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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矿难26人身亡21人被困
事发时井下154人，107人生还；瓦斯爆炸后人员被困区域一氧化碳浓度高、温度高，救援难度大

昨日，四川攀枝花市政府通报“8·29”肖家湾
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相关情况。攀枝花市安监局
局长庞德介绍，29日17时左右，攀枝花市西区正
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事故。经核实，事故发生时下井人数为154人。
事发至29日晚7点半，有104名矿工成功升井，
其中3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从29日晚到昨
晚8点，救援队员在井下成功救出6名生还者。
目前，事故已致26人死亡，还有21人被困井下。

据一位煤矿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事发时井下传来

“类似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井口也升起煤烟。一位矿工
急忙从井里跑出来，冲上公
司办公楼汇报情况。

事发后，刚刚准备下井
的川煤集团公司小宝鼎矿救
护中队的中队长李华告诉记
者，井下的环境非常惨烈，
巷道内的支护网被炸得东倒

西歪，上吨重的矿车被拧成
了麻花状，可见当时爆炸冲
击力非常大。“矿井很多地
方都因爆炸出现了坍塌，一
些坑洞被堵死，煤炭车的铁
轨扭曲。”此外，另外三条通
道目前还没有打通，这给救
援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每
次只能有一队 9-10 个人才
能下井。现场指挥部决定要
进行增援。

现场 矿车拧成麻花铁轨扭曲

现场救援人员指着一张
煤矿平面图告诉记者，发生
爆炸的地点，大概位于矿井
中间部位。爆炸造成巷道凌
乱，部分垮塌，矿井内一氧化
碳等有毒气体浓度高。现场
专家表示，瓦斯爆炸不同于
煤矿透水，透水时，只要有空
间和氧气，营救更简单，但是
瓦斯爆炸，它产生的有毒气
体，只要吸入一多，就危及生

命，此外，爆炸产生的高温，
也能瞬间将人烧伤。

目前约有 51 人受伤，其
中 47 名伤者是一氧化碳中
毒 ，有 4 名 伤 者 以 烧 伤 为
主。目前危重病人约有 7
人，重病伤者有 10 人，大部
分伤员病情稳定，相关医疗
机构已组织专家和精干医护
力量全力开展救治。部分检
查无恙的矿工已陆续返家。

截至30日中午12点，现
场救护指挥部已经调集12支
救护队139人进行了21队次的
搜寻，完成70%的井下搜救。

根据救援专家分析，目
前被困人员所处的被困区域
的断面比较小，而且冒顶也比
较严重。该区的一氧化碳浓
度比较高，温度达到了八九十
摄氏度，救护队员携带的呼吸
机想要通过也比较困难，而且
为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暂时不
能调整通风系统和风量，因此
很难降低该区域的有害气体
浓度。除救护人员外，医护

人员暂时还没法进入井下施
救，整个救援难度比较大。

昨天，数支救护队采用
“车轮战”轮流下井搜救。救护
队员罗正权说，瓦斯爆炸后，
矿井内某些区域一氧化碳浓
度达1200ppm，救护队员下井
必须携带呼吸机。这种呼吸
机的氧气供应最长为4小时，
队员下井搜寻3个多小时后，
必须回地面。在一些坍塌地
方巷道太窄，如果要过去，就
要取掉呼吸器，但取掉呼吸器
便会吸入毒气，但队员都是摘
掉呼吸器，过去后，再戴上。

昨日，记者从安监总局
获悉，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
已赶赴肖家湾煤矿组织救
援。此外，事发煤矿负责人
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昨日，杨栋梁一行赶到

事故现场，听取了救援情况
汇报，与井下指挥所通电话，
了解灾害情况，研究完善救援
方案。杨栋梁要求，要全力
抢救被困人员，对井下所有
区域都要进行全面搜寻，科

学施救，制定详细方案和措
施，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同
时，杨栋梁严令全面核实下
井和升井人员情况，核清被困
人数，千方百计救治伤员。

记者了解到，肖家湾煤

矿为乡镇煤矿，核定生产能
力 9 万吨/年，低瓦斯矿井，
证照齐全。据悉，当地已启
动家属接待和抚慰、遇难人
员善后、保险理赔等工作和
程序，并成立了事故调查组。

伤亡 伤者多系一氧化碳中毒

救援 队员戴呼吸器轮番搜救

■ 追责

煤矿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安监总局要求全面核实下井和升井人员情况，核清被困人数

昨天，刘学辉躺在攀煤
总医院的病床上，鼻中插着
氧气管。过去的一夜，他几乎
不敢闭眼，感叹自己躲过一
劫。今年 43 岁的刘学辉在
肖家湾煤矿上班已有两年。

“爆炸时，只是感觉有点小小
的震动。”刘学辉说，紧接着，
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钻进鼻
孔，令人感觉胸闷。抬头一
看，整个工作面坑道已是浓
烟滚滚，于是撒腿就跑。

刘学辉所处的位置，距
离出口大约1000米，当他跑
出一段距离后，突然听见有
人喊：“里面还有人！”“我当
时也没多想，立即返回去救
人。”刘学辉说，当他往回跑
了一阵，发现工友郭文君和
唐孝刚中毒了。他先背起郭
文君，跑到距离出口还有约
300 米的一个岔道口将他放
下，“这里宽敞，毒气不那么
猛烈。”随即，他又返回，将唐

孝刚背到了岔道口。这时，
刘学辉已感到体力不支，晕
了过去。后来，外面的工友
进来将他们救出。遗憾的
是，郭文君不幸辞世，而唐
孝刚则幸运生还。

住在刘学辉隔壁病房
的，是矿工罗建材。他说，
爆炸发生时，他正在“零号
层”挖煤，爆炸过后，很快
就四处浓烟。“我真的以为
要被困在山肚子里了。”罗

建材说，和他一起被困的，
还有戚远军等 12 人。他们
见前面的路被封，立即选
择了另一条通道逃生。幸
运的是，他们找到了老花
山矿的一条矿井通道逃了
出来，虽然吸入了不少毒
气，但 13 人全部获救。

本版稿件/综合央广、央视、
《华西都市报》、新京报记
者 邢世伟等报道

一矿工晕倒前背出两名工友

这是肖家湾煤矿事故现场入口处（8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 讲述

由于人员被困区域巷道断面小，冒顶
严重，加上该区域一氧化碳浓度高达
1200ppm，温度为80至90摄氏度，救护队
员携带呼吸机通过困难，而呼吸机仅能维
持三四个小时。

数支救护队采用“车轮
战”轮流下井搜救。由于三条
通道尚未打通，每次只能有
一队9至10个人才能下井。

出事矿井被困人员分散，矿井
巷道凌乱、坡度大，从井口到深处约
两公里，往返一次需2个多小时。

爆炸点大概位于矿井中间部
位，造成巷道部分垮塌。巷道内
的支护网被炸得东倒西歪。

肖家湾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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