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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文件《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关于 2020 年第二批团

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煤协会科技函〔2021〕50 号）安排，由中国煤炭

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等单位负责 2020 年新增煤炭行业团

体标准〔计划编号 2020092〕《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次生煤矿事故隐患调查技

术规范》制定。 

按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

范性、科学性、实用性”要求，为加快标准研究制定，按期完成标准制定

计划任务，标准编制研究课题组起草了煤炭行业团体标准《露天煤矿自然

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简称《标准》）征求意见稿。 

本《标准》适用于露天煤矿设计、建设、生产等过程中自然灾害承灾

体的调查工作。 

（二）标准制定目的意义 

2.1. 标准制定目的 

20 世纪以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每年造成经济损失约 9000 多亿美元，

其中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分别占 32%和 31%。联合

国大会 1989 年定于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200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改为每年 10 月 13 日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简称“国

际减灾日”。 

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

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我国自 2009 年起，每年 5 月 12 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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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灾减灾日。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煤矿都分布在高自然灾害风险的地区，

自然灾害极易引发次生的区域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大气、水、土壤等污染

事故。 

煤矿作为承灾体，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1976 年唐山大地震造成

开滦矿区约 75%的井筒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矿井涌出水急剧增加，淹没了

70%的生产水平和大量设备。2007 年 8 月 16 日，山东新泰市暴雨影响，引

起山洪暴发，导致华源煤矿淹井灾害事故，172 名被困人员遇难。2013 年 5

月 25 日，陕西省黄陵县金咀沟煤矿发生山体滑坡事故，该矿二层职工宿舍

楼被埋，造成 7 人死亡，12 人受伤。因此，针对煤矿受地震灾害、地质灾

害、洪水灾害等典型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亟需开展《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

灾体调查技术要求》等相关标准的研究制定，提高煤矿自然灾害防治水平。 

开展自然灾害影响区内煤矿承灾体调查，构建自然灾害影响区煤矿企

业分布数据库，为全国、省、市、县政府管理部门和煤矿企业做好自然灾

害防灾减灾等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通过开展《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制定，掌握煤矿

自然灾害承灾体基本信息、自然灾害设防情况和防灾减灾能力，查清煤矿

自然灾害风险因素，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机构制定煤矿灾害应急响应决

策提供依据，对提高煤矿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2.2 标准制定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作

出重要论述，强调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

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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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推

动建设“九大工程”，其中 1 号工程就是要“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

患排查工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国家成

立了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下发

了多个文件。 

2019 年，应急管理部提出《全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

建议书对“立项依据和必要性、建设方案、组织实施、经费测算”等工作

进行了安排，并下发《关于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征求<灾害风险调查和重

点隐患排查工程相关方案>意见的函》（应急厅函〔2019〕443 号）。 

2020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 号）。 

2020 年 7 月，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国灾险普办发

〔2020〕2 号）。 

2020 年 8 月，下发《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关于进一步做好普查地方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灾险普办发〔2020〕

4 号）。 

2020 年 9 月，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试点版）》。 

为指导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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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印发调查类技术规范（试

点版）的通知》（国灾险普办发〔2020〕17 号）、《关于印发<评估与区划

类技术规范（试点版）>的通知》（国灾险普办发〔2021〕4 号）等文件。 

2021 年 4 月，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版）》（国灾险普

办发〔2021〕6 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防灾减灾救灾、防震

减灾和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我国自然灾

害多发频发，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至关重要，开展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是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完善防灾减灾救灾预案体

系和各项准备，增强抢险救援能力，提升公众防灾意识，最大程度减轻自

然灾害风险和损失。要扎实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

摸清风险底数，深入分析和用好普查资料，进一步完善综合减灾区划，夯

实全社会防灾减灾基础，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21年 6 月 22 日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在京召开，国务委员、国家减灾委主任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层层压实责任，精心组织

实施，科学高效开展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为有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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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然灾害、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王勇指出，这次普

查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全国性综合性灾害风险摸底，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和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基础。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总结试点经验，细化完善方案流程，

加强技术标准统筹衔接，扎实做好调查、评估、区划等重点工作。坚持边

普查、边应用、边见效，强化普查成果运用，及时消除重大灾害事故隐患。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原则，

切实加强指导督促，保障人员经费投入，广泛培训宣传动员，确保到 2022

年底前高质量完成普查工作，准确掌握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全面提升综合

防灾抗灾能力。 

总之，针对煤矿受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灾害等典型自然灾害影

响较大，制定《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开展全国自然灾害

影响区内煤矿承灾体调查，构建自然灾害影响区煤矿企业分布数据库，对

全国、省、市、县政府管理部门和煤矿企业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 

（三）标准编制成员单位 

标准起草主要单位有“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

促进中心”等组成。 

标准主要起草人： 

（四）主要工作过程 

1 标准立项 

2020 年 11 月，结合“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地方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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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分析结果，策划煤炭行业团体标准制定准备，并按团标立项要求编

