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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２００４年颁布的《煤矿安全规程》而
制定。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旭生、康建宁、李秋林、邹银辉、张庆华、雷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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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的一般要求、鉴定方法和鉴定报告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工开采的瓦斯矿井进行矿井瓦斯等级的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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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ＡＱ１０２４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
　　ＡＱ１０１８　矿井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

３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３．１　
矿井瓦斯等级　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犵犪狊犲狅狌狊犿犻狀犲
根据矿井的瓦斯涌出量和涌出形式所划分的矿井等级。

３．２　
正常生产条件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狀狅狉犿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测定区域（矿井、煤层、翼、水平或采区）的实际产量（包括回采和掘进煤产量）达到该区域设计产量

（或正常产量）的６０％以上的条件。
３．３　

瓦斯喷出　犵犪狊犫犾狅狑狅狌狋
从煤体或岩体裂隙、孔洞、钻孔或炮眼中大量涌出瓦斯（二氧化碳）的异常涌出现象。在２０ｍ巷道

范围内，涌出瓦斯（二氧化碳）量大于或等于１．０ｍ３／ｍｉｎ且持续８ｈ以上时的区域定为瓦斯（二氧化碳）
喷出危险区域。

４　鉴定的一般要求

４．１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以自然井为单位。
４．２　生产矿井和正在建设的矿井应当每年进行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确因矿井长期停产等特殊原因没
能进行等级鉴定的矿井，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负责煤炭行业管理的部门批准后，按上年度瓦斯等
级确定。
４．３　矿井在设计前，设计单位根据地质勘探部门提供的煤层瓦斯含量等资料预测的瓦斯涌出量
和邻近生产矿井的瓦斯涌出量资料，预测矿井瓦斯等级，作为计算风量和设计的依据。矿井瓦斯
涌出量预测方法按ＡＱ１０１８执行。生产矿井和正在建设的矿井根据实际测定的瓦斯涌出量和瓦
斯涌出形式鉴定矿井瓦斯等级，同时还必须进行矿井二氧化碳涌出量的测定工作，作为核定和调
整风量的依据。
４．４　由煤炭企业组织鉴定或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数据必须准确可靠，如实反映情
况，鉴定单位对鉴定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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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每年的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结束后一月内，将鉴定报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负责煤炭行业
管理的部门审批，并报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备案。

５　鉴定方法

５．１　鉴定时间和基本条件
５．１．１　矿井瓦斯等级的鉴定工作应在正常生产条件下进行。
５．１．２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最大的月份进行鉴定。在鉴定月的上、中、下旬中
各取一天（间隔１０天），每天分三个班（或四个班）进行测定工作。
５．１．３　测定前必须编制矿井瓦斯等级鉴定计划，做好组织分工、进行人员培训。
５．１．４　测定前对采用的所有仪器、仪表进行检查，确保仪器仪表在其计量检定证的有效期内使用。
５．２　测定内容、测点选择和要求
５．２．１　测定内容主要为风量、风流中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同时应测定和统计瓦斯抽放量和月产煤
量。如果进风流中含有瓦斯或二氧化碳时，还应在进风流中测风量、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进、回
风流的瓦斯（或二氧化碳）涌出量之差，就是鉴定地区的风排瓦斯（或二氧化碳）量。抽放瓦斯的矿
井，测定风排瓦斯量的同时，在相应的地区还要测定瓦斯抽放量。瓦斯涌出量应包括抽出的瓦斯量
和风排瓦斯量。
５．２．２　确定矿井瓦斯等级时，按每一自然矿井、煤层、翼、水平和各采区分别计算相对瓦斯涌出量
和绝对瓦斯涌出量。所以测点应布置在每一通风系统的主要通风机的风硐、各水平、各煤层和各
采区的进、回风道测风站内。如无测风站，可选取断面规整并无杂物堆积的一段平直巷道做测点。
５．２．３　每一测定班的测定时间应选在生产正常时刻，并尽可能在同一时刻进行测定工作。
５．３　测定数据的整理和记录
５．３．１　测定基础数据的整理和记录

