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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德文、王树德、隋金君、张设计、胥奎、王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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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粉尘综合防治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作业场所粉尘综合防治技术的总体要求和粉尘治理、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

及粉尘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作业场所粉尘的综合防治。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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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７４８　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方法
ＭＴ７８　煤尘爆炸性鉴定方法
ＭＴ１５７　煤矿用隔爆水槽和隔爆水袋通用技术条件
ＭＴ１５９　矿用除尘器
ＭＴ／Ｔ２４０　煤矿降尘用喷嘴通用技术条件
ＭＴ４２２　煤矿粉尘粒度分布测定方法（质量法）
ＭＴ／Ｔ４４１　巷道掘进混合式通风技术规范
ＭＴ５０１　长钻孔煤层注水方法
ＭＴ６９４　煤矿用自动隔爆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２００４年版）

３　总体要求

３．１　采煤工作面应采取粉尘综合治理措施，落煤时产尘点下风侧１０ｍ～１５ｍ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
于或等于８５％；支护时产尘点下风侧１０ｍ～１５ｍ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７５％；放顶煤时产尘
点下风侧１０ｍ～１５ｍ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７５％；回风巷距工作面１０ｍ～１５ｍ处的总粉尘
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７５％。
３．２　掘进工作面应采取粉尘综合治理措施，高瓦斯、突出矿井的掘进机司机工作地点和机组后回风侧
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８５％，呼吸性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７０％；其他矿井的掘进机司机
工作地点和机组后回风侧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９０％，呼吸性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
７５％；钻眼工作地点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８５％，呼吸性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８０％；放
炮１５ｍｉｎ后工作地点的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９５％，呼吸性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８０％。
３．３　锚喷作业应采取粉尘综合治理措施，作业人员工作地点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于或等于８５％。
３．４　井下煤仓放煤口、溜煤眼放煤口、转载及运输环节应采取粉尘综合治理措施，总粉尘降尘效率应大
于或等于８５％。
３．５　煤矿井下所使用的防、降尘装置和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并保证其正常运行。
３．６　个体防护：作业人员必须佩戴个体防尘用具。

４　粉尘治理

４．１　矿井必须建立完善的符合以下要求的防尘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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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永久性防尘水池容量不得小于２００ｍ３，且贮水量不得小于井下连续２ｈ的用水量，并设有备用
水池，其容量不得小于永久性防尘水池的一半。
４．１．２　防尘用水管路应铺设到所有能产生粉尘和沉积粉尘的地点，并且在需要用水冲洗和喷雾的巷道
内，每隔１００ｍ或５０ｍ安设一个三通及阀门。
４．１．３　防尘用水系统中，必须安装水质过滤装置，保证水的清洁，水中悬浮物的含量不得超过１５０ｍｇ／Ｌ，
粒径不大于０．３ｍｍ，水的ｐＨ值应在６．０～９．５范围内。
４．２　井下所有煤仓和溜煤眼都应保持一定的存煤，不得放空；有涌水的煤仓和溜煤眼可以放空，但放空
后放煤口闸板必须关闭，并设置引水管。
４．３　对产生煤（岩）尘的地点应采取防尘措施
４．３．１　掘进井巷和硐室时，必须采取湿式钻眼、冲洗井壁巷帮、水炮泥、爆破喷雾、装岩（煤）洒水和净化
风流等综合防尘措施。

冻结法凿井和在遇水膨胀的岩层中掘进不能采用湿式钻眼时，可采用干式钻眼，但必须采取捕尘
措施。
４．３．２　采煤工作面应有由国家认定的机构提供的煤层可注性鉴定报告，并应对可注水煤层采取注水防
尘措施。
４．３．３　炮采工作面应采取湿式钻眼法，使用水炮泥；爆破前、后应冲洗煤壁，爆破时应喷雾降尘，出煤时
洒水。
４．３．４　液压支架和放顶煤采煤工作面的放煤口，必须安装喷雾装置，降柱、移架或放煤时同步喷雾。破
碎机必须安装防尘罩和喷雾装置或除尘器。