写工作大纲，进行项目论证，同时提交项目申请和计划任务书。 

2 项目启动 

2021 年 2 月，接到标准编制任务后，由项目主要起草单位牵头组建了

标准起草工作组，同时开展了标准编制研究的各项工作。 

3 标准编写 

①收集资料：2021 年 3 月，标准起草组制定了标准编写工作方案，并

开始查阅国内外现有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的相关标准。收集国家及省、

自治区近年来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管理办法出台

的、正在制定和申请的各种规定、通知、国家标准。 

②现场调研：2021 年 6-9 月，标准起草组先后分别到新疆、内蒙等矿

区，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建设情况，进行广泛的调研，收集汇

总并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用户要求进

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通过调研分析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

求的各种因素；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的成功经验；整理

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建设技术、方法、设施。 

③标准初稿：2021 年 6 月，标准起草组在充分考虑露天煤矿自然灾害

承灾体调查建设的现有技术水平，特别是近几年来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

体调查的应用现状和将来发展趋势，建立标准模型，确定内容，编制了《露

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团体标准草案）、《露天煤矿自

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编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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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现场座谈：2021 年 9 月，经起标准草组与各有关人员讨论，对《露

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

《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征求意见初稿）。 

⑤对标准进行内部审核研讨：由标准起草组把《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

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初稿）发到各有单位和专家。 

2021 年 10 月，组织专家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

进行了内部讨论。 

2021 年 11 月初，再次组织专家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

要求》进行了研讨、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1 年 11 月 26 日，通过视频会议再次组织专家对《露天煤矿自然灾

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进行了研讨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  编制依据和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工作组接受任务后，经讨论，初步确定了《露天煤矿自然

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起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实施细则》、GB／T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相关技术要求和利用

方法等要求，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标准草案进行

规范和引导。 

1.依法合规。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程和

强制性标准，做到标准内容合法、合规，并能够为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发

挥细化和补充作用。 



 

 - 9 - 

2.协调一致。要与煤炭有关的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协调配套。标准内容既突出行业管理特色，又做到现有标准不矛

盾，不冲突。 

3.规范编写。标准内容符合行业标准体系构建的 GB/T15496 等 5 项系

列国家标准要求，编写符合新发布的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露天煤矿地震、地质、洪水等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

要求。本文件适用于露天煤矿地震、地质、洪水等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工

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50011-2016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197- 2015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50201-2014 《防洪标准》 

GB50778-2012 《露天煤矿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1173-2016 《煤炭工业露天矿疏干排水设计规范》 

DZ/T 0286-20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国灾险普办发〔2021〕6 号《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修订

版）>的通知》 

国灾险普办发〔2021〕9 号《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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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调查类技术规范（修订）的通知》 

《煤矿安全规程》（2016 年版）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灾害  Natural disaster 

指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

件或现象。本文件所指的自然灾害仅限于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 

3.2 承灾体  Disaster bearing body 

指承受自然灾害的对象。本文件中指露天煤矿地面工程、井下工程等

系统的设施、设备及人员等。 

3.3 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  Natural disaster bearing body investigation 

依据本文件，组织相关人员，对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设防情况进

行调查、统计、质检、识别等工作。 

4 基本要求：见《标准》（报批稿）第1页内容。主要对调查通用性要求进

行了规定和要求。 

5 调查内容及技术要求：见《标准》（报批稿）第 2 页—6 页内容。主要对

露天煤矿基础信息调查、地震灾害承灾体调查、地质灾害承灾体调查、洪

水灾害承灾体调查等 4 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规定和要求。 

6 调查报告：见《标准》（报批稿）第 6 页内容。主要对《调查报告》格

式和内容进行了规定和要求。 

三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现行标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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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国家标准，尚未发现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四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煤矿安全规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并经过查询，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无重复和矛盾现象。 

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国家标准，尚未发现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  标准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 

无。 

七  标准实施建议 

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尽早实施，推动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

查建设水平的提高。 

八 标准实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情况说明 

通过开展《露天煤矿自然灾害承灾体调查技术要求》制定，掌握煤矿

自然灾害承灾体基本信息、自然灾害设防情况和防灾减灾能力，查清煤矿

自然灾害风险因素，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机构制定煤矿灾害应急响应决

策提供依据，对提高煤矿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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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