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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2022 年 2 月 22 日 19 时 30 分，山东泉兴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泉兴公司）井下 17106 工作面切眼安装准备期间

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16.05 万元。 

2022年 2月 2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

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296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规定，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山东局（以下简称山东局）组织枣庄市应急管理局、能源局、

公安局、总工会等有关单位，成立泉兴公司“2·22”顶板事故调

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组、管理组、

技术组。枣庄市纪委监委指派滕州市纪委监委派员介入事故调查

过程。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确定了事故性质和类别，明确

了事故责任单位和事故责任人员及其相应责任。根据相关规定，

枣庄市纪委监委对其管辖权限内的有关事故责任人员提出了追责

问责意见，事故调查组对其他责任人员提出了追责问责意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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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上级公司基本情况 

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兴能源集团）为枣

庄市属国有大型企业，隶属枣庄市国资委。企业资产总额 101亿

元，员工约 8000人。企业前身为山东省枣庄市泉上煤矿，始建于

1984年 2月，2005年 7月注册为山东泉兴矿业集团，2012年 11

月更名为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集团现有 3处煤矿，其中：

生产煤矿 2处，分别为山东泉兴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枣庄大

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核定产能 140 万 t/a；待关闭退出煤矿

1处，即枣庄市金庄矿业有限公司。 

（二）泉兴公司 

1.矿井概况 

泉兴公司位于滕州市洪绪镇境内，井田南北长约 3.1km，东

西平均宽 2.4km，面积 7.0404km2，批准开采标高-100m～-430m。

矿井于 1984 年 2 月筹建，1994 年 3 月建成投产，设计生产能力

30万 t/a，2015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45 万 t/a，2021年生产原煤 36.2

万吨。 

2.证照情况 

（1）采矿许可证：证号 C3700002010121120095349，有效期：

2018年 11月 26日至 2023年 11月 26日。 

（2）安全生产许可证：（鲁）MK 安许证字（﹝2004﹞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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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2020年 03月 30日至 2023 年 03月 29日。 

（3）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44465006，有

效期：长期有效。 

（4）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证号 37048119650316501X，有效期：2021 年 06 月 02 日至 2024

年 06月 01日。  

3.开采煤层及开采技术条件 

（1）开采煤层及顶底板情况。矿井目前开采 12 下、17 煤层。

其中 17煤层厚 0.7-0.9m，倾角 3°。直接顶为十一灰（局部缺失），

平均厚度 0.83m，裂隙较发育；基本顶为粘土岩，厚 1.63m，性脆，

强度低；老顶为中粗砂岩，厚 13.3m，层理、裂隙发育。直接底为

粘土岩，平均厚 2.65m。 

（2）瓦斯等级。低瓦斯矿井。 

（3）煤尘爆炸性、煤层自燃倾向性。17煤层具有煤尘爆炸危

险性，为Ⅱ类自燃煤层。 

（4）冲击地压情况。无冲击危险。 

（5）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质类型中等。 

4.矿井生产系统 

（1）开拓开采情况。矿井采用立井开拓，有主井、副井 2个

井筒，有-100m、-180m、-230m共三个水平，现采掘活动主要集

中在二水平 125采区、三水平一采区。 

事故发生时，矿井共有 1 个回采工作面（二水平 125 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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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 综采工作面）和 1 个准备工作面（三水平一采区 17106 工

作面）。 

（2）通风系统。矿井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方式，通风方法为

抽出式，副井进风，主井回风。矿井总需风量 3715m3/min，总进

风量 3991m3/min，总回风量 4083m3/min。  

（3）提升运输系统。主井采用箕斗提升，副井采用罐笼提升。

井下煤炭采用胶带输送机连续运输，经主井提至地面。井下辅助

运输采用蓄电池电机车、斜巷轨道和架空乘人装置等。 

（4）供电系统。地面设 35kV变电站 1座，采用双回路供电，

电源均来自杜庙 220kV 变电所不同母线段。井下-100m 水平、-

180m水平和-230m水平各布置 1个中央变电所，共布置 2个采区

变电所。 

（5）排水系统。矿井在-100m、-180m、-230m水平均设有中

央排水系统，井下各采区均建立采区泵房及水仓。 

（6）防尘系统。工广内建有 2×200 m3静压水池，主供水管

路沿副井敷设至井底并与井下管网系统相连接，供给井下各用水

地点。 

（7）防灭火系统。矿井设有防灭火注浆系统、束管监测系统

和消防供水系统。 

5.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1）压风自救系统。设有 1个地面压缩空气站，主压风管路