采煤机必须安装内、外喷雾装置。无水或喷雾装置损坏时必须停机。
掘进机作业时，应使用内、外喷雾装置和除尘器构成综合防尘系统。

４．３．５　采煤工作面回风巷应安设至少两道风流净化水幕，并宜采用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
４．３．６　井下煤仓放煤口、溜煤眼放煤口、输送机转载点和卸载点，都必须安设喷雾装置或除尘器，作业
时进行喷雾降尘或用除尘器除尘。
４．３．７　在煤、岩层中钻孔，应采取湿式钻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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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必须采用除尘器除尘。
４．３．８　为提高防尘效果，可在水中添加降尘剂。降尘剂必须保证无毒、不腐蚀、不污染环境，并且不影
响煤质。
４．４　预先湿润煤体
４．４．１　煤层注水
４．４．１．１　注水过程中应进行流量及压力的计量。
４．４．１．２　单孔注水总量应使该钻孔预湿煤体的平均水分含量增量大于或等于１．５％。
４．４．１．３　封孔深度应保证注水过程中煤壁及钻孔不渗水、漏水或跑水。
４．４．２　采空区注水

当采用下行陷落法分层开采厚煤层时，可以采取在上一分层的采空区内灌水，对下一分层的煤体进
行湿润，开采近距离煤层群时，在层间没有不透水岩层或夹矸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上部煤层的采空区内灌
水，对下部煤层进行湿润。
４．５　煤矿防尘用喷嘴应符合ＭＴ／Ｔ２４０的规定，除尘器应符合ＭＴ１５９的规定。
４．６　采煤防尘
４．６．１　综采工作面防尘
４．６．１．１　采煤机割煤防尘

采煤机割煤必须进行喷雾并满足以下要求：
ａ）　喷雾压力不得小于２．０ＭＰａ，外喷雾压力不得小于４．０ＭＰａ。如果内喷雾装置不能正常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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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喷雾压力不得小于８．０ＭＰａ。喷雾系统应与采煤机联动，工作面的高压胶管应有安全防护
措施。高压胶管的耐压强度应大于喷雾泵站额定压力的１．５倍。

ｂ）　泵站应设置两台喷雾泵，一台使用，一台备用。
４．６．１．２　自移式液压支架和放顶煤防尘

液压支架应有自动喷雾降尘系统，并满足以下要求：
ａ）　喷雾系统各部件的设置应有可靠的防止砸坏的措施，并便于从工作面一侧进行安装和维护。
ｂ）　液压支架的喷雾系统，应安设向相邻支架之间进行喷雾的喷嘴；采用放顶煤工艺时应安设向

落煤窗口方向喷雾的喷嘴；喷雾压力均不得小于１．５ＭＰａ。
ｃ）　在静压供水的水压达不到喷雾要求时，必须设置喷雾泵站，其供水压力及流量必须与液压支架

喷雾参数相匹配。泵站应设置两台喷雾泵，一台使用，一台备用。
４．６．２　炮采防尘
４．６．２．１　钻眼应采取湿式作业，供水压力为０．２ＭＰａ～１．０ＭＰａ，耗水量为５Ｌ／ｍｉｎ～６Ｌ／ｍｉｎ，使排出
的煤粉呈糊状。
４．６．２．２　炮眼内应填塞自封式水炮泥，水炮泥的充水容量应为２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
４．６．２．３　放炮时应采用高压喷雾等高效降尘措施，采用高压喷雾降尘措施时，喷雾压力不得小于
８．０ＭＰａ。　
４．６．２．４　在放炮前后宜冲洗煤壁、顶板并浇湿底板和落煤，在出煤过程中，宜边出煤边洒水。
４．６．３　采区巷道防尘

