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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更好的保护煤层气开采企业作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做好防尘防毒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尘防毒分技术委员会（TC288/SC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启文、孙明闯、白新华、姜锡慧、史小卫。 

本标准     年  月  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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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层 气 开 采 防 尘 防 毒 技 术 规 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开采企业防尘防毒的技术要求、措施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煤层气开采企业在进行地面和井下煤层气开采过程中防治粉尘、毒物危害的工程技

术和管理工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职业病危害监督管理部门对煤层气开采企业生产过程中防治

粉尘、毒物危害工作的监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含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8958-2006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T 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50383-2006 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2007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2.1-2007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AQ 1020-2006 煤矿井下粉尘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AQ 1027-2007 煤矿瓦斯抽放规范 

AQ/T 9002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SY 6322-1997 油（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库安全技术要求 

SY/T 6277-2005 含硫油气田硫化氢监测与人身安全防护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层气 coal  bed  methane 

赋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成分、以吸附在煤基质颗粒表面为主、部分游离于煤孔隙中或溶解于

煤层水中的烃类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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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面煤层气开采 coal bed methane drainage on surface  

在地面向井下煤（岩）层打钻孔开采煤层气。 

3.3  

瓦斯抽放 gas drainage 

采用专用设备和管路把煤层、岩层和采空区中的瓦斯抽出或排出的措施。 

4 总则 

4.1 煤层气开采过程防尘、防毒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源头控制、过程可控、综合治理的原则，

优先选择尘毒危害小的工艺和设备，优先采用无毒或低毒原（辅）料， 应坚持以无毒代替有毒、以低

毒代替高毒的原则选配物料，并对尘毒危害进行综合治理，使其危害控制符合 GBZ2.1-2007要求。 

4.2 煤层气开采过程防尘防毒工作应持续改进，不断降低作业场所尘毒物质浓度。 

4.3 煤层气开采过程中应设置防尘防毒设备、设施，设计应符合 GBZ1、 GB 50383-2006的要求，应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4 防尘防毒设备、设施应保证作业场所中有害物质浓度符合 GBZ 2.1-2007的要求。在生产场所气象

条件、洁净度要求与防尘、防毒措施有矛盾时，应采取其他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健康。 

4.5 煤矿井下作业时，粉尘、有毒气体监测和防治等应遵守《煤矿安全规程》相关规定。 

4.6 引进的国外防尘防毒技术和设备应符合我国职业劳动安全卫生标准，设计内容应符合国家、地方

和行业有关防尘防毒的规定。 

4.7 接触尘毒的作业岗位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并符合 GB 2894, GBZ 158的要求。 

5 井场及泵站设计防尘防毒要求 

5.1 选址 

井场和瓦斯抽采泵站选择应远离居民区和其他建筑群，并位于城镇和居住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上风侧。 

5.2 布局 

5.2.1 井场布置合理布局，应遵循下列原则： 

    a）满足防喷、防爆、防火、防尘、防毒、防冻等安全要求； 

    b）有废弃物回收、利用、处理设施或措施。 

5.2.2 瓦斯抽采泵站宜设在回风井工业场地内，地势开阔和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段，泵房距井口和主要

建筑物及居住区不得小于 50m。 

5.2.3 井场和瓦斯抽采泵站宜建在交通方便和有水源的地方，其内部布置应避免尘毒的交叉污染。 

5.2.4 井场和瓦斯抽采泵站布置应遵守缩短工艺流程和减少产尘毒点的原则，并有利于建筑物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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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构）筑物 

5.3.1 井场建筑物群应避免构成封闭形式，以免妨碍井场的自然通风。 

5.3.2 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井下移动泵站瓦斯抽采系统的设置，瓦斯抽采泵房的面积、高度和通

