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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5日 23时 40分，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 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 3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509.2万元。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

黄玉治，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省长周乃翔、时任常务副省长王

书坚相继作出批示，要求加强现场指挥，科学施救，严防发生次

生灾害；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切实排查风险隐患，

堵塞漏洞，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副省长凌文现场统筹指挥救

援工作。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东局（以下简称山东局），山东

省应急管理厅、能源局，泰安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组织指导救援。经全力搜救，至 6 月 7 日 21 时 41

分，4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1人生还，3人遇难（其中 1 人于 6

月 8 日 8 时 31分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22 年 6月 8 日，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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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局组织泰安市能源局、应急管理

局、公安局、总工会等有关部门，成立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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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顶板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

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和综合组，聘请 3名

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根据有关规定邀请泰安市纪委监

委派员介入事故调查过程。 

按照省委书记李干杰同志批示要求，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会

同省应急管理厅、自然资源厅、能源局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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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证、技术认定、综

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

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类别，对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明

确了事故责任单位和事故责任人员及其相应责任，泰安市纪委监

委对其管辖权限内的事故责任人员提出了追责问责意见，事故调

查组依据职责对其他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了处理处罚

决定、建议，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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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明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兴集团）为新泰市

国有独资公司，2009 年 5月注册成立，在册职工 3129人，生产

矿井 3处，核定生产能力 125 万 t/a。 

（二）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 

1.矿井概况 

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羊泉煤矿）隶属于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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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为国有独资企业，位于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境内，在册职

工 722 人，井田面积 2.9127km
2
。矿井 1991 年 6 月开工建设，

1995 年 9月投产，设计生产能力 15 万 t/a。2014年矿井技术改

造，同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40 万 t/a，2020 年 8 月核定生产能力

为 30 万 t/a。2021 年原煤产量 20.02 万吨，2022年 1-5月原煤

产量 6.66万吨。 

2.证照情况 

（1）采矿许可证证号：C3700002010051120064017，有效期：

2021 年 1月 18日至 2026 年 1月 18 日。 

（2）安全生产许可证证号：（鲁）MK 安许证字〔2005〕2-120，

有效期：2022 年 5 月 8 日至 2025年 5 月 7 日。 

（3）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8696327252，

有效期：长期。 

（4）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

格证明编号：370982197305055571，有效期：2019 年 8 月 6 日

至 2022年 8 月 6日。 

3.开采煤层及开采技术条件 

（1）开采煤层及顶底板情况。矿井现主要开采 2煤、4煤、

11煤，矿井保有资源储量 1760.92万吨，可采储量 253.18万吨。

事故发生在 2 煤 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2 煤厚约 2.3m，直接

顶为灰色粉砂岩，厚约 2.24m，基本顶为细砂岩，厚约 6.15m,直

接底为粉砂岩，厚约 0.8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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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斯等级。低瓦斯矿井。 

（3）煤尘爆炸性、煤层自燃倾向性。2煤具有煤尘爆炸危险

性，为自燃煤层。 

（4）冲击地压情况。无冲击危险性。 

（5）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地质类型、水文地质类型均为

中等。 

4.矿井生产系统 

（1）开拓开采。矿井采用立井多水平开拓方式，工业广场

内布置主井、副井 2 个井筒，井底车场标高为-204m。有-204m、

-520m两个生产水平，现主要开采 2 煤、4煤、11 煤，采用走向

长壁后退式采煤法，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 

矿井有一采区、二采区、四采区等 3 个生产采区。一采区位

于-204m 水平，二采区、四采区位于-520m 水平。事故发生时，

矿井有 2 个采煤工作面、2 个掘进工作面作业。-520m 水平有 2

个采煤工作面（二采区 21102 综采工作面、四采区 4204 综采工

作面回撤）。-204m 水平有 2 个掘进工作面（矸石仓进风巷、1210

补掘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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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m
3
/min，总

进风量为 2766m
3
/min，总回风量 3268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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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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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运输采用斜巷轨道绞车和架空乘人装置等。 