工作面运输巷的转载点、溜煤眼上口及破碎机处必须安装喷雾装置或除尘器，并指定专人负责
管理。
４．７　掘进防尘
４．７．１　机掘作业的防尘
４．７．１．１　掘进机内喷雾装置的使用水压不得小于３．０ＭＰａ，外喷雾装置的使用水压不得小于
１．５ＭＰａ。　
４．７．１．２　掘进机上喷雾系统的降尘效果达不到本标准３．２条的要求时，应采用除尘器抽尘净化等高效
防尘措施。
４．７．１．３　采用除尘器抽尘净化措施时，应对含尘气流进行有效控制，以阻止截割粉尘向外扩散。工作
面所形成的混合式通风应符合ＭＴ／Ｔ４４１的规定。
４．７．２　炮掘作业防尘
４．７．２．１　钻眼应采取湿式作业，供水压力以０．３ＭＰａ左右为宜，但应低于风压０．１ＭＰａ～０．２ＭＰａ，耗
水量以２Ｌ／ｍｉｎ～３Ｌ／ｍｉｎ为宜，以钻孔流出的污水呈乳状岩浆为准。
４．７．２．２　炮眼内应填塞自封式水炮泥，水炮泥的装填量应在１节级以上。
４．７．２．３　放炮前应对工作面３０ｍ范围内的巷道周边进行冲洗。
４．７．２．４　放炮时必须在距离工作面１０ｍ～１５ｍ地点安装压气喷雾器或高压喷雾降尘系统实行放炮
喷雾。雾幕应覆盖全断面并在放炮后连续喷雾５ｍｉｎ以上。当采用高压喷雾降尘时，喷雾压力不得小
于８．０ＭＰａ。
４．７．２．５　放炮后，装煤（矸）前必须对距离工作面３０ｍ范围内的巷道周边和装煤（矸）堆洒水。在装煤
（矸）过程中，边装边洒水，采用铲斗装煤（矸）机时，装岩机应安装自动或人工控制水阀的喷雾系统，实行
装煤（矸）喷雾。
４．７．３　通风防尘

掘进巷道排尘风速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
４．７．４　其他防尘措施
４．７．４．１　距离工作面５０ｍ内应设置一道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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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４．２　距离工作面２０ｍ范围内的巷道，每班至少冲洗一次；２０ｍ以外的巷道每旬至少应冲洗一次，
并清除堆积浮煤。
４．８　锚喷支护的防尘
４．８．１　打锚杆眼宜实施湿式钻孔，采取有效防尘措施后可采用干式钻孔。
４．８．２　锚喷支护作业的防尘
４．８．２．１　沙石混合料颗粒粒径不得超过１５ｍｍ，且应在下井前洒水预湿。
４．８．２．２　喷射机上料口及排气口应配备捕尘除尘装置。
４．８．２．３　采用低风压近距离的喷射工艺，其重点是控制以下参数：

输料管长度 小于或等于５０ｍ
工作风压 ０．１２ＭＰａ～０．１５ＭＰａ
喷射距离 ０．４ｍ～０．８ｍ

４．８．２．４　距锚喷作业地点下风流方向１００ｍ内应设置两道以上风流净化水幕，且喷射混凝土时工作
地点应采用除尘器抽尘净化。
４．９　转载及运输防尘
４．９．１　转载点防尘
４．９．１．１　转载点落差宜小于或等于０．５ｍ，若超过０．５ｍ，则必须安装溜槽或导向板。
４．９．１．２　各转载点应实施喷雾降尘，或采用除尘器除尘。
４．９．１．３　在装煤点下风侧２０ｍ内，必须设置一道风流净化水幕。
４．９．２　运输防尘

运输巷内应设置自动控制风流净化水幕。

５　粉尘检测

５．１　煤矿粉尘浓度和游离ＳｉＯ２含量测定应按ＧＢ５７４８规定的方法进行，粉尘粒度分布测定应按
ＭＴ４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
５．２　煤矿使用的粉尘检测仪器仪表，必须具有有效的计量检验合格证。
５．３　井下主要接尘人员应配戴个体粉尘采样器，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５．４　各矿测尘部门必须根据本矿的生产情况配备足够数量且经培训合格的测尘人员：每个采区至少
１人。
５．５　煤矿井下粉尘测定时间
５．５．１　对井下每个测尘点的粉尘浓度每月测定两次。
５．５．２　采掘工作面每个月应进行一次全工作班连续粉尘测定。
５．５．３　粉尘粒度分布每半年测定一次，采掘工作面有变动时，应及时进行游离ＳｉＯ２测定。
５．５．４　粉尘中游离ＳｉＯ２含量每半年测定一次。
５．５．５　煤矿粉尘浓度测定结果按季度综合上报主管部门。
５．５．６　采掘工作面回风应安设粉尘浓度传感器进行粉尘浓度连续监测。
５．６　煤矿井上下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和布置

煤矿井上下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和布置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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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煤矿井上下作业场所测尘点的选择和布置要求
类别 生产工艺 测尘点布置

