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 

安委办„2016‟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

员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遏制重特大事故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防范和有效遏制因采空区引发的重

特大事故发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研究制定了《金属非金

属地下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16 年 6月 23日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治

理工作方案 

 

  我国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总量大，分布范围广。

据初步统计，到 2015年底，全国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共有

采空区 12.8 亿立方米，分布于全国 28 个省（市、区）。目

前，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采空区是诱

发重特大事故的重要因素。采空区易引发透水、坍塌、冒顶

片帮等多种形式的灾害，往往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二是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不及时。部分矿山企业忽视采

空区治理，特别是历史遗留采空区得不到及时处理；三是中

小型矿山采空区管理不到位。一些中小型矿山专业技术力量

薄弱，不按设计施工或无设计施工，矿柱留设不规范，造成

采空区重叠、交错现象比较普遍，严重威胁矿山安全生产；

四是采空区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和社

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为逐步消除采空区事故隐患，防范和遏

制金属非金属矿山领域重特大事故、实现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好转，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



 

 

念，切实强化红线意识，坚持“分级管控、突出重点、综合

治理、标本兼治”原则，加强采空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建设，扎实推进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采空区事故隐患综合治理工作，有效降低因采空区引发的事

故总量，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工作目标。 

至 2018年，完成以下工作目标： 

1.基本摸清我国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规模和分布

状况，建立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基础档案。 

2.基本完成历史上形成的、危险性大的金属非金属地下

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任务。 

3.提高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采空区安全管理和监测

监控水平，及时处理生产过程形成的采空区。 

4.由采空区引发的事故总量明显下降，坚决遏制采空区

引发的重特大事故。 

二、治理方式和时间安排（一）治理方式。 

1.充填法。通过采用充填材料对采空区进行充填处理，

有效控制地压和防止地表塌陷。适用于地表及地下含水层不

允许大面积塌落、上部积存有大量尾砂、顶板容易产生较大



 

 

规模冒落以及矿石品位较高的矿山采空区。鼓励各地区优先

采用充填法进行采空区处理。 

2.崩落法。通过采用崩落采空区上盘围岩，使岩石充满

采空区并形成缓冲岩石垫层，防止采空区内大量岩石突然冒

落造成危害。适用于不能采用充填法进行处理，且地表允许

陷落或岩石移动的采空区。对于离地下采场较近的采空区，

可采用崩落法与下部巷道隔绝封闭相结合的处理方法。 

3.封闭法。通过用隔离设施（封闭墙等）将采空区与其

他生产作业地点的通道隔绝，防止人员进入采空区，避免因

采空区围岩塌落所产生的冲击波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适用

于分散、独立、不连续的小矿体和盲矿体形成的采空区，以

及规模稍大但顶板稳固的采空区。 

4.搬迁居民。通过搬迁采空区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内的居

民，并在塌陷影响范围外设臵围栏和警示牌，避免造成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适用于塌陷影响范围内居民较少，事故隐

患不能完全消除或经济合理的采空区。 

（二）时间安排。 

2016 年，全面完成全国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的调

查和治理工程设计等工作，启动“三下”（水体下、建筑物

下、铁路下）开采、石膏矿等影响大的非金属矿采空区、大



 

 

面积连片和总体积超过 100万立方米的采空区等重点治理项

目。 

2017 年，全面启动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项目，基本完成

“三下”开采、石膏矿等影响大的非金属矿采空区、大面积

连片和总体积超过 100万立方米的采空区治理任务。 

2018 年，基本完成采空区事故隐患治理任务，实现矿山

企业对采空区的规范管理。 

三、工作要求（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省（区、市）尤其是治理任务重的地区要提高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本方案统一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

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措施，依法落实相关部门职责，

突出阶段性工作重点，明确各项任务进度，统筹治理资金，

积极推进治理工作，确保治理工作实效。 

（二）强化基础，全面排查。 

各有关地区要认真开展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排查

摸底，全面细致摸清采空区规模、分布特征、稳定性状况、

处理方法等情况，包括“有主”采空区（指有开采主体的现

有地下矿山矿区范围内的采空区）和“无主”采空区（指开

采主体已不存在的，以及在历史开采过程中形成的已关闭或



 

 

废弃地下矿山的采空区），建立健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采

空区治理工作基础档案。 

（三）突出重点，分类治理。 

在全面掌握采空区基本情况下，明确治理重点区域、重

点矿山，根据采空区的实际状况、开采技术条件，开展采空

区事故隐患治理工程设计和综合治理工作。对无法及时治理

的采空区要建立监测预警系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人

员安全。 

（四）源头控制，标本兼治。 

各有关地区要统筹协调矿业权设臵、城乡及村镇规划，

合理划定功能区，避免采空区影响范围内有居民和重要设施。

要督促企业落实治理主体责任，规范采空区日常管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设计及时处理采空区，严防产生

新的采空区事故隐患。 

（五）加强监督，严格验收。 

各地区要加强对金属非金属矿山采空区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实施科学监管，对发现因采空区引发重

大事故隐患而未及时治理的企业，要依法处理。要及时总结

经验，选树典型，认真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序



 

 

推进采空区治理工作。要认真组织做好验收工作，确保治理

效果。（来源：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