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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带班人员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安

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煤矿

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况及

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权予带班人员 12 项遇险处置权

如下：

带班人员在带班期间接到险情汇报或带班过程中发现涉及

以下紧急情况时，不需请示领导，有权下达某个生产区域或整个

矿井停止生产，撤离作业人员的命令，然后再按规定汇报。

一、发生瓦斯、煤尘、水灾、火灾事故。

二、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

涌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三、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

掘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

器、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

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

有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五、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

破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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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七、发现有煤层变湿、挂红、底鼓、淋水加大（含砂）等透

水、突水、溃水征兆；井下探（放）积水位置、积水量等情况不

明的老空水，涌水量超过采区、工作面排水系统能力；暴雨、洪

水等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一级）、橙色（二级）的；井田

及周边地面积水水坑水位突然下降并馈入井下的。

八、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

力现象的。

九、采掘等作业场所出现大面积冒顶征兆，当场难以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冒落。

十、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保证矿井通风、提升、排水等

安全设备运行。

十一、两回路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煤矿，遇

雷雨、台风、暴雪等预警等级橙色及以上的极端天气，必须及时

撤出井下作业人员；因检修、维护等工作需要，矿井有计划单回

路供电的，要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控制下井人数，不得进行石

门揭煤、突出煤层掘进、探放水等特殊作业；因故障导致矿井单

回路供电的，必须及时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十二、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带班人员正确行使以上十二项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

害，事后，任何领导不得追究带班人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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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班队长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方针，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明确班队长权利。班队长作为现场应急处置的第一执行人，享有

现场遇险处置权，结合矿井实际情况，现对班队长进行授权:

一、授权内容

（一）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时有权拒绝开工、停止作业。

（二）遇到险情时在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令的直接决策

权和指挥权。

（三）凡涉及下例险情之一的,班队长有权现场应急处置 ：

1.发生瓦斯、煤尘、水灾、火灾事故。

2.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涌

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3.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掘

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器、

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作面

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4.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有

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5.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破

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6.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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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现有煤层变湿、挂红、底鼓、淋水加大（含砂）等透水、

突水、溃水征兆；井下探（放）积水位置、积水量等情况不明的

老空水，涌水量超过采区、工作面排水系统能力；暴雨、洪水等

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一级）、橙色（二级）的；井田及周

边地面积水水坑水位突然下降并馈入井下的。

8.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

现象的。

9.采掘等作业场所出现大面积冒顶征兆，当场难以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冒落。

10.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保证矿井通风、提升、排水等

安全设备运行。

11.两回路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煤矿，遇雷

雨、台风、暴雪等预警等级橙色及以上的极端天气，必须及时撤

出井下作业人员；因检修、维护等工作需要，矿井有计划单回路

供电的，要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控制下井人数，不得进行石门

揭煤、突出煤层掘进、探放水等特殊作业；因故障导致矿井单回

路供电的，必须及时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12.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四）其它规定

1.被授权的班队长应严格履行授权职责，发现影响矿井安全

生产的各类险情时，有权利立即向作业现场各岗位下达停产撤人

的命令，并及时汇报调度指挥中心。

2.被授权的班队长行使授权职责时，不受任何领导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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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班队长正确行使以上授权权利后，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

害，事后，在事故调查、追踪、处理中不承担任何责任。

3. 井下所有人员接到被授权班队长的撤人命令后，必须无

条件服从命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抗。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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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调度员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

煤矿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

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权予值班调度员 12 项遇险

处置权如下：

调度员值班期间接到险情汇报发现涉及以下紧急情况时，

不需请示领导，有权下达某个生产区域或整个矿井停止生产，撤

离作业人员的命令，然后再按规定汇报。

一、发生瓦斯、煤尘、水灾、火灾事故。

二、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

涌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三、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

掘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

器、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

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

有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五、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

破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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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七、发现有煤层变湿、挂红、底鼓、淋水加大（含砂）等透

水、突水、溃水征兆；井下探（放）积水位置、积水量等情况不

明的老空水，涌水量超过采区、工作面排水系统能力；暴雨、洪

水等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一级）、橙色（二级）的；井田

及周边地面积水水坑水位突然下降并馈入井下的。

八、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

力现象的。

九、采掘等作业场所出现大面积冒顶征兆，当场难以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冒落。

十、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保证矿井通风、提升、排水等

安全设备运行。

十一、两回路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煤矿，遇

雷雨、台风、暴雪等预警等级橙色及以上的极端天气，必须及时

撤出井下作业人员；因检修、维护等工作需要，矿井有计划单回

路供电的，要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控制下井人数，不得进行石

门揭煤、突出煤层掘进、探放水等特殊作业；因故障导致矿井单

回路供电的，必须及时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十二、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值班调度人员正确行使以上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害，

事后，任何领导不得追究值班调度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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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检员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

煤矿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

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权予安检员 12 项遇险处置

权如下：

安检员入井期间接到险情汇报发现涉及以下紧急情况时，

不需请示领导，有权下达某个生产区域或整个矿井停止生产，撤

离作业人员的命令，然后再按规定汇报。

一、发生瓦斯、煤尘、水灾、火灾事故。

二、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

涌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三、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

