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平邑县万庄石膏矿区
“12·25”采空区重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15 年 12 月 25 日 7 时 56 分，平邑县保太镇境内万庄石膏矿区发生采空区坍塌，该

区域内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以下简称玉荣石膏矿）井下作业的 29 名矿工

被困。经全力救援，截止 2016 年 2 月 6 日，有 15 人获救升井，1 人死亡，13 人失踪，直

接经济损失 4133.9 万元。

事故发生后，山东省政府成立了由张务锋副省长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平邑县

万庄石膏矿区“12·25”采空区重大坍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事故调查工作，同时

成立了由省安监局、监察厅、公安厅、总工会、国土资源厅、经信委、临沂市政府等单位参

加的平邑县万庄石膏矿区“12·25”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省检

察院派员参加，聘请山东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相关科研机构和矿山企业有

关地质、勘探、采矿、地震等方面的 14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压

力与岩层控制著名学者宋振骐教授为技术顾问。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现场、

调查取证、模拟计算、专项研究和综合分析等，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相关责任等进行

了认真调查。现报告如下：

一、万庄石膏矿区基本情况

坍塌区域东西长约 1220m，南北宽约 660m，最深处约 7m，涉及万枣、玉荣、保太

三个石膏矿，面积约为 0.61km2。

（一）万枣、玉荣、保太三个石膏矿基本情况：

1.万枣石膏矿

平邑县万枣膏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枣石膏矿）是平邑县保太乡万庄村与枣庄市中区

郭里集煤矿合资建设的，前身为平邑县保太乡果园石膏矿，始建于 1994 年 7 月，1994 年

临沂矿务局设计室编制了简易开采设计，1995 年 11 月首次获得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1996 年 7 月建成投产。

2005 年 10 月临沂恒泰安全技术评价中心编制了《平邑县万枣膏业有限公司石膏矿现状评价

报告》。2006 年 3 月，邯郸市大地矿产资源开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平邑县万枣膏业有限公司

石膏矿初步设计（补充）》，临沂市安监局以临安监函字〔2006〕159 号文件批复。最近一次的采

矿权证由临沂市国土资源局颁发，有效期自 2010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0 日。采矿

许可证到期后未延续。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有效期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8 日。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已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注销。

矿山采用竖井—斜井开拓，浅孔房柱法开采，设计矿房宽 8m，连续矿柱宽 6m，不连



续矿柱 6×6m，两者间隔布置。留护顶膏厚度 1.5～2.0m，护底膏厚度 1.0～1.5m。2011

年 9 月 27 日，济南斯泰普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现状评价，评价结论：“该矿山现状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的要求，其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的相关规定，

能满足《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 397 号国务院令）第六条的要求”。至 2011 年末采空

区累计面积 12.33 万㎡。2011 年 10 月由临沂市安监局核准为三级标准化企业。2012 年 4

月 29 日济南斯泰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全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每年组织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 2007 年 7 月检查中，

发现该矿与玉荣矿间有一条 3.2×2.2m 平巷贯通，当即已责令封堵。

2012 年苍山县石门铁矿发生“3·15”坠罐重大事故后，按临沂市政府要求 2012 年 3

月 15 日停产，后未达到《临沂市地下非煤矿山复工验收实施办法》（临政办字〔2012〕49

号文）的要求，平邑县政府未批准申请验收，矿山各大系统相继停止运行。经询问知情人，

至 2012 年 4 月 29 日安全评估时，矿山按设计开采，无顶板垮塌和矿柱失稳现象。

2.玉荣石膏矿

玉荣石膏矿隶属于玉荣商贸有限公司。该矿位于平邑县保太镇德埠庄村南，由平邑县万

庄膏业有限公司和原平邑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于 2008 年整合而成，生产规模 40

万 t/a，从业人员近 400 人，法定代表人尹升。2006 年 3 月，青岛赛飞特安全环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进行安全预评价；2008 年 7 月，山东省永隆工程开发设计院进行开采设计。2009

年 6 月，临沂恒泰安全评价技术中心进行安全验收评价，评价结论：“平邑玉荣商贸有限公

司玉荣石膏矿各系统已经基本形成，安全防护设施基本齐全，基本具备安全验收的条件”，

2009 年 7 月竣工投产。目前，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2015 年 6 月被临沂市安监局核准为非煤矿山安全标准化三