沿副井敷设至井底并与井下管网系统相连接，供给井下各用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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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2）供水施救系统。工广内建有 2×200 m3静压水池，供水

管路沿副井敷设至井底并与井下管网系统相连接，向井下各紧急

避险设施供水。  

（3）安全监控系统。安装了 KJ83X(A)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配备监控主、备机各 1 台，安装甲烷、温度、风速等各种监测监

控点共 235个，实时监测传输。 

（4）人员位置监测系统。装备 KJ323D(A)型人员位置监测系

统，井下主要地点实现人员精准定位。 

（5）通信联络系统。装备MTD—958型调度通信系统、KT590

型应急广播系统。 

（6）紧急避险系统。井下布置 2个永久避险硐室，分别为二

水平 125 采区永久避险硐室、三水平一采区永久避险硐室，满足

紧急避险要求。 

6.劳动组织 

劳动组织采用“三八制”。公司制定了劳动定员文件，规定

综采工作面每小班不得超过 20 人，炮掘工作面每小班不得超过

12 人，综掘工作面每小班不得超过 16 人，矿井单班作业人数不

超过 100人。  

7.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 

矿井设有生产安全部、生产技术部、生产调度部、通防科、

地测科、双重预防办公室等科室。生产安全部为专职安全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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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有经理（矿长）１名、分管生产副经理 1名、分管机电

副经理 1 名，安全总监（副经理）1 名、总工程师 1 名、副总工

程师 3名。 

8.救护协议签订 

泉兴公司与枣庄矿业集团救大护队签订救护协议。 

二、事故地点基本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泉兴公司井下三水平一采区 17106 工作面切眼

内，17106工作面刮板输送机第 21节溜槽处（距离刮板输送机头

31m，见附图）。 

17106 工作面位于三水平一采区西翼轨道右翼，标高-

227.6m～-253.4m，工作面设计平均走向长 413m、倾斜长 125m，

开采 17 煤层，煤层平均厚度 0.8m。采用高档普采，走向长壁后

退式采煤方法，MG110/130-TPD 型单滚筒爬底板交流电牵引采煤

机割煤，SGB-620/40T型刮板输送机运煤。 

17106 切眼长度 125m，宽 4.0m,设计高度 0.9m,采用单体液

压支柱配 3.6mπ型钢梁“一梁三柱”支护，排距 1.2m，柱距 1.1m。 

17106切眼于 2022年 1月 27日早班开始施工，2月 19日中

班与 17106材料道贯通。切眼施工期间共揭露 3条正断层，距工

作面刮板输送机机头的距离分别为 10.5m、71.4m、91.3m，断层

落差分别为 0.3m、0.8m、0.7m。切眼施工时沿煤层掘进，部分地

段高度不足 0.9m,无法安装采煤机（采煤机高度 0.9m），需要局部

爆破卧底施工以满足采煤机安装要求。2月 21日早班起从机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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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工作面机道卧底施工，事故发生前，已经卧底施工 4个

