共同实施，检查项目包括：主要通风机和启动电气设备，进风井口、反风道，

所有地面闸门和风门，电控设备绞车和防爆门、反风设施以及回风井之间和主要回风道之间

的正反向风门等。若有问题，要限期解决，并要把检查结果记录在专用的记录本内，由机电

和通风部门保存备查。 

 

3 反风的方式与方法 

 



矿井的反风方式：（1）全矿性反风，当矿井井口附近，井筒、井底车场和井底车场直接相通

的大巷发生火灾时应采用全矿性反风；（２）区域性反风，在多进风多回风井的矿井一冀进

风大巷中发生火灾时，应采用区域性反风，通过调节一个或几个主要通风机的反风设施，从

而实行矿井部分地区内风流反向；（3）局部反风，当采区内发生火灾时，主要通风机保持正

常运行，应实行局部反风，通过调整采区内预设风门的开关状态，实现采区内部分巷道风流

的反向，把火灾烟流直接引向回风巷。 

主要通风机的反风方法：（1）反风道反风：利用主要通风机装置设置的专用反风道和控制风

门，使通风机的排风口与反风道相连，风流由风硐压入总回风道，从而使风流反向，离心式

通风采用这种方法。（2）风机反转反风：利用主要通风机反转使风流反向方法，轴流式通风

机可采用这种反风方法。（3）无反风道反风：利用备用主要通风机的机体作为反风道而实现

反风的方法，称为无反风道反风。凡在装有备用主要通风机的矿井均可采用，但必须保证反

风后，备用通风机能迅速恢复正常状态。 

 

４ 矿井反风演习 

 

4.1 反风演习前，必须制定反风演习方案，方案内容包括：  

（1）按照矿井灾害预防与处理计划的要求，规定火灾发生的假设地点； 

（2）确定矿井反风演习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明确反风设备的操作顺序； 

（3）确定反风演习的观测项目极其方法； 

（4）预计反风后的通风网路、风量和瓦斯情况； 

（5）制定反风演习的安全措施； 

（6）明确恢复正常通风的操作顺序和制定排放瓦斯的安全措施； 

（7）规定参加反风演习的人员、分工和培训工作。 

4.2 矿井反风演习必须严格管理火源并遵守下列规定： 

（1）反风演习前应切断井下电源；反风演习结束，在风流恢复正常后，风流中瓦斯浓度不

超过 1.0%时，方可恢复送电。 

（2）反风后出风井附近 20 米范围内，以及与反风后出风井井口相连通的井口房等建筑物内，

都必须切断电源，禁止一切火源存在，并禁止交通。 

（3）反风演习前，井下有火区的矿井，井下火区必须进行封闭或消除，并加强反风前后级

反风过程中的观测。 

4.3 反风演习观测及测定项目 

（1）观测主要通风机运转状态，包括电机负荷、轴承温升、风量和风压等内容，电机不得

超负荷运转。 

（2）测定全矿井、采区、工作面的风量及其进回风流中的瓦斯、二氧化碳的浓度，并观测

巷道中的风流方向，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每隔 10 分钟测定一次，风量每隔半小时测定一次。 

（3）选择瓦斯或二氧化碳涌出量较大或涌出量不正常的采掘工作面，测定瓦斯或二氧化碳

浓度、涌出量，并记录其浓度到达 2%的时间。 

4.4 反风演习报告的编制 

反风演习结束后必须由矿技术负责人组织总结,反风演习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矿井名称及反风时间；（2）矿井通风情况；（3）主要通风机运转情况；（4）井巷中风

量和瓦斯情况；（5）反风演习时空气中瓦斯或二氧化碳达到 2%的巷道；（6）反风操作时间；

（7）矿井反风系统图；（8）反风演习参加人数；（9）经验与教训；（10）存在问题、解决办

法及日期。 

 



５ 结 论 

 

矿井反风演习是一项严谨而又细致的工作，是对矿井通讯技术管理、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管

理和医疗救护等方面的综合测试，反风演习前应进行严密、周详的计划，需要各部门的相互

协调、通力合作。只有认真执行各项制度，将各种安全措施落实到位，确实作到“防范于未

然”，才能为矿井的安全高效生产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