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煤矿安全生产试题汇编（三、井工采矿） 

一、填空 

1．煤层按厚度分为（）、（）、（）。 

2．根据煤层顶板岩性、厚度和回采过程中垮落难易程度，将煤层

顶板分为（）、（）、（）。3．矿井“三个煤量”是指（）、（）、

（）。 

4．根据采空区上覆岩层破坏程度不同，在垂直方向自下而上分为

（）、（）、（）。 

5．根据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不同，我国把矿井划分为（）、（）、

（）三种类型。 

6．矿井采区回采率，厚煤层、中厚煤层、薄煤层分别不应小于

（）、（）、（）。 

7．矿井巷道按其作用和服务的范围不同分为（）、（）、（）三

种类型。 

8．《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规定，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宜按年工

作日（）计算，每天净提升时间宜为（）。 

9．按井筒（硐）形式划分，井田开拓方式有（）、（）、（）、

（）。 

10．按开采水平数目划分，井田开拓方式有（）、（）。 

11．按水平大巷布置方式划分，井田开拓方式有（）、（）、

（）。 

12．根据井田斜长（或垂高）、煤层倾角、开采煤层数目及层间

距等条件的不同，立井开拓分为（）和（）两大类。 

13．按斜井与井田划分方式的不同配合，斜井开拓分为（）、（）

两大类。 

14．按平硐与煤层的相对位置和用作运煤的平硐水平数目划分，

有（）、（）、（）三类平硐开拓方式。 

15．准备巷道的布置方式称为准备方式，按煤层赋存条件确定的

准备方式有（）、（）、（）。16．按开采方式确定的准备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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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按区内巷道布置确定的准备方式有（）、（）、（）。 

18．按煤层开采联系确定的准备方式有（）、（）。 

19．按照矿车在井底车场内运行方式不同，井底车场可分为（）、

（）两大类型。 

20．采区上部车场的基本形式有（）、（）、（）三类。 

21．采区中部车场基本形式有（）、（）、（）三类。 

22. 采区下部车场根据装车站位置不同，下部车场分（）、（）、

（）等。 

23．按煤仓仓体分，采区煤仓有（）、（）、（）、（）四种。 

24．甩车场线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25．井下爆炸材料库应采用（）或（） 

26．采煤方法分为（）、（）两大类。 

27．分层采煤法分为（）、（）、（）三种。 

28. 壁式体系采煤法，按采用的采煤工艺不同分为（）、（）、（）

采煤法。 

29．单体支柱与铰接顶梁组合成悬臂支架，按悬臂支架沿工作面

推进方向的布置方式可分为（）、（）两种。 

30．采煤工作面铰接顶梁的布置方式主要有（）、（）两种。 

31．综采工作面的割煤方式有（）、（）两种方式。 

32．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的移架方式有（）、（）、（）。 

33．综采工作面按移架对顶板的支护时间分为（）、（）。 

34．我国应用和发展的放顶煤技术，按机械化程度和使用的支架

设备分为（）、（）两大类。35．按照与支架配套的运输机台数和放

煤机构不同，综放支架分为（）、（）、（）放顶煤支架。 

36．根据液压支架与围岩相互作用的特点，将液压支架分为（）、

（）、（）。 

37．井巷工程破岩方法有（）、（）两种。 

38．掘进工作面炮眼，按其用途和位置分为（）、（）、（）三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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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电雷管分为（）、（）、（）。 