级企业。

矿山采用竖井开拓，对角式通风，浅孔房柱法开采，开采标高+120-322 米，面积

2.2636km²。可采矿层为Ⅱ、Ⅲ两矿层，至坍塌前，仅开采Ⅲ矿层，该石膏层平均厚度 20m，

设计矿房宽度不大于 8m，采高不大于 10m，长 45～50m，矿柱宽度不小于 6m。事故前

累计形成采空区面积 33.03 万 m²。

据调查，矿柱实际留设宽度 7m，采高不大于 10m。国土资源部门每年组织对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014 年 7 月平邑县国土资源局检查发现玉荣石膏矿进入隔

离矿柱开采石膏 3947.3t，处罚 14.9997 万元。近年来，该矿采矿权年检结论均为合格。

2015 年 3 月，山东信力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对该矿采空区稳定性进行分析，确定该矿采空区

属于“相对稳定类”。2015 年 9 月，平邑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山东公信安全评价有

限公司对该矿进行矿山安全会诊检查，编制了《平邑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矿山安全

会诊检查报告》，未发现采空区存在问题。2015 年 10 月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山东省地质

勘察五院对该矿 2015 年度井巷工程实测，实测报告和日常监管均未发现有越界开采行为。



企业针对该矿灰岩顶板属于富含水层不能放顶的实际，采用先进设备设施对采空区进行监

测，安装了岩音报警仪、视频监控探头、顶板位移报警器、地压在线监测系统，同时，采用

土洋结合，使用糊纸法、“标记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监测。矿山通过动态报警和位移监测装

置监测采空区变化，设有专人每天进入空区观测记录，事发前未发现异常。

3.保太石膏矿

保太石膏矿位于玉荣石膏矿南部，建于 1992 年，2003 年闭坑。2016 年 1 月 3 日在

原保太石膏矿地面出现陷落坑，约 26×18m，深度约 10m，陷落坑发生在“12·25”坍塌

事故之后的第 10 天，经调查分析，因保太石膏矿无上覆石灰岩层，地面陷落主要受坍塌区

域水位变化诱发采空区冒落所致。

（二）万枣、玉荣、保太三个石膏矿关联情况

1.万枣石膏矿和玉荣石膏矿关联度紧密，相互影响度高

（1）两矿为开采同一矿体的相邻矿山，万枣石膏矿位于玉荣石膏矿浅部的西南，开采

深度为+115m～-110m，玉荣石膏矿开采深度为+120～-322m。万枣石膏矿北部边界和

玉荣石膏矿的西北部南边界平行对应，东部边界和玉荣石膏矿南部的西边界平行对应。

（2）两矿均开采Ⅲ层石膏（同一矿层），万枣石膏矿北部和玉荣石膏矿的西北部南部

采空区相邻，东部和玉荣石膏矿南部的西部采空区相邻，按采矿权属在平面上分开。

（3）两矿上覆石灰岩层相同且完整，无断层切割，只是厚度不同。万枣石膏矿的上覆

灰岩的厚度为 30～120m，玉荣石膏矿为 85～200m。

（4）开采工艺相同，设计矿柱有所不同。两矿均采用浅孔房柱法开采，设计矿房宽度

均为 8m，万枣石膏矿设计采用连续矿柱和间断矿柱，连续矿柱宽 6m，间断矿柱 6×6m，

连续矿柱和间断矿柱间隔布置；玉荣石膏矿设计全部采用连续矿柱，宽 6m。两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和开采设计通过计算及同类工程类比，确定开采参数，符合有关规程规范

的规定。

2.保太石膏矿与万枣、玉荣石膏矿关联度低，相互影响小

保太石膏矿位于玉荣石膏矿南部，万枣石膏矿东南部。该矿上覆岩层紫红色砂岩为主，

灰岩层尖灭，与万枣、玉荣矿顶板岩层不直接相连。2016 年 1 月 3 日在原保太石膏矿地面

出现陷落坑，约 26×18m，深度约 10m。陷落坑发生在“12·25”坍塌事故之后的第 10 天，

经调查分析，因保太石膏矿无上覆石灰岩层，地面陷落主要受坍塌区域水位变化诱发采空区

冒落所致。

（三）万枣石膏矿整合情况

2012 年 3 月 15 日万枣石膏矿停产后，开始与玉荣商贸有限公司商洽整合事宜。2012

年 6 月 18 日，玉荣商贸有限公司与万枣石膏矿签订整合协议，一次性支付给万枣石膏矿

600 万元，万枣石膏矿将全部资产整体移交玉荣商贸有限公司。整合协议明确载明“双方签

字后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后生效”。2012 年 7 月 9 日，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对平邑玉荣商贸