班次，卧底总长度 47m。事故发生在第 5 个班次，该班计划卧底

长度 18m,其中有 13.2m范围需要实施爆破。 

卧底爆破作业后，工作面刮板输送机机头以下（25.5m-38.7m）

范围内有 12 架用于支撑π型钢梁的煤壁侧支柱被崩倒或失效，

部分支柱被埋在浮矸中，每架π型钢梁只剩 2棵单体液压支柱支

撑，未实现“一梁三柱”。有 4架π型钢梁弯曲，5架π型钢梁中

部的单体液压支柱钻底、歪斜。 

事故区域 17 煤直接顶十一灰缺失，现场勘察时事故地点周

围顶板整体离层下沉，下沉后顶板岩层与工作面溜槽上沿之间的

距离为 200mm。 

三、事故经过和应急救援过程 

（一）事故经过 

2022 年 2 月 22 日 13:00，采煤一区区长党金龙召集跟班副

区长褚衍飞、班长秦敬法二人安排布置中班工作，工区支部书记

黄华在场。13:30左右，黄华主持召开中班班前会，安排 17106切

眼刮板输送机机道卧底等工作，安排卧底 12 节溜槽长度（每节

1.5m），并强调现场安全注意事项。 

14:20左右，作业人员入井，于 15:00左右到达 17106切眼。

褚衍飞、秦敬法、安检员孟祥晶对现场进行安全确认后，秦敬法

安排人员在刮板输送机机头以下 17-29节溜槽范围内用风煤钻打

眼、爆破。16:50左右，工作面停电，褚衍飞到切眼外处理停电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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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至事故发生时未返回。19:00 左右爆破作业结束，19：

15 左右，秦敬法、孟祥晶对爆破作业地点进行巡查，发现爆

破区域有 12 架π型钢梁煤壁侧的单体支柱被崩倒或失效，4

棵支柱被掩埋只露出柱头。2 人一起到工作面运输巷躲避硐

喊其他工人（秦敬华、沈家于、李全顺、杜远轮、张士珍、

袁汝民）到工作面分段出矸、支护顶板，孟祥晶去填写“一

炮三检”牌板。然后秦敬法指挥并带领李全顺
1
等 6 名职工从

刮板输送机机头依次穿过爆破区域到溜尾方向取工具，进行

出矸、支护作业，秦敬法爬在最前面、李全顺在最后面。 

19:30 左右，秦敬法返回巡查时，发现李全顺在刮板输

送机机头以里第 21 节溜槽处，被离层下沉的顶板压在溜槽

上，就立即喊来沈家于、孟祥晶等人进行救援，并向褚衍飞

汇报。褚衍飞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于 19:52电话向矿调度

室进行了汇报。 

（二）事故信息报告 

2022 年 2 月 22 日 19:52，泉兴公司调度室值班调度员

赵恒超接到褚衍飞汇报后，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调度室

通知值班、带班矿领导和部室、职工医院值班人员做好救护

准备，井下带班矿领导李朝阳立即赶往事故地点； 

20:15，调度室向公司经理（矿长）李士忠汇报； 

21:00左右，李士忠分别向泉兴能源集团总经理孙彦杰、

董事长张宗辉汇报事故情况； 

21:10左右，李士忠赶到矿调度室； 

                                                   
1
 曾用名李全政，采煤一区支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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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泉兴公司安全总监杨康向枣庄市能源局报告事

故； 

21:42，杨康向山东局报告事故； 

22:06，杨康向山东省能源局报告事故。 

（三）事故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秦敬法立即召集孟祥晶、沈家于等人实施

救援。救援人员在李全顺被困地点前后新支设 3 棵单体液压

支柱，清理底板上的碎矸石。20:00 左右，救援人员把李全顺

救出并转移至 17106 运输巷，然后用担架将李全顺运送至副

井口，20:35 伤者李全顺升井，被送往滕州市人民医院抢救，

21:00 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2022 年 2 月 26 日，经滕州市公安局对李全顺尸体进行

检验，排除外来暴力死亡，死者胸廓畸形、略塌陷，符合胸

部挤压伤死亡。 

2022 年 2 月 28 日，李全顺善后事宜处理完毕。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7106工作面切眼卧底爆破后，爆破区域支撑 12架π型

钢梁的煤壁侧一排单体支柱被崩倒或失效，现场未按照

《17106 采煤工作面初采安全技术措施》规定从卧底爆破段

两端逐棚向里维护，工作面支护强度不足。李全顺未执行

《17106 采煤工作面初采安全技术措施》规定，违章穿过爆

破后的危险区域并进入缺少有效支护的刮板输送机机道，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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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输送机机道上方局部（5×2m
2
）顶板岩石突然离层下沉，李