40．人力推车时，同向推车的间距，在轨道坡度小于或等于 5‰

时，不得小于（）；坡度大于 5‰时，不得小于（）。  

41．在同一采煤工作面中，不得使用（）和（）支柱。 

42.采区开采前必须编制采区设计。一个采区内同一煤层不得布置

（）以上回采工作面和（）以上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 

43．采煤工作面所有安全出口与巷道连接处（）范围内，必须加

强支护；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此范围内的巷道高度不得低于（），

其他采煤工作面，此范围内的巷道高度不得低于（）。44．采用综合

机械化采煤时，工作面（）、（）和（）都必须保持直线。 

45．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时，工作面倾角大于（）时，液压支架

必须采取防倒、防滑措施。 

46．采用放顶煤开采时，煤层平均厚度不得小于（），采放比不

得大于（）。 

47．每个生产矿井必须至少有（）能行人的通到地面的安全出口，

每个出口间的距离不得小于（）。48．巷道净断面必须满足（）、

（）、（）和安全设施及设备安装、检修、施工的需要。49．巷道净

断面设计必须按支护（）的断面计算。 

50．掘进工作面严禁空顶作业，靠近掘进工作面（）内的支护，

在爆破前必须加固。 

51．巷道砌碹时，碹体与顶帮之间必须用不燃物充满填实；巷道

冒顶空顶部分，可用支护材料接顶，但在碹拱上部必须充填不然物垫

层，其厚度不得小于（）。 

52．采用锚杆支护时，锚杆必须按规定做拉力试验。煤巷还必须

进行（）监测，并用记录牌版显示。53．锚杆必须用（）拧紧，确保

锚杆的（）紧贴巷壁。 

54．采用人工上料喷射机喷射混凝土、砂浆时，必须采用（），

喷射前必须（）。 

55．巷道净宽度的确定，对于梯形巷道，当其内不通行运输设备

时，净宽度系指从底板起（）水平的巷道宽度；当其内有通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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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车时，净宽度系指车辆（）的巷道宽度 

56．在巷道弯道处，车辆四角要外伸或内移，安全间隙适当加大，

加大值与车辆长度、轨距和弯道半径有关。其加宽值一般外侧为（），

内测为（），双轨中心线距为（）。 

57．巷道道床参数选择包括（）、（）和（）。 

58．井巷采用锚杆支护时，锚杆质量检验内容包括锚杆的材质，

锚杆的安装方向、深度、（）、螺帽的拧紧程度及（）。 

59．井巷采用喷射混凝土支护时，为了减少回弹和防止管路堵塞，

喷射混凝土的粗骨料粒径应不大于（）；速凝剂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喷射混凝土初凝不应大于（），终凝不应大于（）。60．井巷采用喷

射混凝土支护时，其强度一般不得低于（）；水灰比以（）为最佳。 

61．硐室的施工方法主要有（）、（）、（）。 

62．井下巷道相交或分岔部分叫巷道交岔点。按支护方式不同，

交岔点可分为（）、（）交岔点。63．碹岔式交岔点按其结构分为（）

和（）交岔点。 

64．井下窄轨线路由（）、（）、（）组成。 

65．曲线线路最小曲线半径应根据车辆运行速度和轴距的大小来

确定。当弯道转角小于 90°时，矿车运行速度小于1.5m/s 时，最小曲

线半径不得小于轴距的（）；若矿车运行速度大于 1.5m/s 时，最小曲

线半径不得小于轴距的（）；若矿车运行速度大于 3.5m/s 时，最小曲

线半径不得小于轴距的（）。66．矿井窄轨道岔是线路连接系统的基

本元件，它是使车辆由一条线路过渡到另一条线路的装置。道岔主要

由（）、（）、（）、护轨、转辙器等部分组成。 

67．道岔的类型按其分岔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68．标准道岔的辙叉号码 M 与辙叉角α的关系式为M 等于（）。 

69．对于通达地面的安全出口和 2 个水平之间的安全出口，倾角

等于或小于（）时，必须设置人行道。 

70．采用反向凿井法掘凿竖煤仓，用木垛盘支护时，必须及时支

护。爆破前最末一道木垛盘与工作面的距 

离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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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综采工作面当采高超过（）或片帮严重时，液压支架必须有