风孔口的设计能满足通风净化的要求，应符合 AQ 1027—2007的相关要求。 

5.3.3 瓦斯抽采泵站应采用不燃性防爆材料、耐火等级为二级，泵站周围应设置栅栏或围栏，放空管

管口要高出泵站房顶 3m以上。 

5.3.4 瓦斯抽采泵应具备粉尘过滤功能。 

6 防尘防毒技术措施 

6.1 地面煤层气开采 

6.1.1 施工前应向当地公用地下管线部门查询、了解施工区域的受文物保护区域、地下管线、光缆情

况，防止施工时破坏。 

6.1.2 地面煤层气井、特别是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的气井应安装井控装置。 

6.1.3 钻井、录井、测井、固井、试井、完井、压裂排采过程中，洗井液、压裂液中含有腐蚀、毒性

物质时，应做好防护工作，对作业液体进行控制、限制排放，人身安全防护应符合 SY/T 6277-2005

的相关要求。作业现场应设置甲烷、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系统，并应具备报警功能，监测系统

运转正常、功能有效。 

6.1.4 测井过程中放射源的使用应符合 SY 6322-1997 的相关要求。 

6.2 煤矿瓦斯抽采 

6.2.1 钻眼工作地点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85%，呼吸性粉尘降尘效率应≥80%。 

6.2.2 为提高防尘效果，宜在水中添加降尘剂。降尘剂应保证无毒、不腐蚀、不产生二次污染，并且

不影响煤质。 

6.2.3 煤、岩层中钻孔，应采用湿式钻孔，各种洒水、除尘设备及水质、水源等设计要求应符合 AQ 

1020-2006、GB 50383-2006 的要求。煤（岩）与瓦斯突出煤层或软煤层中瓦斯抽放钻孔难以采取湿式

钻孔时，可采取干式钻孔，但必须采取捕尘、降尘措施，工作人员必须佩戴防尘保护用品。 

6.2.4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钻探，采取有效措施后方可作业： 

a） 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 1%或体积大于 0.5m
3
的空间内积聚的瓦斯浓

度达到 2%时，以及其他有害气体超过《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时。 

b） 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工作面风量或风筒口距离工作面超过《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时。 

c） 供水管内无水，防尘设施不齐全或防尘设施损坏、失效时。 

d） 有煤和瓦斯突出征兆时。 

e） 其他不安全隐患未排除时。 

6.2.5 出现有害气体涌出等异常现象时，应停止钻孔，切断电源，钻杆不得拔出，工作人员应立即撤

至安全地点，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等候处理。 

6.2.6 压风管、供水管、电源须接送到钻孔施工地点附近，保证风、水、电使用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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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钻孔人员下井时应携带甲烷检测报警仪或甲烷报警矿灯。 

6.2.8 在采用密闭巷道抽采井下煤层气时，相关操作工艺应遵守 GB 8958-2006的相关规定。 

6.3 生产材料的储存与运输 

6.3.1 进行科学的场地布置，减少粉、粒料的中转环节，缩短输送距离。 

6.3.2 在工作区内装卸散装的压裂砂、干石英砂、支撑剂等粉、粒料，应做好防尘工作。 

6.3.3 采用液氮或二氧化碳注入压裂时，使用气体罐车应遵守国家有关液化气体罐车和压力容器的相

关规定；并按汽车罐车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制定并执行汽车罐车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制度，经常检查

安全附件（包括安全阀、爆破片、压力表、液面计、温度计、紧急切断装置、管接头、壬孔、管道阀

门、导静电装置等）性能，有无泄漏、损伤等。 

6.3.4 钻井液、射孔弹和压裂液如需加入化学添加剂，应采用无毒产品。 

6.3.5 存放粉粒状或毒性材料的容器，应具有良好密闭性和耐蚀性。 

6.3.6 对上述条款中未包括的尘、毒物品的运输、储存、使用应参照有关规范、条文要求，采取相应

的防范措施。 

6.4 尘毒物质检测 

6.4.1 煤层气开采企业应对尘毒作业点按有关规定进行硫化氢、二氧化氮、氨气、二氧化硫等有毒气

体检测，检测结果应整理、归档保存。 

6.4.2 接触粉尘、毒物作业的煤层气开采企业可自行或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开展二氧化氮、硫化氢、氨

