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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煤矿企业存在隐患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流程不畅通、没有统一的隐患认

定标准、信息化程度低等方面的问题，以安全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为主

线，构建了“4 机 5 级 6 步”安全隐患管理模型，建立了煤矿安全隐患认定标准，系统研究了隐患排

查治理的技术方法和流程，研发了信息支撑系统软件，实现了安全隐患的实时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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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al mine exits many problems of hidden danger management，such a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s not per-
fect，management process is not smooth，no uniform standard risk identified，low level of information，etc. To solve the above，from
the risk management theory，the four-mechanisms，five-rings and six-steps hidden danger management system is established，and rec-
ognized standards of hidden danger is set up，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hidden danger is stud-
ied. At the same time，information support system software is developed，which achieves closed-loop management of hidden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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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已由事故管理发展到

安全隐患管理的阶段，如何对 “人、机、环、管”
4 方面的安全隐患进行有效防控，已成为现代煤矿

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核心。而通过对国内外煤矿企

业的隐患治理现状的研究，发现多数煤矿企业在隐

患管理方面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隐患防控机制不

健全，管理比较粗放，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管理机

制; 责任不明确，管理环节多，管理流程不畅通;

没有统一的隐患认定标准和考核标准; 信息化程度

低，信息流转速度慢，反馈不及时，实时预警指标

不全面。
基于上述分析，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和闭环管理

的理念，融合王坡煤矿在安全隐患防控方面积累的

经验方法，建立了“4 机 5 级 6 步”安全隐患闭环

管理体系，并研究开发了配套的管理系统软件，实

现了隐患的实时闭环管理。

1 安全隐患闭环管理模型的建立

以安全风险管理理论为基础，借鉴其在危险源

管理方面的一般性控制程序、方法和流程，遵循戴

明的 PDCA 循环模式，围绕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这一主线，结合与王坡煤矿科研合作项目的实

践探索，从隐患排查机制、治理机制、追溯机制、
信息化处理机制等 4 方面入手，建立了 “4 机 5 级

6 步”隐患闭环管理体系，其结构模型如图 1 所

示。
该体系中“5 级”是指岗位、班组、区队、专

业科室、矿井 5 个级别的隐患防控，体现了全员参

与、全面控制的安全管理理念; “6 步”是隐患动

态管理的具体方法，即伴随着煤矿整个生产过程，

“5 级”隐患防控在具体实施时，每级都必须遵循

排查、记录、上报、治理、验收、考核 6 个步骤对

安全隐患进行闭环管理，形成“5 个循环，环环相

扣，每环 6 步，步步闭合”的分级闭环、全面控

制的隐患管理模式。

2 安全隐患管理运行机制

2. 1 隐患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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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机 5 级 6 步”安全隐患闭环管理模型

2. 1. 1 5级隐患排查
5 级隐患排查体系将排查工作划分为岗位、班

组、区队、专业科室、矿井 5 个级别，各级之间分

工明确，层层递进，首尾相接，实现了闭环管理的

理念。
5 级隐患排查流程如图 2 所示，具体为:

图 2 5 级隐患排查治理流程

( 1) 职工在作业前对照岗位隐患排查卡，按

“6 步”程序进行全面的岗位隐患排查，发现隐患

及时向当值班组长和安监员报告，并按要求整改。
( 2) 当值班组长在班前、班中定期对所辖范

围内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同时收集各岗位隐患排

查信息，能够处理的，立即派专人处理，不能处理

的，应做好标识示警，并上报区队。
( 3) 区队长每周应组织一次全面隐患排查，

并重点检查各班组上报的隐患，建立隐患管理台

账，区队能够处理的，制定措施落实责任人限期整

改，区队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专业科室。
( 4) 各专业科室每旬应组织一次专项隐患排

查，日常应做好隐患排查治理的业务指导、工作协

调、验收考核等工作。
( 5) 总经理为矿井隐患排查治理第一责任人，

对全矿隐患排查工作全面指挥、综合调度和考核奖

惩，每月月底由总经理组织各分管副总及有关部室

负责人进行一次全面隐患排查。
2. 1. 2 隐患等级对标认定

为了实现安全隐患的快速等级确认和程序化、
信息化管理，按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

程、规范以及安全质量标准化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融合王坡煤矿近 5 年隐患排查统计分析成

果，研究制定了王坡煤矿安全隐患认定标准及其编

码体系。该标准涵盖了通风、瓦斯、火灾、煤尘、
水害、顶板、机电、提升、运输以及其他等 10 个

专业 462 条标准项，每个标准项均列出了隐患类

别、等级、验收考核办法，并根据其所属专业和小

类别，给每个标准项一个唯一的 8 位编码。
矿井、专业部室、区队、班组、岗位人员排查

出的隐患，参照隐患认定标准进行界定，确定隐患

的类别、等级，按照规定的期限及程序进行上报、
整改。
2. 2 隐患治理机制

2. 2. 1 隐患分级治理
按照管理职责和治理难度的不同将隐患分为

A，B，C，D 共 4 个等级。其中: A 级隐患治理难

度大 ( 一般涉及专项工程) ，需由公司协调各方资

源进行处理; B 级隐患治理难度较大 ( 有一定的工

程量) ，需各专业科室讨论制定治理方案协同治

理; C 级隐患治理难度较小，由区队制定措施后自

行处理; D 级隐患治理难度小，不需要制定整改措

施，班组或岗位人员能够立即解决。
各级人员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岗位职工能够现