（）。 

72．采煤工作面工程质量标准规定：综采支架的初撑力不得低于

规定值的（）；乳化液浓度不低于（）。 

73．主要运输巷和主要风巷的净高，自轨面起不得低于（）。架

线电机车运输巷的净高，自轨面起电机车架空线的悬挂高度，在行人

的巷道内、车场内以及人行道与运输巷道交叉的地方不小于（）；在

不行人的巷道内不小于（）。 

74．采区内的上、下山和平巷的高度不得低于（）。薄煤层内的

不得低于（）。 

75．在双轨运输巷中，2 列列车最突出部分之间的距离，对开时

不得小于（）,采区装载点不得小于（）,矿车摘挂钩地点不得小于（）。 

76．采煤工作面刮板输送机必须安设能发出停止和启动信号的装

置，发出信号点的间距不得超过（）。77．液压支架采煤工作面，最

大控顶距包括（）、（）和（）。 

78．采煤工艺主要技术参数是指（）、（）、（）以及与生产能

力有关的参数等。 

79．沿空送巷包括（）和（）两种。 

80．采区设计编制的内容包括（）、（）。 

81．巷道掘进过程中，测量人员在巷道中标定腰线是为了控制巷

道的（）。 

82．采空区处理最常见的方法是（）。 

83．各水平及采区内各区段的开采顺序一般采用（）。 

84．采煤工作面遇见倾向或斜交断层时，如果断层落差不大，则

可采用（）进行回采。 

85．为预防采煤工作面两端发生漏冒，可在机头机尾各应用（）

的钢梁抬棚支护。 

86．综采放顶煤开采时，沿工作面推进方向，两次放顶煤的推进

距离称为（）。 

87．（）就是等上区段工作面采完后，间隔一定时间，沿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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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的边缘，掘进下一个工作面的区段回风平巷。 

88．开采倾角很小的近水平煤层，井田沿倾斜高差较小，则将井

田直接划分为( )。 

89．某工作面六月份生产 30 天，每天推进距离为 1.8m ，工作面

有效长度（可采全长）是：1～15 日均为 150m ；16～29 日均为

155m ；30 日为 160m ；但 30 日那一天没采完全长，实采长度是

100m 。该工作面平均有效长度为（）。 

90．某采煤工作面计划每日采 3 个循环，6 月份全月无停产，共

完成 82 个正规循环，该工作面的正规循环率是（）。 

91．某普采工作面长 150m ，采高 2.1m,(夹石平均厚度 0.1m)，

循环进度 1.2m ，日计划 3 个循环，4 月份矿井无停产，计划正规循环

率 85% ，煤的密度 1.35t/m3,采出率 0.95，月计划产量为（）。 

92．锚喷巷道为直墙半圆拱，巷道掘进宽度 4.2m ，墙高 2.0m ，

锚杆间、排距均为 0.7m ，底板不打锚杆，每班循环进度 1.75m ，平均

每班需要多少锚杆（）。 

93. 三心拱锚喷支护巷道，巷道掘进宽度4.2m ，墙高2.0m ，锚杆

间、排距均为 0.7m ，底板不打锚杆，每班循环进度 1.5m ，平均每班

需要多少锚杆（）。 

94．锚喷巷道为直墙半圆拱，巷道宽度 2.7m ，墙高 1.4m ，该巷

道的风速为 1.5m/s ，该巷道的风量为（）。95．由于地下采掘活动而

在采掘空间周围岩体中，以及在支护物上所引起的力叫（）。 

96．在矿山压力作用下，产生一系列的力学现象，称为（）。 

97．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既定的工艺方式，保质保量完成的一个

循环称为（）。 

98．按计划有步骤地将已采空间顶板垮落，利用垮落岩石的碎胀

性将采空区填满，支撑与控制上覆岩层活动，称为（）。 

99．当采高不大时，利用顶板岩层具有的塑性弯曲能力，使之缓

慢下沉，从而充满采空区并控制上覆岩层活动，称为（）。 

100. 利用毫秒雷管或其他设备控制放炮顺序，使每段之间只有几

毫秒的间隔，叫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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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选 

