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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参照有关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定制定。用于规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设计、研究、安全评价及建

设和开采过程中的通风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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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项宏海、陈宜华、张兴凯、程厉生、吴冷峻、王云海、贾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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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通　风　管　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在安全评价、设计、建设和开采过程中

对井下通风的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含伴生氡及其子体矿山）的安全评价、设计、建设和开采。亦适

用于深凹露天矿采用地下井巷开拓的部分。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矿、煤矿、煤系硫铁矿及其他与煤共生矿藏的开采。

本标准也不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矿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的开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６４２３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ＧＢ５７４８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ＧＢ４７９２　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

ＧＢ８７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ＧＢＺ２　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ＧＢＺ１５９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ＧＢＺ１６０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技术

ＧＢ５０２１５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ＹＳＪ０１９　有色金属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犿犲狋犪犾犪狀犱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犿犻狀犲狊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供建筑业、工业或加工业用的金属或

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３．２

　　矿井通风系统　犿犻狀犲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向井下各作业地点供给新鲜空气、排出污浊空气的通风网路、通风设备和通风控制设施的总称。

３．３

　　通风控制设施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狋狉狅犾犳犪犮犻犾犻狋犻犲狊

控制井下风流的构筑物和设施，如风门、风桥、风窗、挡风墙和空气幕等。

３．４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犿狌犾狋犻狊狋犪犵犲犳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

在矿井主通风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各设置若干级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空气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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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井巷有效地送至需风区段或需风点，并将作业产生的污浊空气经回风井巷排出地表所构成的通风

系统。

３．５

　　矿井需风量　狉犲狇狌犻狉犪犾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犿犻狀犲

井下各作业场所需风量之和。

３．６

　　矿井总风量　狋狅狋犪犾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犿犻狀犲

矿井通风系统要求提供的风量。

３．７

　　矿井有效风量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犿犻狀犲

送到井下各作业场所的新鲜风量之和。

３．８

　　矿井有效风量率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狉犪狋犲狅犳犿犻狀犲

矿井有效风量与一级主风机站（进风机站或回风机站）风机总风量值最大者之比的百分数。

３．９

　　机站巷　犲狀狋狉狔狅犳犳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

在其内设置风机站的巷道。在该巷道全长内没有其他井巷与其相交（串联井巷除外）。

３．１０

　　机站风量　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犳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

由风机产生的在机站巷内通过的风量。它等于风机风量除以机站的漏风系数，漏风是由于机站建

筑（密闭墙和检查门）的气密性在风机前后造成的局部循环风。

３．１１

　　机站风压　犪犻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犳犳犪狀狊狋犪狋犻狅狀

由风机产生的克服机站前后井巷通风阻力损失的风压。它等于风机全压减去机站的局部阻力损

失，后者主要包括风机入口的突然缩小和出口的突然扩大两者阻力损失之和。

３．１２

　　机械通风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

系利用通风设备对矿山井巷进行的通风。

３．１３

　　无风墙风机　犳犪狀狑犻狋犺狅狌狋狑犪犾犾

依靠出口动压在巷道内引射风流而不带风墙的风机。

３．１４

　　空气幕　犪犻狉犮狌狉狋犪犻狀

由风机、变形连接管和供风器组成的设施。它可调节或截断巷道内的风流。

４　矿井通风管理

４．１　矿井通风管理要求

４．１．１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技术规范，具备法定的通风安全生产条件，实现安全生产。

４．１．２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建立、健全各级领导通风安全生产责任制、职能机构通风安全生产责任

制、岗位人员通风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通风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和安全生产办公会议制度等各项规章

制度。

经理（矿长）是本矿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者，总工程师（或技术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技术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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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对本职范围内的通风安全负责。车间主任对所管辖范围内的通风安全工作直接

负责。

矿务局（集团公司）局长（经理）应监督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安全工作，落实通风安全投入，并对