采
煤
工
作
面

１．采煤机割煤

２．移架
３．放顶煤
４．风镐落煤、手工落煤及人工攉煤

５．工作面巷道钻机钻孔
６．电煤钻钻眼
７．回柱放顶、移刮板运输机
８．薄煤层工作面风镐和手工落煤
９．薄煤层刨煤机落煤
１０．刨煤机司机操作刨煤机
１１．倒台阶工作面风镐落煤
１２．掩护支架工作面风镐落煤
１３．工作面多工序同时作业
１４．采煤工作面放炮作业

１５．带式输送机作业
１６．工作面回风巷

采煤机回风侧１０ｍ～１５ｍ
司机工作地点
司机工作地点
司机工作地点
一人作业，在其回风侧３ｍ处，多人作业，在最后一
人回风侧３ｍ处
打钻地点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操作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工作人员的工作范围
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工作面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６ｍ处
司机工作地点
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回风巷内距工作面端头１０ｍ～１５ｍ处
放炮后工人已进入工作面开始作业前在工人作业
地点
转载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
距工作面端头１５ｍ～２０ｍ

掘
进
工
作
面

１．掘进机作业

２．机械装岩

３．人工装岩

４．风钻钻眼
５．电煤钻钻眼
６．钻眼与装岩机同时作业
７．砌碹
８．抽出式通风

９．切割联络眼作业
１０．刷帮作业
１１．挑顶作业
１２．拉底作业
１３．工作面放炮作业

机组后４ｍ～５ｍ处的回风侧
司机工作地点
在未安设风筒的巷道一侧，距装岩机４ｍ～５ｍ处的
回风流中
在未安设风筒的巷道一侧，距矿车４ｍ～５ｍ处的回
风流中
距作业点４ｍ～５ｍ处巷道中部
距作业点４ｍ～５ｍ处巷道中部
装岩机回风侧３ｍ～５ｍ处巷道中部
在作业人员活动范围内
在工作面产尘点与除尘器捕罩之间，粉尘扩散得较
均匀地区的呼吸带范围
在作业人员活动范围内
在距作业点回风侧４ｍ～５ｍ处
在距作业点回风侧４ｍ～５ｍ处
在距作业点回风侧４ｍ～５ｍ处
放炮后工人在工作面开始作业前的地点

锚
喷

１．钻眼作业
２．打锚杆作业
３．喷浆
４．搅拌上料
５．装卸料
６．带式输送机作业

工人操作地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工人操作地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工人操作地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工人操作地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工人操作地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转载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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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类别 生产工艺 测尘点布置

转
载
点

１．刮板输送机
２．带式输送机作业
３．装煤（岩）点及翻罐笼
４．翻罐笼及溜煤口司机进行翻罐笼和放煤作业
５．人工装卸材料

距两台输送机转载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距两台输送机转载点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尘源回风侧５ｍ～１０ｍ处
司机工作地点
作业人员工作地点

井
下
其
他
场
所

１．地质刻槽
２．巷道内维修作业
３．材料库、配电室、水泵房、机修硐室等处工人作业

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作业人员回风侧３ｍ～５ｍ处
作业人员活动范围内

６　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

６．１　新矿井的地质精查报告中，必须有所有煤层的煤尘爆炸性鉴定资料。生产矿井每延深一个新水
平，应进行１次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煤尘的爆炸性鉴定由国家授权单位按ＭＴ７８规定进行，鉴定结
果必须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６．２　矿井每年应制定综合防尘措施、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措施及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矿井应每周
至少检查一次煤尘隔爆设施的安装地点、数量、水量或岩粉量及安装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６．３　开采有煤尘爆炸危险煤层的矿井，必须有预防和隔绝煤尘爆炸的措施。矿井的两翼、相邻的采区、
相邻的煤层、相邻的采煤工作面间，煤层掘进巷道同与其相连的巷道间，煤仓同与其相连通的巷道间，采
用独立通风并有煤尘爆炸危险的其他地点同与其相连通的巷道间，必须用水棚或岩粉棚隔开。