1. 在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含碳物质沉积形成的基本上连续的

大面积含煤地带称为（）。 

A. 矿区 

B. 煤田 

C. 井田 

D. 煤田开发。 

2．沿一定标高划分的一部分井田称为（）。 

A. 阶段 

B. 水平 

C. 采区 

D. 水平划分。 

3．岩层断裂后，上盘相对上升，下盘相对下降的断层为（）。 

A. 正断层 

B. 逆断层； 

C. 平推断层 

D. 斜交断层 

4.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 ）规定，采煤工

作面回采率，厚煤层、中厚煤层、薄煤层不应小于（）。 

A. 93% 、95% 、97% 

B. 90% 、93% 、97% 

C. 80% 、85% 、90% 

D. 85% 、90% 、95% 

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 ）规定，矿井为

大型矿井，其设计生产能力至少为( )。 

A. 1.2Mt/a 

B. 0.9Mt/a； 

C. 1.5Mt/a 

D. 1.8Mt/a 

6.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50215-2005 ）规定，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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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产能力 6.0Mt/a 及以上矿井，矿井服务年限不宜小于（）年。 

A. 70 

B. 60 

C. 50 

D. 40 

7.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规定，斜井开拓采用普通胶带输送机提

升时，斜井井筒倾角不大于（）。 

A. 18°～20° 

B. 17°～20° 

C. 16°～17° 

D. 18°～19° 

8.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开凿平硐、斜井和立井时，自井口到

坚硬岩层之间的井巷必须砌碹，并向坚硬岩层内延深（）。 

A. 8m 

B. 5m 

C. 6m 

D. 10m 

9. 采煤机更换截齿和滚筒上下（）以内有人工作时，必须护帮护

顶，切断电源，打开采煤机隔离开关和离合器，并对工作面运输机施

行闭锁。 

A．1m B. 1.5m 

C. 2m 

D. 3m 

10. 对于泥质类软岩，遇水后会出现泥化、崩解、膨胀、破碎等现

象，从而造成围岩产生（）。 

A. 很大的塑性变形 

B. 破断 

C．整体垮落 D. 没影响 

11.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生产矿井已有巷道人行道宽度不符合

要求时，必须在巷道的一侧设置躲避硐，2 个躲避硐之间的距离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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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A. 30m 

B. 40m 

C. 25m 

D. 35m 

12.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在双轨运输巷中，矿车摘挂钩地点 2

列车的距离不得小于（）。 

A．0.9m B. 1.0m 

C. 0.8m 

D. 0.5m 

13.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用反向凿井法掘凿暗立井或煤仓，

用木垛盘支护时,在人行眼内必须有木梯 

和护头板，护头板的间距最大不超过（）。 

A. 4.0m 

B. 3.0m 

C. 3.5m 

D. 2.0m 

14.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密集支柱切顶时，两

段密集支柱之间必须留有宽（）m 以上的安全出口。 

A．0.4 B. 0.5 

C. 0.45 

D. 0.4 

15. 采区布置时，工作面最好与主要裂隙方向（）。 

A. 平行 

B. 正交 

C. 斜交 

D. 任意方向 

16. 最佳的巷道支护是（）。 

A. 允许巷道围岩在一定范围内变形 

B. 不允许巷道围岩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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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允许巷道围岩有较大变形 

17.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用放顶煤开采时，工作面倾角大于

（）时，严禁采用液压支柱放顶煤开采。 

A. 25° 

B. 30° 

C. 20° 

D. 35° 

18.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控顶范围内，

顶底板移近量按采高不得大于（）mm/m 。 

A. 100 

B. 150 

C. 200 

D. 250 

19.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单体液压

支柱支护时，工作面支柱要打成直线，其偏差不得超过（）。 

A. ±100mm  

B. ±150mm  

C. ±200mm  

D. ±250mm  

20.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单体液压

支柱支护时，工作面支柱柱距偏差不大于（）。 

A. ±100mm  

B. ±150mm  

C．±200mm D. ±250mm  

21.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单体液压

支柱支护时，工作面支柱排距偏差不超过（）。 

A. ±100mm  

B. ±150mm  

C. ±200mm  

D. ±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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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液压支架

