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煤矿冲击地压源头治理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764 号 

科技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有关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

察局： 

近年来，煤矿冲击地压事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山东能源龙郓煤业“10.20”事故损失惨

重、教训深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多次做出重

要批示，要求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研究冲击地压灾害源头治理措施，加快灾

害隐患突出矿井淘汰关闭。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有

效遏制煤矿冲击地压事故，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 

我国煤炭资源禀赋复杂，以井工开采为主，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灾害威胁严重。多

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冲击地压防治工作，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基础，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现场管理经验。但随着煤矿开采深度增加和煤炭开发强度加大，冲击地压灾害逐步升

级，且与其他灾害耦合叠加，防治难度进一步加大。全国现有冲击地压矿井产能约 4 亿

吨/年，三分之二分布在煤炭净调入省份，在保障当地煤炭供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防

治冲击地压灾害，既是煤矿安全生产领域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也是保障能源和原料供

应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各产煤地区和有关煤矿企业要突出主动防范，强化源头治理，

不断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二、准确把握冲击地压源头治理总体要求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要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矿工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坚决遏制煤矿冲击地压

重特大事故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科学施策，积极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一是超前预防、源头管控。把防治冲击地压贯穿于勘探、规划、设计、建设和生产

管理各环节，全过程防范事故风险。二是科技支撑、创新驱动。系统探究冲击地压致灾

机理，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示范工程建设，推动科技、人才和管理创新。三是统筹兼

顾、系统治理。统筹推进煤矿冲击地压、瓦斯、水害等重大灾害防治，增强矿井整体防



灾治灾能力。四是分类处置、整体推进。强化综合施策与因矿施策相结合，加强政策配

套和投入保障。 

三、严格控制新建冲击地压矿井 

严把煤矿建设关口，最大限度减少新增冲击地压矿井。能源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规划导

向约束作用，优化生产开发布局，科学划分矿区和井田范围，合理安排矿区矿井建设规

模和开发时序，降低开采条件复杂矿区煤炭开发强度。各级煤矿项目核准机关要严格执

行采深限制规定，不再核准第一水平采深超过 1000 米的新建矿井，采深超过 1200 米的

改扩建大中型矿井、超过 600 米的新建（改扩建）其它矿井。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

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新建、改扩建矿井，凡采深超过限制规定的，一律停止建设。煤

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煤矿项目建设期间冲击

倾向性评估、鉴定及危险性评价工作的监管，对未在开工前或建设期间达到有关工作要

求的项目，不得审批相关设计，项目不得开展联合试运转，不得通过安全设施验收、转

入正式生产。经评估、鉴定或评价煤层具有冲击危险性的新建矿井，煤矿企业要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建成后生产规模不得超过 800 万吨/年，不得核增产能。 

四、分类处置存量冲击地压矿井 

国家煤矿安监局牵头，组织各地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全国正常生产建设的冲击地

压矿井等高风险煤矿逐矿开展安全“体检”式重点监察，形成“体检”报告，列出问题

清单，按照限产、停产、关闭的原则于 201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类处置意见，并督促各地

组织落实。一是限产减人，经论证具备灾害防治能力且治理到位的，减少单班入井人

数，适当调减产能规模，其中开采深度超千米的冲击地压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产能核减

20%；二是停产整改，对冲击地压治理措施不到位，不能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立即停

产整改，整改到位后方可恢复生产；三是彻底关闭，对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治理

的，停而不整以及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2019 年底前依法淘汰退出。国家煤

矿安监局牵头，全面清理冲击地压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产能，违规核增能力的矿井

一律恢复到核增前产能。 

五、加快推进落后产能淘汰退出 

国家能源局牵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监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

部门，组织各产煤地区按照先立后破的原则，通过严格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换退

出一批、改造升级提升一批，进一步压减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力争到 2021 年底，



全国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减少至 800 处以内。一是通过严格安全环保质量标准等措

施，加快关闭退出不达标煤矿。其中，2019 年基本退出以下煤矿：晋陕蒙宁等 4 个地区

30 万吨/年以下、冀辽吉黑苏皖鲁豫甘青新等 11 个地区 15 万吨/年以下、其它地区 9 万

吨/年及以下的煤矿；长期停产停建的 30 万吨/年以下“僵尸企业”煤矿；30 万吨/年以

下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严重煤矿。属于满足林区、边远山区居民生活用煤需

要或承担特殊供应任务，且符合资源、环保、安全、技术、能耗等标准的煤矿，经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暂时保留或推迟退出。二是以华北、西北、西南、“两湖一江”

（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及黑龙江为重点，引导退出资源条件差、竞争力弱的小煤

矿。三是支持剩余资源多、安全保障程度较高的煤矿改造提升至 30 万吨/年及以上。国

家能源局继续实施煤炭产能置换，稳妥有序核准建设先进产能煤矿，调动灾害严重和落

后煤矿关闭退出积极性。 

六、强化冲击地压防治科技支撑和投入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支持建设冲击地压防治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完善技术支

撑体系。科技部、财政部在国家科技计划中统筹安排，鼓励引导煤矿企业与科研院所，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冲击地压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冲击地压监测预警、

煤矿智能化开采等技术装备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会同应急管理部、国家

煤矿安监局进一步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煤矿安全技术改造和冲击地

压等重大灾害治理。煤矿安监、行业管理部门监督指导煤矿企业严格按政策规定足额提

取、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保障冲击地压防治资金投入。 

七、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煤矿企业是冲击地压防治的责任主体，要健全工作责任制，加强机制、组织、人才和投

入保障，制定并落实冲击地压危险性预测、监测预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

护、职工培训、应急处置等综合性防治措施；加强现有冲击地压矿井补充地质勘探，摸

清地质构造与地应力分布情况，优化矿井开拓布局和采掘布置，避免采场应力集中；优

化井下劳动组织，大力推动“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入井人数能减尽减，从根本

上防止群死群伤。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冲击地压防治法规与标准规范，

依法开展安全监管监察，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工

作，开展安全培训整治活动，严把人员准入门槛；强化执法检查，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的地方和企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各产煤地区要按照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明确细化并抓紧落实各项

任务，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前将任务落实和工作成效报送至国家能源

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及时协

调解决煤矿冲击地压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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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煤炭司 李翔 010-68555973 68555097（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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