必须及时清除巷道中的浮煤，清扫或冲洗沉积煤尘，每年应至少进行１次对主要进风大巷刷浆。
６．４　预防煤尘爆炸
６．４．１　井下运输机巷道、转载点附近、翻罐笼附近和装车站附近等地点的沉积煤尘应定期进行清扫，清
扫周期由各矿总工制定，并将堆积的煤尘和浮煤清除。
６．４．２　对煤尘沉积强度较大的巷道，可采取水冲洗的方法、冲洗周期应根据煤尘的沉积强度及煤尘爆
炸下限浓度确定，在距离尘源３０ｍ的范围内，沉积强度大的地点，应每班或每日冲洗一次；距离尘源较
远或沉积强度小的巷道，可几天或一天冲洗一次；运输大巷可半月或一个月冲洗一次；工作面巷道必须
定期清扫或冲洗煤尘，并清除堆积的浮煤，清扫或具体冲洗周期由总工程师决定。
６．４．３　巷道内设置了隔爆棚，也应按下列规定撒岩粉：

ａ）　巷道的所有表面，包括顶、帮、底以及背板后暴露处都应用岩粉覆盖；
ｂ）　巷道内煤尘和岩粉的混合粉尘中不燃物质组分不得低于６０％，如果巷道中含有０．５％以上的

甲烷，则混合粉尘中不燃物质组分不得低于９０％；
ｃ）　撒布岩粉巷道长度，不得小于３００ｍ，如果巷道长度低于３００ｍ时，全部巷道都应撒布岩粉；
ｄ）　岩粉撒布周期按下式计算：

犜＝犠犘
　　式中：
犜———岩粉撒布周期，ｄ；
犠———煤尘爆炸下限浓度，ｇ／ｍ３；
犘———煤尘的沉降速度，ｇ／（ｍ３·ｄ）。
ｅ）　岩粉（包括岩粉棚的岩粉）的质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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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可燃物的含有度不超过５％；
２）　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不超过１０％；
３）　不含有任何有害或有毒的混合物（如磷、砷等）；
４）　岩粉的粒度必须全部通过５０目筛（小于０．３ｍｍ），其中７０％以上通过２００目筛（小于

０．０７５ｍｍ），一般采用石灰石岩粉。
ｆ）　撒布岩粉的巷道，应遵守下列规定定期进行检查：

１）　在距离采、掘工作面３００ｍ以内的巷道每月取样一次，３００ｍ以外的巷道每两个月取样一次；
２）　每隔３００ｍ为一个采样段，每段内设５个采样带，带间约５０ｍ。每个采样带在巷道两帮

顶底板周边采样，取样带宽０．２ｍ；
３）　将每个取样带内的全部粉尘分别收集起来，除去大于１ｍｍ粒径的粉尘；
４）　化验室应及时将分析结果报矿总工程师，如果不燃物组分低于规定，则该巷道应重新撒布

岩粉。
６．５　隔绝煤尘爆炸
６．５．１　主要采用被动式隔爆水棚（或岩粉棚），也可采用自动隔爆装置隔绝煤尘爆炸的传播。隔爆棚分
为主要隔爆棚和辅助隔爆棚，隔爆棚设置地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６．５．１．１　主要隔爆棚应在下列巷道设置：

ａ）　矿井两翼与井筒相连通的主要大巷；
ｂ）　相邻采区之间的集中运输巷和回风巷；
ｃ）　相邻煤层之间的运输石门和回风石门。

６．５．１．２　辅助隔爆棚应在下列巷道设置：
ａ）　采煤工作面进风、回风巷道；
ｂ）　采区内的煤和半煤巷掘进巷道；
ｃ）　采用独立通风并有煤尘爆炸危险的其他巷道。

６．５．２　水棚
６．５．２．１　水棚包括水槽和水袋，水槽和水袋必须符合ＭＴ１５７的规定，水袋宜作为辅助隔爆水棚。
６．５．２．２　水棚分为主要隔爆棚和辅助隔爆棚，各自的设置地点见６．５．１条，按布置方式又分为集中式
和分散式，分散式水棚只能作为辅助水棚。
６．５．２．３　水棚用水量

集中式水棚的用水量按巷道断面积计算：主要水棚不小于４００Ｌ／ｍ２，辅助水棚不小于２００Ｌ／ｍ２；
分散式水棚的水量按棚区所占巷道的空间体积计算，不小于１．２Ｌ／ｍ３。
６．５．２．４　水棚在巷道设置位置：

ａ）　水棚应设置在直线巷道内；
ｂ）　水棚与巷道交叉口、转弯处的距离须保持５０ｍ～７５ｍ，与风门的距离应大于２５ｍ；
ｃ）　第一排集中水棚与工作面的距离必须保持６０ｍ～２００ｍ，第一排分散式水棚与工作面的距离