有限公司申请扩界和与万枣膏业有限公司进行整合出具了审查意见。2012 年 7 月 17 日，

办理了法人代表变更登记，矿山名称仍为万枣膏业有限公司。2012 年 10 月 25 日，平邑县

政府上报《平邑县矿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方案》，拟将万枣矿作为被整合对象与玉荣矿整

合。2013 年 3 月，临沂市政府在组织专家审查后批准了县政府提报的矿产资源整合方案（临

政办字〔2013〕42 号）。市、县国土资源部门按照矿山整合程序，上报省国土资源厅。2013

年 5 月 24 日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平邑玉荣石膏矿扩界的批复》（鲁国土资字〔2013〕

615 号），确定矿区范围和生产规模，并预留期限一年办理采矿登记手续。因登记要件未达

到相关要求，预留期限内未能办理采矿登记手续。根据企业申请，省国土资源厅分别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2014 年 11 月 24 日、2015 年 11 月 20 日 3 次下发《关于延长平邑玉荣商

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扩界矿区范围预留期的批复》，预留期限最终延至 2016 年 10 月底。

至事故发生前，整合手续仍未完成，仍为两个独立的矿山。

（四）事故发生前玉荣石膏矿井下作业情况

2015 年 10 月 21 日，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9 人死亡，2 人

受伤。为吸取事故教训，平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了《平邑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非煤矿

山企业停产检修的通知》（平安发〔2015〕14 号），玉荣石膏矿按照要求停产检修。2015

年 11 月 7 日，平邑县安监局聘请山东信力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组成专家组对玉荣石膏矿是否

具备复工条件进行了现场检查，查出了 19 条问题，并提出 5 条整改建议。玉荣石膏矿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安排有关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据对升井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进行

询问及互相印证后证实，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 3 个班组、29 人在井下仍对上述问题进行整

改施工作业，未实施采矿生产活动。人员分布情况如下：

1.毛某龙班组负责掘进 11 路下山安全通道。为了解决“11 路东通风孔与 12 路掘进巷

形成循环风”等问题，矿上安排该班组负责 11 路下山安全通道的掘进，并与 3 号井形成贯

通。该班组有毛某龙、赵某良、耿某龙、毛某青、赵某安、管某社共 6 人。

2.赵某功班组负责 11 路上山至 10 路的安全通道。该班组包括赵某功、赵某成、赵某

军、杜某波、董某华、王某印、毛某贵、孙某银、陈某春、管某防、乔某相 11 人。

3.管某行班组负责 4 号井 5 路西车场整修。据该矿副总经理孔某印笔录，整修西车厂

是因为“原来的通风小，是为了扩帮，增加通风。”该班组包括管某行、管某海、毛某思、

王某国、赵某强、李某生、华某喜、孔某宝 8 人。

4.其他人员。工区长管某峰、信号工管某吉、推罐工李某连、绞车工汪某训。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据中国地震台网和山东省地震台网测定，2015 年 12 月 25 日 00 时 17 分，在万庄矿

区西部曲阜市小雪镇武家村（北纬 35.50，东经 117.00）发生 M2.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在万庄矿区东约 10 公里的费县牛岚山地震台网也有测定。2015 年 12 月 25 日 7 时



56 分，又测得万庄石膏矿区能量相当于 3.5 级地震，之后记录到 7 次能量相当于 0.9～2.9

级地震，持续震动时间 14 分钟。

据目击者描述，先感觉地震，后看到黄色烟柱先后从万枣石膏矿竖井、玉荣石膏矿 5#、

4#、3#和 1#井口喷出，再听到类似飞机起飞的刺耳啸叫声，之后看到地面塌陷变形。感觉

塌陷时地面像跳舞状起伏波动，方向由万枣石膏矿自西向东。塌陷涉及万枣石膏矿、玉荣石

膏矿，原保太石膏矿地面出现陷落坑。坍塌造成玉荣石膏矿当班 29 名井下作业人员被困。

（二）事故救援情况

救援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

努力”的原则，以对井下被困矿工及家属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近千名救援人员全力救援。