支护时，支架要排成直线，其偏差不得超过（）。 

A. ±50mm  

B. ±100mm  

C. ±150mm  

D. ±200mm  

23. 采煤工作面支架的（）应能保证老顶与直接顶不离层。 

A. 工作阻力 

B. 初撑力 

C. 支承力 

D. 压力 

24.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液压支架

支护时，支架要垂直顶底板，歪斜小于（）。 

A. ±4° 

B. ±6° 

C. ±5° 

D. ±7° 

25.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规定，采煤工作面采用液压支架

支护时， 

要及时移架，端面距不得大于（）。 

A. 300mm 

B. 350mm 

C. 340mm 

D. 250mm 

26. 树脂药卷直径和钻孔直径之差应为（）。 

A. 3mm 

B. 4mm 

C. 5mm 

D. 6mm 

27.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低瓦斯矿井的煤层采掘工作面、半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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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掘进工作面必须使用安全等级不低于（）的煤矿许用炸药。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四级 

28.《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使用煤矿许用毫秒电雷管时，最后一

段的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A. 130ms 

B. 120ms 

C. 125ms 

D. 135ms 

29.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炮眼深度超过 1m 时，封泥长度不得

小于（）。 

A. 0.2m 

B. 0.3m 

C. 0.4m 

D. 0.5m 

30.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有提升设备的立井

采用混凝土支护时，支护规格（圆形井筒净半径、方矩形井筒中心线

至任一帮距离）偏差（）时为优良。 

A. 0～+25mm 

B. 0～+30mm 

C. 0～+10mm 

D. 0～+35mm 

31.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主要巷道采用混凝

土支护时，其净宽（中心至任一帮的距离）偏差为（）时为优良。 

A. 0～+25mm 

B. 0～+30mm 

C. 0～+10mm 

D. 0～+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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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主要巷道采用混凝

土支护，其净高（腰线至顶、底距离）偏差（）时为优良。 

A. 0～+25mm 

B. 0～+30mm 

C. 0～+10mm 

D. 0～+35mm 

33.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机电硐室采用混凝

土支护时，其净高（腰线至顶、底距离）和净宽（中心至任一帮的距

离）偏差（）时为优良。 

A. 0～+25mm 

B. 0～+30mm 

C. 0～+10mm 

D. 0～+35mm 

34.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混凝土支

护，无明显裂缝，1m2 范围内蜂窝、孔洞、漏筋等不超过( )时，表面

质量达到合格。 

A. 1处 

B. 2处 

C. 3处 

D. 4处 

35.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采用混凝土支护的

斜井、平硐、硐室、巷道局部（连续长、宽长度均不大于 1m ）壁厚不

小于设计( )时为优良。 

A. 25mm 

B. 15mm 

C. 10mm 

D. 30mm 

36.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采用混凝土支护的

立井局部（长不大于井筒周长 1/10，高不大于 1.5m ），壁厚不小于

设计( )时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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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mm 

B. 15mm 

37.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混凝土块、

料石支护时，砌体灰缝质量达到优良时，在砌体表面 1m2 范围内重缝、

瞎缝、干缝的总数不超过( )。 

A. 1处 

B. 2处 

C. 3处 

D. 4处 

38.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杆支护

时，锚杆的抗拔力最低值不小于设计的（）时为合格。 

A. 85% 

B. 90% 

C. 95% 

D. 80% 

39.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杆支护

时，锚杆的间距、排距允许偏差（）。 

A. ±100mm  

B. ±150mm  

C. ±50mm  

D. ±200mm  

40.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杆支护

时，锚杆孔深度允许偏差（）。 

A. 0～+25mm 

B. 0～+50mm 

C. 0～+30mm 

D. 0～+35mm 

41.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杆支护

时，锚杆允许露出托板长度允许偏差（）。 

A.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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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mm  

C. ≤40mm  

D. ≤30mm  

42.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杆支护

时，锚杆方向与巷道轮廓线角度允许偏差（）。 

A. ≤13° 

B. ≤14° 

C. ≤15° 

D. ≤16° 

43.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索支护

时，锚索钻孔轴线与设计轴线偏差角（）为优良。 

A. ≤3° 

B. ≤4° 

C. ≤2° 

D. ≤5° 

44.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锚索支护

时，锚索锁定后预应力的最小值不小于设计（）时为合格。 

A. 90% 

B. ≤95% 

C. ≤85% 

D. 80% 

45.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支架支护

时，水平巷道支架的前倾、后仰偏差（）时为优良。 

A. ±0.3° 

B. ±0.4°; 

C. ±0.5° 

D. ±0.6° 

46.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支架支护

时，倾斜巷道支架的迎山角偏差（），不得退山，为优良。 

A.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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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4° 