（4）供电系统。地面设 6kV变电所一座，双回路电源供电，

一回路电源线路引自莲花山 35kV 降压站 6kV 母线段，二回路电

源线路引自泉沟 110kV降压站 6kV 母线段。井下-204m 水平中央

变电所、-520m水平变电所均为双回路供电。 

（5）排水系统。设有-204m 水平中央泵房及水仓、-520m水

平泵房及水仓，采用二级接力排水。二采区、四采区建有采区泵

房及水仓。 

（6）防尘系统。工业广场内建有容量分别为 200m
3
、100m

3
的

静压水池各 1个，供水管路沿主井敷设至井底，供给各用水地点。 

（7）防灭火系统。采用井下移动式 ZBQ25/5 型矿用气动注

浆泵随采随灌采空区，采用 3BZ36/3.5型阻化剂泵向采空区喷洒

阻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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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风管路

沿主井敷设至井底，供给各用风地点。 

（2）供水施救系统。工业广场内建有容量分别为200m
3
、100m

3

的静压水池各 1个，主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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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安装了 KJ83x（A）型煤矿安全监

控系统，配备监控主机、备机各 1 台，安装甲烷、温度、风速等

各类监测监控传感器 174 个，实时监测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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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安装了 KJ236D（B）型人员位置监

测系统，井下主要生产作业地点设 23 个基站，对井下人员实行

动态监测。 

（5）通信联络系统。安装了 JSY2000-08 型数字程控调度机

和 KXY21 型矿用智能广播系统。 

（6）紧急避险系统。井下-520m 水平四采区轨道下山布置

1 个永久避险硐室，容纳 100人。 

6.劳动组织 

矿井在册职工 722 人，劳动组织实行“三八制”。矿井制定

了劳动定员文件，单班作业人数限员 80人。  

7.安全生产机构及人员 

矿井设有调度室、安全科、技术科、通防科、设备科、考核

办、监控站、职教科等安全生产职能科室。 

矿井设矿长 1 名、书记 1 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5 名，其

中，安全总监（安全副矿长）1 名、生产副矿长 1 名、机电副矿

长 1 名、总工程师 1 名，副总工程师 2名。 

8.救护协议签订情况 

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护二大队签订了救护协议，

配备 9名兼职救护队员。 

二、地方政府监管部门职责 

（一）新泰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能源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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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泰市能源发展中心“三定”方案①、新泰市发展和改

革局（以下简称市发改局）的行政执法委托②和新泰市发改局党

组成员工作分工，市能源发展中心是市发改局所属公益一类正科

级事业单位，挂新泰市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中心牌子，承担全市煤

炭工业的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及资源开发的技术指导工作，指导

煤矿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受市发改局委托协助开展煤矿安

全日常性执法检查，协助煤矿驻矿督查及驻矿督查员的管理、考

核。 

（二）新泰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能源局） 

按照新泰市发改局“三定”方案③，新泰市发改局加挂市能

源局牌子，内设能源科（挂煤炭安全科牌子），承担煤炭行业管

理职责，负责职责范围内全市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根据新泰市委

编办、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泰市安全生产任务分工>的

通知》（新安发〔2021〕10 号），新泰市发改局是市煤炭行业安全

生产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直接监管责任部门④。 

（三）新泰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以下简称市国有资本运营中
                                                   
①2021 年 5 月 26 日，《中共新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新泰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

通知》（新编〔2021〕44 号）第四条：（一）承担全市煤炭工业的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及资源开发的技术指导工

作。（二）指导煤矿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等工作。指导煤矿矿井关闭、退出工作。做好煤炭行业管理服务工作。

指导实施行业规章、规范和技术标准。（三）受市发展改革局委托，协助开展煤矿安全日常性执法检查，开展专

项整治活动和专项检查。（五）协助煤矿驻矿督查及驻矿督查员的管理、考核。 

②2021 年 4 月 6 日，新泰市发展和改革局与新泰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签订《行政执法委托书》，委托新泰市能源

发展服务中心在新泰市行政区域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执法，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③2019 年 3 月 31 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泰市发展和改革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室字〔2019〕12 号）第四条：（二十四）…依法整顿、关停违法开办和经营的各类煤矿，规范