场整改的，应确认后立即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

应依据隐患认定标准，确定隐患类型和治理等级，

按照规定的程序记录、上报，分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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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三定五定”保治理
“三定”原 则 是 指 定 措 施、定 时 间、定 责 任

人; “五定”原则是指定项目、定资金、定措施、
定时间、定负责人。

( 1) 三定原则 主要针对 C 级安全隐患，在

治理工作开展之前应执行 “三定”原则，治理过

程中应派区队安监员在现场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隐

患能够及时治理消除。
( 2) 五定原则 主要针对 A 级、B 级安全隐

患，矿主管领导应会同各专业科室依据 “五定原

则”的要求，讨论制定隐患治理方案，确定需开

展的项目、作业范围及工期，确定项目负责人，核

算治理所需的资金并予以落实，制定详细的 “四

项措施”; 治理过程中，矿安监员应在现场专盯，

保证治理过程的安全。
2. 2. 3 “四项措施”保安全
“四项措施”是隐患治理的安全技术措施、安

全保障措施、专项培训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这四

项措施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其中: 安全技术措施

是从安全和技术的角度出发，针对隐患的具体情况

而制定的，指导隐患治理的施工工序步骤和技术要

求等; 安全保障措施主要是从资源和管理的角度出

发，为保障隐患治理过程安全而制定的，以提前规

避或指导解决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专

项培训措施主要是为了让隐患治理人员熟练掌握安

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而开展的相关专门培训，以

避免操作失误和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强制执行措施

为了保证各项措施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而制定的，一

般包括惩罚、否决、下岗、辞退等。
2. 3 隐患追溯机制

2. 3. 1 隐患责任追究机制
建立隐患责任追究机制，是将安全管理责任纳

入到整个隐患闭环排查治理体系中，对应 “六步”
中的“验收、考核”环节。采用追溯否定的方法，

按照责任追究流程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依次向上追

溯，对安全隐患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和岗位工人逐

个进行追究，确保隐患问题有检查、有落实、有反

馈、有奖惩。
利用隐患责任追究机制进行 4 个阶段的追溯:

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是否按要求制定了治理措

施; 措施是否进行了实施，治理结果是否进行了验

收; 对频发或整改不力的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人是

否认可; 对相关责任人是否进行考核和惩罚。
2. 3. 2 隐患原因追溯机制

运用安全系统工程和安全风险管理理论的方

法，利用追溯否定机制，针对通风、瓦斯、水害、
火灾、顶板等煤矿重大安全隐患进一步进行研究分

析，从人、机、环、管 4 个方面层层追溯产生隐患

的基本危险因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标准和管

理措施，实现安全隐患防控工作的关口前移、源头

治理。具体追溯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隐患原因追溯流程

2. 4 信息化处理机制

为更高效运行 “5 级 6 步”隐患闭环管理体

系，解决隐患处理不及时、闭环不彻底等问题，研

究开发了煤矿安全隐患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安

全信息基础平台、安全隐患采集系统、安全隐患管

理系统、安全隐患预警平台等 4 部分组成，其功能

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煤矿安全隐患实时闭环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2. 4. 1 安全信息基础平台

主要包含基础数据库、隐患信息库、矿图信息

库和安全知识库。通过模糊查询信息库标准隐患信

息，能够对标认定新排查出隐患的类别、等级、整

改负责单位等信息，提高录入效率和准确率; 通过

长期积累，知识库中存储大量典型安全隐患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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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措施，据此有关人员可以快速制定隐患治理方

案。
2. 4. 2 安全隐患采集系统

隐患排查人员可以手工录入隐患信息，同时可

以上传照片、录像等影音文件作为辅助性证据; 与

煤矿已安装的安全监控系统、瓦斯抽采监测系统、
顶板监测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实时自动获取瓦斯、
温度、压力等方面的信息。
2. 4. 3 安全隐患管理系统

该系统是重要的管理和分析工具，可以实现从

隐患排查、上报、治理、验收、考核的闭环式一体

化安全信息处理机制; 利用矿图和隐患位置信息，

建立隐患分布图、隐患责任单位分布图，实现隐患

高发区自动预警，隐患未治理、未验收实时提醒等

功能; 另外，可以结合隐患分布图对全矿未来一段

时间可能发生隐患的区域、隐患类型进行分析和预

测。
2. 4. 4 安全隐患预警平台

能够提供时限预警、逾期预警、频发预警等自

动预警服务，系统实时监测数据库中各类隐患信

息，通过在线预警 ( 预警色、提示音) 和手机短

信实时发布隐患状态信息，并立即告知隐患整改负

责人和验收考核负责人，解决了隐患治理不及时、
处理状态反馈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为矿井安全应急

处置提供了宝贵时间。

3 结束语

( 1) 从隐患排查机制、治理机制、追溯机制、
信息化处理机制入手，建立了从岗位、班组、区

队、专业科室到矿井的“4 机 5 级 6 步”安全隐患

闭环管理体系，实行隐患责任追究和原因追溯管

理，为解决煤矿安全隐患问题提供了系统性工作思

路和方法。
( 2) 研制了安全隐患实时闭环管理系统，实

行隐患防控信息化闭环管理，实现了隐患信息的人

工和自动采集、实时预警，实现了从隐患排查、上

报、治理、验收到考核的闭环式一体化、信息化处

理。
( 3) 该体系在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进

行了实际应用，显著提高了该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效率，基本解决了信息反馈不及时、整改落实不彻

底等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该体系对其他

煤矿安全隐患管理模式创新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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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压影响下小煤柱巷道支护难题，矿压监测结果表

明，此支护方式显著提高了围岩完整性及稳定性，

支护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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