C. +0.5° 

D. +0.6° 

47. 《煤矿井巷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井巷采用支架支护

时，支架柱窝深度或底梁铺设深度不小于设计（）时为合格。 

A. 50mm 

B. 60mm 

C. 40mm 

D. 30mm 

48.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井下爆炸材料发放硐室必须设在有独

立风流的专用巷道内，距使用的巷道法线距离不得小于（）。 

C. 20m 

D. 25m 

49.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炸药和电雷管必须分开贮存，并用不

小于( )厚的砖墙或混凝土墙隔开。 

A. 250mm 

B. 260mm 

C. 240mm 

D. 230mm 

50.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光面爆破时，周边光爆炮眼应用炮泥

封实，且封泥长度不得小于( )。 

A. 0.5m 

B. 0.4m 

C. 0.3m 

D. 0.6m 

51.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浅眼装药爆破大岩块时，最小抵抗线

和封泥长度都不得小于( )。 

A. 0.5m 

B. 0.4m 

C.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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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6m 

52.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倾斜井巷倾角大于（）时，在装煤机

装岩（煤）前，在司机前方必须打护身柱或设挡板，并在耙装机前方

增设固定装置。 

A. 23° 

B. 24° 

C. 22° 

D. 20° 

53.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倾角在（）以上的小眼、人行道、上

山和下山的上口，必须设有防止人员坠落的设施。 

A. 23° 

B. 24° 

C. 22° 

D. 25° 

54.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进风井口以下的空气温度（干球温度，

下同）必须在（）以上。 

A. 5℃ 

B. 3℃ 

C. 4℃ 

D. 2℃ 

55.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掘工作面及其他作业地点风流中、

电动机或其开关安设地点附近 20m 以内风流中的瓦斯浓度达到（）时，

必须停止工作，切断电源，撤出人员，进行处理。 

A. 2.0% 

B. 1.5% 

C. 3.0% 

D.1.0% 

56.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巷道坡度大于（）时，严禁人力推车。 

A. 7‰ 

B. 5‰ 

最新煤矿安全生产试题汇编(三、井工采矿) --第17页

最新煤矿安全生产试题汇编(三、井工采矿) --第17页



C. 6‰ 

D. 4‰  

57.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人员上下的主要倾斜井巷，垂深超过

（）时，应采用机械运送人员。 

A. 50m 

B. 60m 

C. 65m 

D. 70m 

58.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长度超过（）的主要运输平巷，上下

班时应采用机械运送人员。 

A. 1.5km 

B. 2.0km 

C. 2.5km 

D. 3.0km 

59.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规定，井下中央变电所和主要排水泵房

的地面标高，应分别比其出口与井底车场或大巷连接处的底板标高高

出（）。 

A. 0.7m 

B. 0.6m 

C. 0.5m 

D. 0.4m 

60.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规定，变电硐室长度超过（）时，必须

在硐室的两端各设 1 个出口。 

A. 5m 

B. 6m 

C. 8m 

D. 7m 

61.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规定，主要泵房至少有 2 个出口，一个

出口用斜巷通到井筒，并应高出泵房底板( )以上。 

C.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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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m 

62.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新建、改扩建矿井或生产矿井的新水

平，正常涌水量在 1000m3/h 以下时，主要水仓的有效容量应能容纳

全矿井( )的正常涌水量。 

A. 5h 

B. 6h 

C. 8h 

D. 7h 

63.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区水仓的有效容量应能容纳（）的

采区正常涌水量。 

A. 5h 

B. 6h 

C. 4h 

D. 7h 

64.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规定，作为安全出口的立井井筒，当深

度超过 300m 时，宜每隔（）左右设置休息点。 

A. 100m 

B. 200m 

C. 150m 

D. 250m 

65. 煤巷是指巷道断面中，煤层占（）以上的巷道。 

A. 4/5(含 4/5) 

B. 3/5(含 3/5) 

C. 3/4(含 3/4) 

D.2/3(含 2/3) 