煤炭安全生产和经营秩序。负责全市煤矿安全监管工作…第五条：（八）能源科（挂煤炭安全科牌子）。…依法整

顿、关停违法开办和经营的各类煤矿，规范煤炭安全生产和经营秩序。负责职责范围内煤矿安全监管工作。 

④2021 年 10 月 13 日，新泰市委编办、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泰市安全生产任务分工>的通知》（新安发

〔2021〕10 号）“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行业安全直接监管责任部门均为市发展改革局（市

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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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根据新泰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三定”方案①，市国有资本

运营中心对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按照管理权限

的法定程序任免企业领导人员。落实《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

制规定》(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46 号)②的有关职责。 

三、上级公司、有关部门对羊泉煤矿开展检查执法情况 

（一）明兴集团 

2022年1-5月份，明兴集团对羊泉煤矿开展安全检查42次，

查出问题 774 条；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5 次，查出问题 633 条。

罚款共计 1.64万元。 

（二）市能源发展中心 

1.监管执法情况 

2022 年 1-5 月份，市能源发展中心对羊泉煤矿开展安全执

法检查 9 次，查出问题 120条，行政罚款共计 8万元。 

2.驻矿盯守情况 

市能源发展中心安排 4 名驻矿督查员驻矿盯守，2022 年以

来共完成监管日志 156份，提出问题 382 条。下达督查意见书 18

份，查出问题 53条。 
                                                   
①2021 年 5 月 26 日，《中共新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新泰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

知》（新编〔2021〕16）第四条 主要职责是：（二）根据市政府制授权，对市属经营性企业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

责，承担授权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六）推进授权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

管理权限的法定程序任免相关企业领导人员，承担权限范围内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②《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负责指导督促国家出资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加

强安全生产管理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督促国家出资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和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企业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业绩考核；（三）组织或者参与开展国家出资

企业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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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安市能源局 

2022 年 1-5月份，泰安市能源局对羊泉煤矿开展安全检查 2

次。其中，3 月 15 日-17 日，按照监管执法计划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检查，查出问题 24 条，风险提醒 4 条，提出建议

2 条，行政罚款 12.5 万元；5 月 20 日，开展安全生产突击夜查，

查出问题 7条，行政罚款 3万元。 

（四）山东局监察执法二处 

2022 年 1-5 月份，山东局执法二处按照执法计划对羊泉煤

矿开展安全监察 2 次，行政罚款 28 万元。其中，1 月 19 日-21

日现场检查查出问题 26条，行政罚款 13万元；5月 16 日-19日

现场检查查出问题 48 条，行政罚款 15 万元。另外，2 月 5 日、

3 月 10 日、4 月 3 日远程监察查出问题 5 条。  

四、事故地点基本情况 

（一）一采区概况 

一采区东至矿井边界断层，西至工业广场保护煤柱，南至 F14

断层，北至 F12、FY-1断层。一采区 2 煤已于 1994年 9 月-1998

年 8 月回采结束，仅剩余-204m 水平 2 煤大巷和一采区 2煤下山

保护煤柱以及边角煤柱。2020 年 3 月，矿井编制了《一采区 2煤

1210、1211、1212工作面开采设计说明书》，共设计 1210、1211、

1212 等 3 个煤柱回收工作面，采用走向或倾斜长壁采煤法，综

采工艺，泵送矸石充填法管理顶板，工作面采深 335m-480m，倾

角 13°，平均厚度 2.3m，可采储量 12.45 万吨。该采区 4 煤、



 

- 10 - 

 

11 煤已开采完毕。 

（二）1210补掘巷掘进工作面概况 

1.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基本情况 

1210补掘巷（煤巷）位于一采区 2 煤 1206、1208回采工作

面残留煤柱内。矿井有多套 2 煤采掘工程平面图，标注的 1206

回采工作面停采线、1208 回采工作面停采线不一致。1210 补掘

巷掘进工作面施工未编制作业规程。施工现场与 5月 7 日编制的

《1210 补掘巷的安全技术措施》巷道位置不符，与 5 月 26日向

市能源发展中心报备资料中 1210 补掘巷位置不符。见图 1、图

2、图 3、图 4。 

 

图 1  羊泉煤矿上报的采掘工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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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羊泉煤矿使用的采掘工程平面图 