每一测点所测定的瓦斯和二氧化碳的基础数据，可参照附录Ａ中的表Ａ．１格式填写，采用四班制
的矿井表Ａ．１格式应按四班制绘制，进风流有瓦斯时应增加进风巷的测点数据。绝对瓦斯涌出总量按
式（１）计算：

狇绝＝狇排＋狇抽 …………………………（１）
　　式中：
狇绝———绝对瓦斯（或二氧化碳）涌出总量，ｍ３／ｍｉｎ；
狇抽———抽放瓦斯（或二氧化碳）纯量，ｍ３／ｍｉｎ；
狇排———三班（或四班）平均风排瓦斯（或二氧化碳）量，ｍ３／ｍｉｎ。按式（２）计算。

　　　　　狇排＝１狀∑
狀

犻＝１
狇排犻＝１

１００狀∑
狀

犻＝１
（犙回犻·犆回犻－犙进犻·犆进犻） …………………………（２）

　　式中：
狀———班制，矿井采用三班制时狀＝３，矿井采用四班制时狀＝４；
犻———测定班序号，采用三班制的矿井犻＝１，２，３；采用四班制的矿井犻＝１，２，３，４；

狇排犻———第犻班的风排瓦斯（或二氧化碳）量，ｍ３／ｍｉｎ；
犙回犻———第犻班回风巷风流中的风量，ｍ３／ｍｉｎ；
犆回犻———第犻班回风巷风流中的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
犙进犻———第犻班进风巷风流中的风量，ｍ３／ｍｉｎ；
犆进犻———第犻班进风巷风流中的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

５．３．２　测定结果汇总与记录
整理完测定基础数据后，应汇总、整理出矿井测定结果报告表，并参照附录Ａ中的表Ａ．２格式填

写，按矿井、翼、水平、煤层和采区分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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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应包括各通风系统风排瓦斯量和各抽放系统的瓦斯抽放量，绝对瓦斯涌出量
取鉴定月的上、中、下三旬进行测定的三天中最大一天的绝对瓦斯涌出量。

在鉴定月的上、中、下三旬进行测定的三天中，以最大一天的绝对瓦斯涌出量来计算平均每产煤１ｔ
的瓦斯涌出量（相对瓦斯涌出量）。相对瓦斯涌出量（狇相）按下式计算：

狇相＝１４４０狇ｍａｘ／犇
　　式中：
狇相———相对瓦斯（或二氧化碳）涌出量，ｍ３／ｔ；
狇ｍａｘ———最大一天的绝对瓦斯涌出量，ｍ３／ｍｉｎ；
犇———月平均日产煤量，ｔ／ｄ。

６　矿井瓦斯等级的鉴定

６．１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的指标
鉴定矿井瓦斯等级的指标为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和瓦斯涌出形式。

６．２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
按照矿井瓦斯涌出量和瓦斯涌出形式，将瓦斯矿井分为三级，级别及其划分标准如下：
———低瓦斯矿井：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小于或等于１０ｍ３／ｔ且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小于（或等于）
４０ｍ３／ｍｉｎ；

———高瓦斯矿井：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１０ｍ３／ｔ，或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４０ｍ３／ｍｉｎ；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矿井发生过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现象。

６．３　低瓦斯矿井的高瓦斯区鉴定
在低瓦斯矿井中，相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１０ｍ３／ｔ·ｄ或有瓦斯（二氧化碳）喷出危险的区域（采区）定

为高瓦斯（二氧化碳）区。
６．４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按ＡＱ１０２４执行。

７　鉴定报告的内容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报告应采用统一的表格格式，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鉴定报告提出统一要求或
统一制作，但鉴定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矿井基本情况（格式参见附录Ｂ表Ｂ．１）；
———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基础数据表（格式见附录Ａ表Ａ．１）；
———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测定报告表（格式见附录Ａ表Ａ．２）；
———矿井通风系统图（绘制矿井通风系统图，并标注测定地点）；
———瓦斯来源分析；
———矿井煤尘爆炸性鉴定情况（情况说明，附鉴定报告）；
———煤层自然发火倾向性鉴定（情况说明，附鉴定报告）、煤层最短自然发火期及内、外因火灾发生