整个救援工作总体分两个阶段，事故发生初期重点是井下搜救，同步进行地面钻孔搜寻。经

过科学组织，全力搜救，至 2015 年 12 月 26 日 0 时 15 分，成功救出 11 名被困矿工，并

发现 1 名遇难者。由于井下不断发生坍塌，救援人员强行打通、修复支护的救援巷道反复

被毁坏、塌实，加之井下涌水量急剧增大，井下救援基地被淹，井下已不具备安全救援的条

件，2016 年 1 月 3 日，指挥部决定暂停井下救援，全面转入地面钻孔救援，先后从地面进

行了 7 个救生钻孔作业。其中有 4 个钻孔为小直径钻孔（1 号、2 号、6 号、7 号），目的是

搜救被困人员，维持生命；3 个钻孔为大直径钻孔（3 号、4 号、5 号），目的是形成逃生通

道。2015 年 12 月 30 日，救援人员通过 2 号孔发现了 4 名被困矿工，随即通过钻孔投送

了食品、药品、矿灯和通讯设备。到 2016 年 1 月 7 日，因 2 号钻孔底部泥水淤积严重，

被困人员取用食品等物资困难。2016 年 1 月 8 日，替代 2 号孔的 7 号孔打通，后期一直通

过 7 号孔与被困矿工联络并投送物资。5 号孔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钻进，面对岩层破碎、

水文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等诸多不利因素，克服了种种困难，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 22 时 50

分，通过全身式安全带将被困井下 220 米处的 4 名矿工全部救出。

受救援指挥部委托，水文、地质、采矿和医疗救治等方面多位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

察、查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判，根据专家“现场已不具备施救条件，井下失

联人员已无生存可能”的意见，经临沂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并报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

会同意，决定自 2016 年 2 月 6 日起终止现场救援，全面转入遇难矿工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

工作。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13 人失踪。

（三）善后处理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26 日前，获救升井的 11 名矿工，4 名经医院检查身体无碍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回家；7 名经治疗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前治愈出院。2016 年 1 月 29 日获

救升井的 4 名矿工，经医院治疗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治愈出院。

遇难和失踪的 14 名矿工，于 2016 年 2 月 3 日按规定已与家属签订赔偿协议，并已支

付赔偿金，善后处理工作结束。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万枣石膏矿采空区经多年风化、蠕变，采场顶板垮塌不断扩展，使上覆巨厚石灰岩悬露

面积不断增大，超过极限跨度后突然断裂，灰岩层积聚的弹性能瞬间释放形成矿震，引发相

邻玉荣石膏矿上覆石灰岩垮塌，井巷工程区域性破坏，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具体分析：

1.塌陷机理分析

（1）从石膏矿层和顶底板围岩性能分析，随时间的推移，开采区域内矿房冒落和矿柱

失稳在所难免

石膏原矿的抗压强度一般为 19.2～23.6MPa，其顶底板岩石松软，承载能力不及石膏，必须

留护顶和护底膏保护，共同形成支护体系，才能支撑采空区不冒落。石膏体暴露在采空区内富含

水的潮湿空气中，逐渐风化、剥蚀、吸水软化泥化，且石膏有蠕变特性（即在地应力不变的情况

下缓慢变形），自身的承载能力逐渐降低，稳定性日趋下降。护顶石膏出现局部垮落后，由砂质

泥岩、粉砂岩组成的直接顶在自然裸露状态下也随之冒落，应力重新分布，引起周围矿柱相继失

稳破坏、更大范围的直接顶冒落。随着直接顶冒落面积增大和高度增加，冒落到灰岩层后，空区

向上发展被暂时阻止，在灰岩层下形成悬露空间。

悬露空间影响半径按γ=h/tanδp 计算，得出影响半径范围为 78.9m（岩石移动角依据

上赋岩层，选取数值为 55.60，按δp=550+1.5f 计算。h 取矿房顶板至灰岩层底部的厚度

110m，f—普氏系数，根据岩石抗压强度取值，如果抗压强度 1mp 取 0.1，是 2mp 取 0.2…），

加之上覆巨厚灰岩层的巨大压力，影响半径要比理论数据大的多。

石膏矿柱和护顶膏、护底膏组成的支护体系失稳垮塌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但空场开

采和石膏及顶底板围岩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决定了矿房冒落和矿柱失稳在所难免，悬