矿山安全生产承担相关责任。

４．１．３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实行通风安全目标管理，层层分解指标。通风安全应纳入安全生产经济

承包责任制中，并定期检查考核。

４．１．４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经常组织通风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

的，应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组织职能机构制定安全措施，限期整改。

４．１．５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在编制安全生产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安全生产计划时，应包含通风技术措

施内容。

４．１．６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设计，不得批

准；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工程，不得验收投产。

４．１．７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制定通风安全事故预防和措施、通风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４．１．８　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通风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

中的合法权益。

４．１．９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发生通风安全事故后，经理（矿长）应立即采取措施，启动救援应急预案，组

织抢救，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如实上报。

４．２　矿井通风管理机构及职责

４．２．１　矿山企业应设立通风安全管理部门，按要求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专职通风技术人员和测风、测

尘人员，并定期进行培训；还应购置一定数量的测风、测尘仪表和气体测定分析仪器，负责全矿日常的通

风安全管理以及通风检测工作。有粉尘危害的企业，还应负责防尘和粉尘的测定工作。

４．２．２　各矿应由负责通风工作的技术人员根据生产变化和发展及时调整通风系统，调节风量，并绘制

和修改全矿通风系统图。通风系统图应包括全矿通风井巷和需风点，以及其他运输矿岩、设备、材料、人

员的井巷，图上应标出风流方向、风量以及风机站和通风构筑物的位置等。

４．２．３　当井下进行硐室爆破时，应专门编制通风设计和安全措施，由主管矿长或总工程师批准执行。

４．２．４　矿井通风系统要求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反风试验。试验前应制订详细方案，特别是多级机站通风

系统，对可能发生灾害地点需要进行反风的风路列出需要反风、停风和正常运转的机站位置，方案应报

主管矿长或总工程师审批。

反风方案应事先在计算机上模拟，再进行现场试验。在进行井下反风模拟试验前，应撤出试验区域

的作业人员。反风开始时，要等风流稳定后测定试验区域各主要风路的反风量和空气成分，判断控制灾

害的效果。并据此制订“井下发生灾害事故时通风系统反风应急预案”。当井下发生灾害事故需通风系

统反风时，应按反风应急预案执行。

４．２．５　矿山企业应制定井下停风措施。当主要通风机因故障、检修、停电或其他原因需要停风时，应立

即向调度室和主管矿长报告，并实施相应停风措施。

主要通风机在停风期间，应打开有关风门，以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

４．２．６　通风和粉尘的检测

４．２．６．１　矿井通风系统（矿井总风量、矿井有效风量、矿井有效风量率、机站风量、机站风压等）应每年

测定一次，遇到矿井生产或通风系统重大改变时亦应进行测定。

４．２．６．２　矿井总进风量、总回风量和主要通风巷的风量，应半年测定一次。作业地点的气象条件（温

度、湿度和风速等）每季度至少测定一次。

４．２．６．３　对主要通风机运转情况每班应进行检查，对多级机站风机运转情况每周应进行巡查，并填写

运转纪录。有自动监控及测试的主要通风机或多级机站计算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每两周应进行一次

自控系统的检查。

３

犃犙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８



４．２．６．４　定期测定井下各产尘点的空气含尘浓度，凿岩工作面应每月测定两次，其他产尘点每月测定

一次，并逐月进行统计分析、上报和向职工公布。

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应每年测定一次。有条件的矿山，应根据生产情况的变化，不定期测定

粉尘的分散度。

４．２．６．５　矿井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每季应测定一次。井下空气成分的取样分析，应每年进行一次。

进行硐室爆破和更换炸药时，应在爆破前后进行空气成分测定。

４．２．６．６　空气中含放射性元素的作业地点，粉尘浓度应每月至少测定三次，氡及其子体浓度应每周测

定一次，浓度变化较大时，每周测定三次。

４．２．７　应经常检查局部通风、通风构筑物和防尘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４

犃犙２０１３．４—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