 

图 3  羊泉煤矿向新泰市能源发展中心报备 1210 补掘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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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10 补掘巷的安全技术措施》1210 补掘巷位置图 

2.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地质条件及周围采空区、老巷情况 

该区域为 1206回采工作面、1208回采工作面残留孤岛煤柱，

1206 回采工作面于 1996 年 7 月停采，1208 回采工作面于 1997

年 12 月停采，下伏 4 煤、11煤已开采完毕。 

2 煤为稳定煤层，结构简单；煤岩层倾角 10°～14°,平均

13°。羊泉煤矿自 2020年 11月以来在该残留孤岛煤柱内（事故

区域），以探煤和存放矸石的名义施工 1210 探煤巷、“矸石硐”

①
等 12 条巷道（见图 5），总长度达 224.86m，产煤 2593 吨。 

                                                   
①矸石硐：羊泉煤矿设计施工长度不超过 5m 的煤巷硐室,用来存放维修巷道产生的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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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平面图（事故发生后实测） 

3.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施工情况 

1210 补掘巷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在 1210 运输巷 9#测点以

外 6m 位置开门施工，平巷段（第一段）按方位 139°沿 2 煤顶

板掘进 40m 处揭露一老巷，继续掘进 14m 揭露 1208 回采工作面

采空区，掘进一区三队在未采取安全措施、未向矿领导及技术管

理部门报告、未经测量定位定向的情况下，该队负责人杨文玉擅

自决定从迎头退回 6m，向右帮方向调向开门，沿 2 煤顶板掘进

上山段（第二段）（事故后实测巷道方位 261°、坡度 10°），事

故发生时第二段已经掘进 14.4m（见图 5）。 

1210 补掘巷第二段调向开门时，沿右侧原一条探煤巷留设

煤柱 5m，随巷道向前掘进，迎头与老巷之间的煤柱逐渐变小，当

掘进至 14.4m时，巷道右帮煤壁垮落与 2020 年 11 月施工的老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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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透，迎头巷道跨度由 3.2m 扩大至 6m。第二段掘进过程中，杨

文玉专门安排只施工顶板锚杆，在右帮靠近老巷侧支设 6棵单体

液压支柱（排距 1.5m），未按规定施工两帮锚杆和顶板锚索。事

故当班（6月 5日夜班）第一循环爆破后，迎头只采取前探梁临

时支护措施，就开始出煤，未进行永久支护。 

4.1210 补掘巷施工工艺及巷道支护 

1210补掘巷掘进工作面采用炮掘工艺。巷道断面为梯形，净

宽 3.2m，净高 2.2m，掘进断面 7.82m
2
，净断面 7.04m

2
。临时支

护采用前探梁支护，前探梁选用 2 根长 4.0m 的矩形无缝钢管，

配合 3根槽钢托梁及紧固器。永久支护采用锚网索支护，顶板选

用 Ф20×2200mm 矿用等强度全螺纹钢锚杆，配合钢筋经纬网支

护，锚杆间、排距为 900mm；正常顶板，每隔 4.5m在巷道中心施

工 1 根 Ф17.8×6000mm 钢绞线锚索，配合长度 400mm 工字钢托

盘加强支护，锚索随掘进随施工，距迎头不大于 6m；两帮选用

Ф18×1800mm 矿用等强度全螺纹钢锚杆，配合钢筋梯压铁丝网

支护，锚杆间、排距为 900mm，第一根锚杆距肩窝 300mm 打设，

向下按间距 900mm 打设。每根锚杆均使用 2 支 MSK2830 型树脂锚

固剂锚固，每根锚索使用 5支 MSK2830型树脂锚固剂锚固（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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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210补掘巷巷道支护断面图 

五、事故经过和应急救援过程 

（一）事故经过 

2022 年 6月 5 日 21 时，掘进一区三队负责人杨文玉主持召

开班前会，当班出勤 14 人。当班班长庄元芳安排具体工作，曹

西营负责检查加固巷道支护，庄元芳、李因旺、李因东负责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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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西营负责开迎头第一部刮板输送机，张淑东、李长亮负责开第