66. 半煤巷是指巷道断面中，煤层占（）的巷道。 

A. 1/5～4/5(不包括 1/5 及 4/5 在内) 

B. 2/5～4/5(不包 2/5 及 4/5 在内) 

C. 3/5～4/5(不包 3/5 及 4/5 在内) 

D. 1/4～4/5(不包 1/4 及 4/5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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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岩巷是指巷道断面中，岩石占（）以上的巷道。 

A. 4/5(含 4/5) 

B. 3/5(含 3/5) 

C. 3/4(含 3/4) 

D. 2/3(含 2/3) 

68. 为全矿井、一个水平或若干采区服务的巷道，如井筒、主要石

门运输大巷和回风大巷、主要风井称为( )。 

A. 回采巷道 

B.开拓巷道 

C. 准备巷道 

D.采区巷道 

69. 为一个采区或数个区段服务的巷道，如采区上(下)山、采区车

场等称( )。 

A. 回采巷道 

B. 开拓巷道 

C. 准备巷道 

D. 采区巷道 

70. 仅为采煤工作面生产服务的巷道，如区段运输平巷、区段回风

平巷、开切眼叫( )。 

A. 回采巷道 

B. 开拓巷道 

C. 准备巷道 

D. 采区巷道 

71.位于煤层之上极易垮落的很薄的松软岩层称为( )，厚度在

0.3～0.5m ，其特点是随采随冒。 

A. 老顶 

B. 伪顶 

C. 直接顶 

D. 基本顶 

72. 位于伪顶之上或直接位于煤层之上的较稳定易垮落的岩层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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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顶 

B. 伪顶 

C. 直接顶 

D. 基本顶 

73. 位于直接顶之上（有时位于煤层之上），难以垮落的坚硬岩层

称为（）。 

A. 顶板 

B. 伪顶 

C. 直接顶 

D. 基本顶 

74. 由于采煤工作面煤壁前方强大的支承压力，可能导致直接顶在

煤壁前方形成（），从而形成预生裂 

隙。 

A. 剪切破坏 

B. 拉伸破坏 

C．挤压破坏 D. 压力减小 

75.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综采工作面，在采取煤层注水和采煤

机喷雾降尘等措施后，可适当加大风速，但不得超过（）。 

A. 8m/s 

B. 6m/s 

C. 10m/s 

D. 5m/s 

76.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井下充电硐室风流中以及局部积聚处

的氢气浓度，不得超过（）。 

A. 0.5% 

B. 1.0% 

C. 1.5% 

D. 2.0% 

77.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井下主要排水设备，工作水泵的能力，

应在（）内排出矿井 24h 的正常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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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5h 

B. 20h 

C. 16h 

D. 18h 

78.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新建或改扩建的矿井中，对于运行7t

及其以上机车或 3t 及其以上矿车的轨道，应采用不得低于（）的钢轨。 

A. 30kg/m 

B. 22kg/m 

C. 24kg/m 

D. 33kg/m 

79.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用人车运送人员时，列车行驶速度不

得超过（）。 

A. 8m/s 

B. 6m/s 

C. 5m/s 

D. 4m/s 

80.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井下各级配电电压和各种电气设备的

额定电压等级，低压不得超过（）。 

A. 1140V 

B. 660V 

C. 380V 

D. 10000V 

81.（）是由单体液压支柱与可滑移顶梁组合而成的简易支架。 

A. 液压支架 

B. 滑移支架 

C. 俺护支架 

D. 支撑支架 

82.《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立井井筒与各水平车场的连接处，必

须设有专用的（），严禁人员通过提升间。 

A. 人行道 

最新煤矿安全生产试题汇编(三、井工采矿) --第22页

最新煤矿安全生产试题汇编(三、井工采矿) --第22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2805211311

200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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