必须保持３０ｍ～６０ｍ；
ｄ）　在应设辅助隔爆棚的巷道应设多组水棚，每组距离不大于２００ｍ。

６．５．２．５　水棚排间距离与水棚的棚间长度：
ａ）　集中式水棚排间距离为１．２ｍ～３．０ｍ，分散式水棚沿巷道分散布置，两个槽（袋）组的间距为

１０ｍ～３０ｍ；
ｂ）　集中式主要水棚的棚间长度不小于３０ｍ，集中式辅助棚的棚区长度不小于２０ｍ，分散式水棚

的棚区长度不得小于２００ｍ。
６．５．２．６　水棚的安装方式：

ａ）　水槽棚的安装方式，既可采用吊挂式或上托式，也可采用混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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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水袋棚安装方式的原则是当受爆炸冲击力时，水袋中的水容易泼出；
ｃ）　水槽（袋）的布置必须符合以下规定：

１）　断面犛＜１０ｍ２时，狀犅／犔×１００≥３５％；
２）　断面犛＜１２ｍ２时，狀犅／犔×１００≥６０％；
３）　断面犛＜１２ｍ２时，狀犅／犔×１００≥６５％。

式中：
狀———排棚上的水槽（袋）个数；
犅———水棚迎风断面宽度；
犔———水棚所在水平巷道宽度。
ｄ）　水槽（袋）之间的间隙与水槽（袋）同支架或巷道壁之间的间隙之和不大于１．５ｍ，特殊情况下

不超过１．８ｍ，两个水槽（袋）之间的间隙不得大于１．２ｍ；
ｅ）　水槽（袋）边与巷道、支架、顶板、构物架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０．１ｍ，水槽（袋）底部到顶梁（顶

板）的距离不得大于１．６ｍ，如顶梁大于１．６ｍ，则必须在该水槽（袋）上方增设一个水槽（袋）；
ｆ）　水棚距离轨道面的高度不小于１．８ｍ，水棚应保持同一高度，需要挑顶时，水棚区内的巷道断

面应与其前后各２０ｍ长的巷道断面一致；
ｇ）　当水袋采用易脱钩的布置方式时，挂钩位置要对正，每对挂钩的方向要相向布置（钩尖与钩尖

相对），挂钩为直径４ｍｍ～８ｍｍ的圆钢，挂钩角度为６０°±５°，弯钩长度为２５ｍｍ。
６．５．２．７　水棚的管理：

ａ）　要经常保持水槽和水袋的完好和规定的水量；
ｂ）　每半个月检查一次。

６．５．３　岩粉棚
６．５．３．１　岩粉棚分为重型岩粉棚和轻型岩粉棚，重型岩粉棚作为主要岩粉棚，轻型岩粉棚作为辅助岩
粉棚。
６．５．３．２　岩粉棚的岩粉用量按巷道断面积计算，主要岩粉棚为４００ｋｇ／ｍ２，辅助岩粉棚为２００ｋｇ／ｍ２。
６．５．３．３　岩粉棚及岩粉棚架的结构及其参数：

ａ）　岩粉棚的宽度为１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岩粉棚长度：重型棚为３５０ｍｍ～５００ｍｍ，轻型棚为
≤３５０ｍｍ；　

ｂ）　堆积岩粉的板与两侧支柱（或两帮）之间的间隙不得小于５０ｍｍ；
ｃ）　岩粉板面距顶梁（或顶板）之间的距离为２５０ｍｍ～３００ｍｍ，使堆积岩粉的顶部与顶梁（或顶

板）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１００ｍｍ；
ｄ）　岩粉棚的排间距离：重型棚１．２ｍ～３．０ｍ，轻型棚为１．０ｍ～２．０ｍ；
ｅ）　岩粉棚与工作面之间的距离，必须保持在６０ｍ～３００ｍ之间；
ｆ）　岩粉棚不得用铁钉或铁丝固定；
ｇ）　岩粉棚上的岩粉，每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如果岩粉受到潮湿、变硬则应立即更换，如果岩粉

量减少，则应立即补充，如果在岩粉表面沉积有煤尘则应加以清除。
６．６　在煤及半煤岩掘进巷道中，可采用自动隔爆装置，根据选用的自动隔爆装置性能进行布置与安装。
自动隔爆装置必须符合ＭＴ６９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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