二部、第三部刮板输送机。霍宗富、房立合、霍志财负责延伸刮

板输送机，李长亮、尹承水、张淑东、王传瑞、秦成宝负责运料，

赵振敏、付顺东负责检查维护运输设备。 

21 时 30 分左右，掘进一区三队夜班人员下井，21 时 50 分

左右到达 1210 补掘巷迎头开始打眼，22 时 50 分爆破工赵振敏

放完炮，23 时庄元芳、李因旺、李因东使用前探梁进行临时支

护、洒水防尘，23 时 20 分开始出煤，出煤约 10 分钟后，张淑东

发现第二部刮板输送机拉不动了，沿着刮板输送机向里查看，发

现老巷及老巷口以里的补掘巷整体冒顶，立即向外跑，跑至第三

部刮板输送机头处，告诉第三部刮板输送机司机李长亮里面冒顶

了，在此处的盯班安检员张同新听到后立即向外跑，在 1210 轨

道巷遇见安全科带班科长李传海，向其汇报冒顶情况。23 时 40

分，李传海向调度室电话报告 1210 补掘巷冒顶，有人被堵在里

面。 

（二）事故救援过程 

事故发生后，新泰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应急救援指挥

部，紧急召集救援队伍，调集救援装备物资，组织现场救援。 

在副省长凌文、山东局及各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救援指挥部

调集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护一大队、二大队，泰安市消

防救援支队、新泰市消防救援大队等 4支应急救援队伍，共 1000

余人次参与了抢险救援。救援期间，各级领导亲临一线，靠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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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各级救护指战员积极救援。6 月 7 日 21 时 41 分，最后一名

被困人员救出，抢险救援结束。 

救援过程中，施工救援导硐 45m，加固巷道 30m，使用木料

15m
3
，支设木垛 3 个，架设抬棚 56 架，支设单体液压支柱 150

棵。清理矸石 140 m
3
。 

（三）事故信息报告  

6 月 5 日 23:40，安全科带班科长李传海通过井下电话向矿

调度室报告 1210补掘巷掘进工作面发生冒顶。 

矿调度室值班主任陈振明接到李传海电话后，立即向矿长王

安超报告。 

6 月 6 日 0:38，陈振明向明兴集团安监处报告。 

1:32,矿长王安超向新泰市能源发展中心调度室报告。 

1:34,矿长王安超向泰安市能源局报告。 

1:40，矿长王安超向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矿山救护二大队

请求救援。 

1:48,矿长王安超向山东局报告。 

事故发生后，羊泉煤矿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①
规定时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事故，属于迟报。 

（四）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①《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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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新泰市委市政府组成专门工作组，开展遇难矿

工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2022 年 6 月 14 日，3 名遇难矿工善后

事宜处理完毕。 

六、事故现场勘查及基本要素认定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羊泉煤矿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在一采区 1206、1208 回采

工作面残留煤柱内（事故区域），以探煤名义施工 12条“探煤巷”，

总长度达 224.86m。2022 年 2-3 月份，设计 3 条 5m 长的“矸石

硐”，以存放矸石名义随意超设计长度、宽度施工出煤（最大超

长 25.2m、超宽 2.4m），实际均未充填矸石。 

1210 补掘巷外段顶板完整，无明显下沉现象，煤壁完整，无

明显片帮现象。现场对 1210 补掘巷 12 棵锚杆进行预紧力检查，

有 9 棵锚杆预紧力达不到要求，现场支护强度不足。 

冒顶区域为 1210 补掘巷平巷段、上山段（第二段）以及与

1210 补掘巷临近的 2 段老巷道。其中 1210 补掘巷平巷段冒落长

度 8m、冒落范围为揭露老巷处至 1210 补掘巷上山段开门口处，

1210 补掘巷上山段（第二段）冒落长度 14.4m，与 1210 补掘巷

临近的 2 段老巷道共冒落 9m（其中一段长度 6m，另外一段长度

3m）。冒顶区域冒落巷道总长度 31.4m，总面积约 100m2，冒落

矸石总量约 258m3。迎头刮板输送机、气动锚杆钻机及现场工具

被掩埋。 

锚杆、锚索与顶部岩体一起整体冒落，冒落矸石成层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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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顶板离层整体垮落（见图 7、图 8、图 9、图 10、图 11）。 