全顺被挤压在刮板输送机溜槽和顶板岩层之间受伤，经抢救

无效死亡。 

（二）事故间接原因 

1.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秦敬法违章指挥并带领现场作

业人员进入爆破后未补全支柱的危险区域。跟班副区长褚衍

飞未在作业现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工作面打眼、爆破期间

长达近 2 个小时（16:50 左右至 18:40）外出处理停电问题

未返回工作面。 

2.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管理人员对现场存在的π型钢

梁缺少煤壁侧单体支柱，以及个别单体支柱钻底、歪斜等情

况未及时督促整改。跟班安检员未发现并制止职工违章进入

危险区域作业。泉兴能源对泉兴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

不到位，2 月 22日泉兴能源集团安全总监张加敏带队对泉兴

公司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 17106 切眼个别π型钢梁上方接

顶不实，17106 采煤工作面初采安全技术措施中缺少一次卧

底长度、一次连线起爆炮眼数、最大装药量等关键内容，没

有责令泉兴公司立即停止该工作面作业并督促整改。 

3.技术管理不到位。17106 采煤工作面作业规程、补充

的工作面初采安全技术措施均未分析 17 煤层基本顶的岩性

特征。针对 17 煤层直接顶十一灰局部缺失，顶板岩石层理、

裂隙发育的情况，未制定针对性措施。矿技术管理部门对规

程措施审查把关不严，对 17106工作面初采安全技术措施缺

少一次卧底长度、一次连线起爆炮眼数、最大装药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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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审查发现。对规程措施在现场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不力。

事故发生后，编制虚假安全技术措施。 

4.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和管控不到位。没有结合 17106 采

煤工作面直接顶十一灰局部缺失，顶板层理、裂隙发育，现

场作业空间狭小等情况辨识出可能存在的卧底爆破后煤壁

侧单体支柱被崩倒失效、顶板离层冒落等安全风险。没有制

定针对性管控措施。 

5.职工教育培训不到位。职工自主保安、互保联保意识

差，现场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现场存在违

章指挥、违章作业行为。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分析认定，该起事故类型为顶板事故；死

亡 1 人，属一般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 

（一）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枣庄市纪委监委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对事故

责任人员提出了追责问责意见。事故调查组对其他责任人员

提出了追责问责意见。本次事故将 1 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给予 15 名责任人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

理，其中留矿察看一年、取消安全检查工资格证 1 人，撤销

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2人，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二年）、行

政撤职 2 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 4 人，党内警告、行

政记大过 2人，党内警告、行政记过 1人，批评教育、作出

书面检查 1人，提醒谈话 1人，向主管部门写出深刻书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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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1 人。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事故调查

组依法作出给予泉兴公司警告，行政罚款 110万元。给予相

关责任人员个人行政罚款 37.57万元。 

行政罚款共计 147.57万元。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

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煤

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扎实

开展全系统各环节检查，确保生产安全。 

（二）强化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提

高责任意识，提升履职能力，及时发现并督促消除事故隐患。

严格落实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规定，加强对各作业地点

和生产环节的全过程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行为。 

（三）强化技术管理。进一步健全理顺以总工程师为首

的技术管理体系，提升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

强化对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审批及传达落实等

环节的管理，加强对煤层顶底板岩性特征分析研判，遇断层、

破碎带等地质构造及时补充完善相关措施，确保论证充分、

设计科学、程序规范、措施有效。 

（四）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提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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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意识，把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作为矿井安全生

产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压紧压实责任，严格

风险辨识和管控措施的落实，扎实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

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 

（五）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开展针对性全员安全教育培

训，提升应知应会能力和岗位操作技能，提高职工自保互保

意识，杜绝违章作业行为。加强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

教育，增强履职尽责意识，提升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

力。建立安全培训效果评估机制，提升培训质量。 

（六）调整企业安全发展规划。矿井开采的 17煤层煤层

厚度为 0.8m，赋存条件差，作业空间狭小，通风、防尘、顶

板管理工作难度大，特别是受上覆 16 煤老空水威胁，建议采

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或退出 17 煤层开采。 

 

 

泉兴公司“2·22”顶板事故调查组 

2022 年 7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