气、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浓度检测，并建立尘毒危害档案。 

6.4.3 有害物质浓度检测应在正常工况下进行，检测点的位置和数量等参数选择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要求。 

6.4.4 接触粉尘、毒物作业的煤层气开采企业应按相关规定对防尘防毒设施的效率进行检测，达不到

要求时应及时检修或更换。 

7 个体防护 

7.1 煤层气开采企业应按 GB/T 11651-2008 的要求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

的劳动防护用品。 

7.2 使用、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场所应配备空气呼吸器和化学防护服。 

7.3 接触粉尘、毒物的作业人员应具有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能力，上岗时应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7.4 个人防护用品应按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定期检查、更换。 

7.5 不应在尘毒作业区饮水、进食、休息，应设置独立的休息室。 

7.6 应按照相关规范设更衣室和淋浴设施。 

8 管理 

8.1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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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最高管理者应遵守国家防尘防毒法律、法规和标准，并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企业防尘防毒计划。 

8.1.2 应严格防尘防毒工作的管理，应设置专职的防尘防毒工作管理岗位。 

8.1.3 特殊气体库、有毒化学品仓库、有粉尘作业车间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防尘防毒工作管理人员。 

8.1.4 防尘防毒工作管理人员总数应不少于接触尘毒作业人员总数的 1%。 

8.2 制度 

8.2.1 具有粉尘、毒物作业的煤层气开采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防尘、防毒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

任制、操作规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定期体检制度、粉尘、毒物作业场所检测制度、运行记录、个

人防护用品发放使用记录、防尘、防毒设施的维修保养和定期检测检验制度、毒性物质存储、领取制

度等。 

8.2.2 建立健全接触粉尘、毒物作业的职工上岗前和定期的防尘、防毒安全卫生知识、安全卫生法规

制度的宣传教育、技术培训制度和检查考核制度。 

8.2.3 应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毒物危害进行辨识和评价，明确所有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

工艺过程、设备及原（辅）料、中间产品、副产品，并建立职业卫生档案。 

8.2.4 煤层气开采企业每二年至少一次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粉尘、毒物危害辨识和评价。在作业场所、

工艺过程、设备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开展辨识评价工作。 

8.2.5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建立岗位作业补贴制度。 

8.2.6 防尘防毒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煤层气开采企业防尘、防毒管理的监督 

8.2.7 防尘防毒管理部门每年应至少一次对接触尘毒作业的防尘防毒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进行检查。

督促不符合防尘防毒要求的企业及时整改。 

8.3 教育与培训 

8.3.1 煤层气开采企业应定期对全体职工进行针对性的防尘防毒教育培训，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防尘、

防毒知识技能再教育和考核。 

8.3.2 接触粉尘、毒物作业的工作人员上岗、换岗前应经过安全教育和防尘、防毒知识技能培训，经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8.3.3 接触粉尘、毒物作业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被明确告知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危害性，并在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中体现告知的内容。 

8.4 体检 

8.4.1 作业人员调入接触尘毒作业岗位前应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在岗期间按规

定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离岗时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有职业禁忌症者调离相关作业岗位。 

8.4.2 已被诊断为职业病的接触尘毒作业人员应及时进行治疗和定期复查，并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置。 

9 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9.1 接触粉尘、毒物作业岗位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说明有毒物质种类、危害性、检查结果、预防措施和

应急处理措施的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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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接触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应具备现场快速、简易的急救能力。 

9.3 产生粉尘、毒物的作业场所、过程、设备，应针对可能发生的中毒事故，按 AQ/T 9002的要求制

定专项应急预案；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应设置相应事故防范和应急救援相配套的设备、

设施，并应留有应急通道。 

9.4 煤层气开采企业制定的各种事故应急预案中应明确规定相应的防尘、防毒设备及措施。特别是火

灾、爆炸和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应急预案中应明确防尘、防毒措施。 

9.5 易发生中毒和窒息伤害的作业场所应配备应急药品，清洗装置、空气呼吸器等设备和器材。 

9.6 煤层气开采企业应建立防治尘毒危害的急救站，或在原有急救站的基础上增加防治尘毒危害的设

施、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