掘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

器、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

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

有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五、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

破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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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七、发现有煤层变湿、挂红、底鼓、淋水加大（含砂）等透

水、突水、溃水征兆；井下探（放）积水位置、积水量等情况不

明的老空水，涌水量超过采区、工作面排水系统能力；暴雨、洪

水等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一级）、橙色（二级）的；井田

及周边地面积水水坑水位突然下降并馈入井下的。

八、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

力现象的；

九、采掘等作业场所出现大面积冒顶征兆，当场难以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冒落。

十、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保证矿井通风、提升、排水等

安全设备运行。

十一、两回路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煤矿，遇

雷雨、台风、暴雪等预警等级橙色及以上的极端天气，必须及时

撤出井下作业人员；因检修、维护等工作需要，矿井有计划单回

路供电的，要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控制下井人数，不得进行石

门揭煤、突出煤层掘进、探放水等特殊作业；因故障导致矿井单

回路供电的，必须及时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十二、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安检员正确行使以上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害，事后，

任何领导不得追究安检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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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瓦检员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

煤矿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

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权予瓦检员 7 项遇险处置权

如下：

瓦检员现场发现涉及以下紧急情况时，不需请示领导，有

权下达某个生产区域或整个矿井停止生产，撤离作业人员的命

令，然后再按规定汇报。

一、发生瓦斯、煤尘、火灾事故。

二、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

涌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三、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

掘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

器、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

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

有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五、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

破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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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七、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瓦检员正确行使以上各项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害，事

后，任何领导不得追究瓦检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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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防冲员遇险处置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

《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

煤矿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

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防治煤矿冲击

地压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

权予防冲员 5 项遇险处置权如下：

防冲员现场发现涉及以下紧急情况时，不需请示领导，有

权下达某个生产区域或整个矿井停止生产，撤离作业人员的命

令，然后再按规定汇报。

一、巷道突然发生剧烈破坏的动力显现，同时伴有煤（岩）

体瞬间位移、抛出、巨响及气浪等现象时。

二、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

力现象；巷道频繁掉渣，矿压显现明显，短时间内变形严重。

三、作业地点“煤炮”声频繁、并伴随大量锚杆锚索断裂。

四、钻屑量检验超出预警值。

五、在线应力监测连续两组及以上达到红色预警值。

防冲员正确行使以上各项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害，事

后，任何领导不得追究防冲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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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现场作业人员紧急避险权授权书

为预防煤矿重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根据《安

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煤矿

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事故征兆等紧急情况及

时撤人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26 号）、《防治煤矿冲击地压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矿井实际，特授权予

现场作业人员紧急避险权如下：

（一）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时有权拒绝开工、停止作业。

（二）发现险情或接到撤人命令时，有权在第一时间撤离生

产区域或升井。

（三）凡涉及下例险情之一的,现场作业人员有权停止作业

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

1.发生瓦斯、煤尘、水灾、火灾事故。

2.发生明显响煤炮声，喷孔、顶钻，煤壁外鼓掉渣，瓦斯涌

出持续增大或者忽大忽小，煤尘增大等突出征兆。

3.采掘工作面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H4浓度达到 1.5%；采掘

工作面回风流中、采区回风流中 CH4浓度达到 1.0%( CH4传感器、

便携仪、光学瓦斯检测仪三者不一致时取最大值)；采掘工作面

风流中和钻孔施工处 CO2浓度达到 1.5%。

4.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同一采区和相邻采区有

两个及以上瓦斯传感器报警或显示负值。

5.矿井主要通风机或局部通风机停止运转;通风系统遭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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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不能保证正常通风。

6.发生明火，现场火势不能控制；出现自然发火征兆。

7.发现有煤层变湿、挂红、底鼓、淋水加大（含砂）等透水、

突水、溃水征兆；井下探（放）积水位置、积水量等情况不明的

老空水，涌水量超过采区、工作面排水系统能力；暴雨、洪水等

自然灾害预警等级为红色（一级）、橙色（二级）的；井田及周

边地面积水水坑水位突然下降并馈入井下的。

8.出现强烈震动、巨响、瞬间底（帮）鼓、煤岩弹射等动力

现象的。

9.采掘等作业场所出现大面积冒顶征兆，当场难以采取有效

措施防止冒落。

10.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不能保证矿井通风、提升、排水等

安全设备运行。

11.两回路电源引自同一区域变电所不同母线的煤矿，遇雷

雨、台风、暴雪等预警等级橙色及以上的极端天气，必须及时撤

出井下作业人员；因检修、维护等工作需要，矿井有计划单回路

供电的，要制定专门的安全措施，控制下井人数，不得进行石门

揭煤、突出煤层掘进、探放水等特殊作业；因故障导致矿井单回

路供电的，必须及时撤出井下作业人员。

12.其他可能危及井下作业人员安全的紧急情况。

现场作业人员正确行使以上各项授权，无论现场是否发生灾

害，事后，任何领导不得追究现场作业人员的责任。

授权人（董事长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