事故现场巷道外部存放的锚杆有两种，规格分别为 Ф18×

1800mm、Ф20×2200mm。 

 

图 7  事故被困人员位置分布示意图 

 

图 8  事故现场照片（导硐右侧冒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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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事故现场照片（假矸石硐、假密闭） 

 

图 10  事故区域现场勘查实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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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事故区域救援导硐施工情况示意图 

（二）事故基本要素认定 

1.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2 年 6月 5 日 23 时 40分。 

2.事故发生地点 

冒顶区域位于 1210 补掘巷平巷段、上山段（第二段）以及

与 1210补掘巷临近的 2段老巷道。 

七、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矿井无作业规程组织 1210补掘巷掘进工作面施工，1210补

掘巷揭露采空区后，未经现场勘查、技术会审、测量部门定位定

向，掘进一区三队擅自确定开门点位置、调向施工，盲目揭露老

巷道，造成巷道断面跨度增大（由 3.2m增加到 6m），未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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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方式及支护参数加强支护，违章安排不施工帮部锚杆和顶板

锚索，爆破作业后迎头未进行永久支护，空顶空帮作业，巷道支

护强度不足，顶板岩石离层失稳，整体垮塌冒落，导致事故发生。 

（二）事故间接原因 

1.违法违规组织生产。羊泉煤矿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巷道

式采煤”工艺擅自开采 1206、1208 回采工作面残留孤岛煤柱，

2020 年 11 月以来，擅自施工 12 条“探煤巷”“假矸石硐”，胡挖

滥采，随意超设计长度、宽度施工出煤，总长度达 224.86m。验

收部门对掘进一区三队不按设计施工的探煤巷、“假矸石硐”等

井巷工程，均按正常劳动定额给予验收结算，变相鼓励区队胡挖

滥采行为。现场未落实《1210 补掘巷的安全技术措施》“先探后

掘”的规定，多次无安全措施揭露采空区及老巷。 

2.蓄意逃避监管监察。绘制多套图纸应付检查，1206、1208

回采工作面停采线、1210 探煤巷、“假矸石硐”等未如实填图。

羊泉煤矿 2022 年 2-3 月，在施工 3 条“假矸石硐”过程中，采

用“假密闭”、不设瓦斯检查点、不安装安全监控传感器、不安

设人员位置监测系统分站，与监管监察部门打“时间差”，下井

人员不带定位卡和实行“人卡分离”等方式，隐瞒作业地点。上

报“矿山安全生产综合信息系统”的 2煤采掘工程平面图、矿井

通风系统图等与现场实际不符。1210 补掘巷实际施工位置与向

监管部门备案位置不一致。 

3.区队管理无章法，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安全管理体制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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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一区三队挂靠掘进一区，实际上由矿直接管理，不受掘进一

区管理。掘进一区三队只有 2名区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配备

技术人员和质量验收人员，区队管理缺失。揭露采空区和老巷无

安全技术措施，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拒不整改矿安检部门查出

的隐患，组织人员冒险作业。 

4.技术管理虚化弱化。矿井技术管理人员配备不能满足安全

生产需要，全矿负责采煤、掘进、地测、防治水、通防等技术管

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 5名，未对掘进一区三队实施有效的

技术管理和技术指导。未编制 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

即对 1210补掘巷开门放线。1210补掘巷采用锚杆支护，未按规

定对煤巷围岩地质力学进行评估
①
，未按规定对事故巷道进行顶

板离层监测及围岩变形观测
②
。对 1210 补掘巷无作业规程施工、

《1210 补掘巷安全技术措施》与现场严重不符等技术管理问题

故意躲避、不管不问。 

5.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力。1210 补掘

巷掘进工作面位于埋深 456.8m的 1206、1208工作面残留孤岛煤

柱内，周围被多条巷道切割形成非连续煤体，下伏 4 煤、11煤已

开采完毕，巷道施工扰动形成新的应力叠加，未分析周围采空区、

老巷分布情况及顶底板完整性等地质条件，未辨识出可能存在的

应力叠加、顶板离层、水害、自然发火、有毒有害气体以及顶板
                                                   
①《煤矿巷道锚杆支护技术规范》（GB/T 35056-2018）4.1.1 锚杆支护设计前应进行现场调查与巷道围岩地质力

学评估。 

②《煤矿安全规程》（2022 年版）第一百零二条 采用锚杆、锚索、锚喷、锚网喷等支护形式时，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三）…煤巷、半煤岩巷支护必须进行顶板离层监测、并将监测结果记录在牌板上。…第一百零四条 严格