露空间必然扩大、发展。开采中如护顶膏破坏，则加速垮落过程。

（2）石膏层上部中厚灰岩层悬露空间超过极限跨度，必然产生灰岩大面积断裂垮塌、矿震

石膏直接顶为砂质泥岩、粉砂岩与膏体层互层，分层厚度 10～15m，单向抗压强度仅

为 3.18～5.3MPa，自然裸露状态下一般会随采随冒，且其碎胀性很小，冒落后不会充满采

空区。而位于第四系下部、厚度为 30-200m、抗压强度为 63.6～108MPa 的灰岩层，极限

跨度大，具备积聚大量弹性能的客观条件。石膏直接顶岩层冒落到灰岩即被阻止，形成灰岩

底悬露，积聚了弹性能。随冒落区域的不断扩展，悬露灰岩的面积不断增加，弹性能积聚随

之增大，一旦悬露面积达到极限跨度，就会发生灰岩大面积断裂，释放弹性能，引发矿震。

按照嵌固梁力学模型，石灰岩最大自稳跨度为：

式中，C 为石灰岩最大自稳跨度，m；m 为石灰岩厚度，m；σ为石灰岩的单向抗拉强

度，MPa；γ为石灰岩的容重，t/m3。

两矿均开采Ⅲ层膏（同一石膏矿层），塌陷区域内万枣石膏矿实际采深为+60～－83m，

上覆灰岩的厚度为 30～120m；玉荣石膏矿实际采深为+60～－160m，上覆灰岩的厚度为

85～200m，灰岩的抗压强度 63.6～108MPa，抗拉强度一般为 5～20MPa（由于本矿区



石灰岩层是第三系地层，成岩时间短，强度较低），可取抗拉强度为 10MPa。计算可知灰岩

的极限自稳垮度分别为：万枣矿 144～223m，玉荣矿为 255～392m。两矿的开采区域均

大于该极限自稳跨度，具备震动波双向传播，互相扰动破坏的条件。

（3）强烈震动可导致邻近的采空区护顶底膏和石膏矿柱支护体系迅速失稳垮塌，大面

积直接顶板垮落，形成次生矿震

护顶膏、护底膏和石膏矿柱共同支撑更软的顶底板围岩，组成了一个静力平衡系统。如

果没有外来强烈震动，其自身的失稳破坏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变化过程，通过空区观测可以发

现其征兆，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冒落发展，规避人身伤害。按照目前的标准规范，矿柱设计

时仅考虑静力平衡，不考虑矿震或地震的扰动影响。理论研究表明，震动波对以矿柱为主要

承载体的静力平衡系统影响明显，是采空区坍塌的诱因。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给出的质点振动速度计算公式：

V=K（Q1/3/R）a

R-爆破地震波安全距离，取 300m；

Q-装药量 257140kg（相当于 3.5 级地震能量，即 180tTNT 当量）;