情况；
———矿井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情况，瓦斯（二氧化碳）喷出情况；
———鉴定月份生产状况及鉴定结果简要分析或说明；
———鉴定单位和鉴定人员。

８　正在建设矿井的鉴定
正在建设的矿井每年也应进行矿井瓦斯等级的鉴定工作。在没有采区投产的情况下，当单条掘进

巷道的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３ｍ３／ｍｉｎ时，矿井应定为高瓦斯矿井；在有采区投产的情况下，当采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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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斯涌出量大于１０ｍ３／ｔ时，矿井也应定为高瓦斯矿井；在采掘中发生过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
出的矿井应定为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如果鉴定结果与矿井设计不符时，应提出修改矿
井瓦斯等级的专门报告，报原设计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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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数据测定记录和报告表
表犃．１　瓦斯和二氧化碳涌出量测定基础数据表

　　 矿 井 年 月

测
点
名
称

气
体
名
称

旬

别

日

期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风

量
ｍ３／ｍｉｎ

浓

度
％

涌
出
量

ｍ３／ｍｉｎ

风

量
ｍ３／ｍｉｎ

浓

度
％

涌
出
量

ｍ３／ｍｉｎ

风

量
ｍ３／ｍｉｎ

浓

度
％

涌
出
量

ｍ３／ｍｉｎ

三班
平均
风排
量

ｍ３／ｍｉｎ

抽
放
瓦
斯
量

ｍ３／ｍｉｎ

涌
出
总
量

ｍ３／ｍｉｎ

月
工
作
日

月
产
煤
量
ｔ

说

明

瓦
斯

二
氧
化
碳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表犃．２　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和二氧化碳测定结果报告表
矿 井 年 月

矿井、煤
层、翼、水
平、采区
名称

气
体
名
称

三旬中最大一天的涌出量
ｍ３／ｍｉｎ

风排量抽放量总量

月实际
工作日
数ｄ

月产
煤量
ｔ

月平均
日产煤
量ｔ／ｄ

相对
涌出量
ｍ３／ｔ

矿井
瓦斯
等级

上年度
瓦斯
等级

上年度
矿井瓦斯涌出量

绝对量
ｍ３／ｍｉｎ

相对量
ｍ３／ｔ

说

明

瓦
斯

二
氧
化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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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矿井基本情况表

表犅．１　矿井基本情况表
矿井名称 隶属关系
详细地址 法人代表
矿井职工数　　 下井职工数
井田面积　　　　　ｋｍ２ 可采储量　　　　 Ｍｔ
矿井现状 □生产　　□基建 投产日期
设计生产能力　　　Ｍｔ／ａ 核定生产能力　　　Ｍｔ／ａ
上年度原煤产量　　 Ｍｔ 本年度计划产量　　　Ｍｔ
可采煤层数 现开采煤层名称
煤层开采顺序 地质构造复杂程度
煤层倾角　　　　　 （°） 主采煤层厚度　　 ｍ
开拓方式 井筒数
水平数 现开采水平
采区数 现开采采区名称
采煤工作面数 煤巷掘进工作面数
采煤方法 采煤工艺
顶板管理方法 掘进方式

通风方式、方法 主要
通风机

型号、台数
电机功率 ｋＷ

矿井总进风量 ｍ３／ｍｉｎ 矿井总回风量　 ｍ３／ｍｉｎ
矿井等积孔　　　　　ｍ２ 突出煤层名称
地面抽放泵型号及台数 抽放泵型电机功率 ｋＷ
井下移动泵站型号及台数 移动泵站电机功率 ｋＷ
抽放管路直径及长度 瓦斯抽放方法
瓦斯抽放泵站负压　ｋＰａ 瓦斯抽放浓度　 ％
上年度抽放量　　 Ｍｍ３ 抽放瓦斯利用率　　 ％
安全监控系统型号 生产厂家
监控系统安装时间 联网情况
甲烷传感器安装数 瓦斯检查报警仪有效台数

瓦检员数量
应配人数
实配人数

自救器数量
应配台数
实配台数

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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