执行敲帮问顶及围岩观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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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垮落等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流于形式，1210 补掘

巷锚索支护滞后、锚杆预紧力不足、联网不合格等事故隐患长期

存在、重复出现，未实现闭环管理。 

6.矿井安全监督检查流于形式。对掘进一区三队长期存在的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行为视而不见，对胡挖滥采行为制止不力。

1210补掘巷掘进工作面自 5月 30日开始施工到事故发生，只有

2 名矿领导到过该作业地点。对掘进一区三队“三违”处罚明显

过轻，2022 年以来全矿 5 个采掘区队“三违”罚款近 10 万元，

掘进一区三队仅处罚 0.5 万元。 

7.安全教育培训缺失。掘进一区三队 2 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明，3名班长未经上

一级煤矿企业组织安全培训，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有的新招录人员只培训 16 学时即独立上岗工作。现场人

员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安全意识、自主保安意识不强。 

8.明兴集团监督管理失控。明兴集团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

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安全总监由总工程师兼任。集团公司只

设置技术处、安监处等 2 个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只配备 9 名安全

技术管理人员。安全监督检查不严不实，对羊泉煤矿擅自开采残

留孤岛煤柱、违规在采空区及老巷周围布置掘进巷道、无作业规

程组织施工、图纸资料造假、隐瞒作业地点等问题监督管理失控。 

9.市能源发展中心安全监管漏管失控。（1）驻矿督查员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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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
①
。未发现羊泉煤矿 1210 补掘巷掘进工作面无作业规程施

工、隐瞒作业地点等违法违规行为。（2）驻矿督查员不具备履职

能力。驻矿督查员尚伟东（站长）、聂树良、陈绪安、纪元亮 4 人

不掌握煤矿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不会查看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对

驻矿督查员基本业务知识不清楚不掌握；只有尚伟东 1 人能看懂

采掘工程平面图，从 2022 年 5 月 1 日 4 人上岗以来，从来没有

查看过羊泉煤矿生产图纸资料。（3）市能源发展中心对驻矿督查

员管理不到位。没有开展驻矿督查员业务能力针对性培训，仅发

放资料由督查员自学代替日常培训。对驻矿督查员监督考核不到

位，仅考核驻矿督查员出勤率，未将驻矿督查员日常驻矿期间工

作计划、工作内容、督查质量等纳入考核范畴。（4）对煤矿报备

的资料审查把关不严。未发现羊泉煤矿报备 1210 补掘巷时提供

的图纸与前期提供的图纸不一致（随意改变 1206、1208 采煤工

作面采空区范围）等情况。（5）市能源发展中心组织所属煤矿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不到位，没有真正汲取同类事故教训，警示教育

走过场。（6）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检查轻处罚。2022 年 1-5 月，

市能源发展中心对羊泉煤矿计划检查 5 次，实际开展执法检查 9

次，发现问题隐患 120 条，仅立案处罚 2 次，行政罚款 8 万元。 

10.市发改局（市能源局）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缺位。煤矿安

全监管体制不理顺，以委托行政执法代替煤炭行业管理和煤矿安

                                                   
①为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全面加强驻矿安全监管工作，新泰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出台了《加强驻矿监管工作

的规定》，由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向监管煤矿派驻驻矿督查站及驻矿督查员，驻矿督查员的职责共十项，主要包括

查“三超”生产、查领导带班下井、查隐瞒作业地点、查监控系统运行、查按设计组织施工、查安全教育培训、查问

题闭环整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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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市发改局仅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市能源发展中心实施，

煤炭行业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职能未委托，实际上市能源发展中

心完全代替市发改局履行煤炭行业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市

发改局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缺位，对市能源发展中心工作监督指导

不到位。 

11.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履行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不到位。

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未落实《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46 号）。（1）未按照国有资产出资人职

责，指导督促明兴集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

准等，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未督促

明兴集团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企业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3）未组织或者参与对明兴集团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督查，督促企业落实各项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措施。 

12.新泰市政府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不力。新泰市政府督

促市发改局（市能源局）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市国有资本运

营中心监督管理责任不力，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山东省安全生产

行政责任制规定》不到位；对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决

策部署落实落地监督指导不力。 

（三）事故类型、等级、性质 

经调查分析认定，该起事故为顶板事故；死亡 3人，属于较

大事故。根据事故原因分析，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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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决定 

根据相关规定，泰安市纪委监委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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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 23 人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开除党籍，撤销

聘任带班区长决定 1 人；开除党籍、政务开除 1人；留党察看二

年、政务撤职 8人；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 2人；政务撤职 1

人；撤销党内职务 1 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 1 人；党内严

重警告（影响期二年）、政务撤职 2 人；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

级，引咎辞职 1 人；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责令辞职 1 人；

党内警告，免去新泰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1 人；政务记

过 1 人；政务警告 1 人；诫勉 1人。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规定，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 2名

事故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22年 6 月 27 日已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责任处理决定 

责成新泰市人民政府向泰安市人民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规定，给予羊泉煤矿警告，并处

行政罚款 315 万元。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个人行政罚款 27.98 万

元。 

行政罚款总计 342.98万元。 

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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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各

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采取有效措施压紧压实政府、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推动制度真正落实，防止执行效力层层衰减。要认真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扎实推进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

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八抓 20 条”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强化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增强“依法办矿、依法管矿”意识，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二）加大监管检查力度，巩固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成效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厉

打击擅自开采保安煤柱、隐瞒作业地点、胡挖滥采、以掘代采、

提供虚假图纸资料等违法违规行为。以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为主线，巩固提升工作成效，找差距、补短板，推动实现安全

生产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从根本

上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强化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提高安全预控能力 

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提高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常态化开展风险辨识工

作，全面、系统地辨识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

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分级、分类、分专业落实管控责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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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一步

完善闭环管理机制，规范隐患的排查、登记、整治、监督、销号

全过程管理，不留空档、不留盲区，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到位。 

（四）完善顶板管理体系，提高技术保障能力 

强化技术管理，采掘工作面、巷修作业等工程开工前必须编

制作业规程，严格审批程序，现场遇断层、破碎带、过老空（老

巷）等特殊情况，必须结合实际及时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确保

执行到位。加强对大跨度巷道、煤柱应力集中区、地质构造带等

特殊区域顶板管理，优化支护设计，采用锚杆支护，必须按规定

对煤巷围岩地质力学进行评估，确保支护可靠。加强矿压监测、

围岩观测和顶板离层监测工作，当现场条件发生变化、监测参数

和顶板压力异常时，立即停止作业撤人。 

（五）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自保互保能力 

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培训效果，提高职工自保

互保和风险辨识意识，提升应知应会和岗位操作技能，消除习惯

性不安全行为。加强安全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增强遵守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履职尽责意识，提高技术业务素质，杜绝违章指挥、

强令他人冒险作业、违章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六）压实监管责任，消除监管盲区 

新泰市政府要切实督促有关部门履行煤炭行业管理和煤矿

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厘清各部门职责边界清单，按照《安全生产

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配齐国有企业各级安全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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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健全并落实包保、盯守、巡查责任制度，加强驻矿督查员队

伍业务培训，提升督查员能力素质，健全完善绩效考核奖惩机制。

坚持严惩重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格行政处罚“四个一律”。

加快推进煤矿开采规模化、智能化，提升煤矿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七）专题论证羊泉煤矿关闭退出问题 

新泰市人民政府要组织专家对羊泉煤矿的可采储量、地质条

件、灾害类型及威胁程度、人员构成、技术装备、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性安全评价，如果不能保证生产安全，建

议予以关闭。 

 

 

 

 

新泰市羊泉矿业有限公司“6·5”较大顶板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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