V-地震安全速度，cm/s；

K，a-与爆破点地形、地质等条件有关的系数和衰减指数，按硬岩选取，k=150，200，

250；a=1.5，1.6，1.8；

经计算，V1=14.63cm/s；

V2=16.71cm/s；

V3=15.31cm/s。

对应爆破震动安全标准（单位 cm/s），矿山巷道允许 18～25，水工隧道允许 8～10，

永久性岩石高边坡允许 8～12。一般民用建筑物 2.0～2.5。工业建筑和商业建筑物 3.5～4.5。

类比确定，采空区护顶膏的允许质点振动速度为 5.0，由此推论由矿震引发的初始垮塌点

300m 之内采空区矿柱和护顶膏的质点移动速度远超过允许值，遭遇矿震会迅速垮塌。

2.初始垮塌区域确定

经综合分析，初始垮塌区域为万枣石膏矿采空区。

（1）根据坍塌机理和矿山运营状态看，推定初始垮塌点为万枣石膏矿

根据塌陷机理分析，在无外部强力干扰状态下，伴生强烈矿震的垮塌需要经过采空区大

量冒落长时间积累的过程，据地震台网测定的地震情况，本次塌陷由一次能量相当于 3.5 级

地震的塌陷和七次能量相当于 0.9～2.9 级地震的次级塌陷组成，系列塌陷持续约 14 分钟，

说明塌陷非一次完成。对应地表陷落区，垮塌区域仅包含玉荣石膏矿和万枣石膏矿开采区域，

初始垮塌点非此即彼。事发前玉荣石膏矿为正常生产经营矿山，对采空区现场观测制度运行

正常，专人定期巡检，根据巡检记录和监测数据，事发前采空区没有发现异常，可排除突发

坍塌的可能。万枣石膏矿自 2012 年 3 月停产后，井下维护及采空区监测监控停止，是否发



生采空区大量冒落无人知晓，无法排除。因此，可以推定初始垮塌区域为万枣石膏矿采空区。

（2）从采场结构参数和灰岩极限跨度分析，同样受力状态下，万枣石膏矿将先于玉荣

石膏矿垮塌

两矿均采用浅孔房柱法开采，矿房宽度均为 8m，万枣石膏矿采用连续矿柱和间断矿柱，

连续矿柱宽 6m，间断矿柱 6×6m，两种矿柱间隔布置；玉荣石膏矿全部采用宽 6m 的连续

矿柱。比较而言，万枣石膏矿采空区稳定性不及玉荣石膏矿，同样的受力状态下，将先于玉

荣石膏矿垮塌。

根据前述计算的灰岩极限跨度，万枣石膏矿小于玉荣石膏矿，两矿同速度采空区失稳时，

万枣石膏矿将先于玉荣石膏矿垮塌。

（3）对应地表变形损坏程度和矿震发生时间、震级，初始垮塌区域也应为万枣石膏矿

根据地震专家提交的《平邑万庄石膏矿区塌陷造成地面变形和房屋破坏情况分析报告》，

万枣矿区出现地面裂缝、局部塌陷、地面隆起、墙壁倒塌、房屋墙体裂缝等多种变形强度和

破坏程度大于玉荣矿区地面变形强度和破坏程度。从周边村庄房屋破坏情况看，万枣石膏矿

塌陷引起的地面震动和地基变形强于玉荣石膏矿塌陷引起的地面震动和地基变形。首发矿震

相当于 3.5 级地震能量，之后的能量等级相当于 0.9～2.9 级，按照高能量导致强损坏的一

般推理，初始垮塌区域也应为万枣石膏矿。

（4）目击者证言和井下视频记录

通过调查当时目击者，万庄村党支部书记毛某传、村民管某连的叙述，当时，先感觉是

地震，后看到黄色烟柱先后从万枣石膏矿竖井、玉荣石膏矿 5#、4#、3#和 1#井喷出，再

听到类似飞机起飞的刺耳啸叫声，之后看到地面塌陷变形。感觉塌陷时地面象跳舞状起伏波

动，自万枣石膏矿向玉荣石膏矿传播。

通过调阅查看玉荣石膏矿 4 号井井下马头门视频，发现事发前在井下马头门附近作业的职工

和环境没有任何异常，事发后，突然的浑浊风流将一工人吹入井筒内，井下来风方向自西向东。

（5）地震台网测定的 12 月 25 日 00 时 17 分发生的地震，也是打破极限平衡状态，

加速万庄石膏矿采空区坍塌的诱因之一。

3.波及致玉荣石膏矿采空区迅速垮塌的原因

（1）玉荣石膏矿和万枣石膏矿开采同一层矿，地层条件相同，人为划界，无断层切割，

采空区相距很近，具备震动波双向传播，互相扰动破坏的条件。

（2）万枣石膏矿采空区的坍塌，石灰岩层发生断裂和矿震，释放的大量弹性能对外部

产生地震效应，石灰岩层本身产生巨大的应力波，破坏了灰岩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并传导

至相邻矿山采空区。

（3）万枣石膏矿采空区的坍塌相当于 3.5 级地震能量的矿震，即相当于 180tTNT 当

量，据计算引发矿震的初始垮塌点 300m 之内的采空区矿柱和护顶膏的质点移动速度远超

过允许值，造成相邻矿采空区部分强度较弱的护顶膏层折断，护顶膏和软弱直接顶板垮塌，



形成新一轮石灰岩坍塌，造成次生矿震破坏。

（4）两矿之间 40 米的隔离矿柱，无法阻止灾难发生。

（二）间接原因

1.玉荣商贸有限公司未落实采空区监测治理主体责任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玉荣商贸

有限公司与万枣石膏矿签订整合协议后，因采矿手续至事故发生时仍未办理完毕，一直将万

枣石膏矿作为停产矿井未纳入正常生产矿山管理，对万枣石膏矿长期停产期间采空区发生局

部垮落，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理，未能完全履行对万枣石膏矿采空区监测和治理的责任。

2.玉荣石膏矿对相邻矿山采空区坍塌风险认识不足，防控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

因。

3.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停产矿山采空区监测和治理监督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平邑县委、县政府未能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停产矿井采空区监测治理监督职责。（2）平

邑县国土资源局在万枣石膏矿停产整合期间，没有督促矿山做好采空区塌陷等地质灾害的监

测和治理工作。（3）平邑县安监局对玉荣石膏矿防范相邻矿山采空区坍塌风险督促不够。（4）

保太镇党委、政府对辖区内停产整合矿山采空区监测治理监督不到位。

4.对房柱法开采石膏矿山上覆巨厚石灰岩层大面积断裂坍塌危害性缺乏认识，也是事故

发生的重要原因。石膏矿山房柱法开采是符合国家规定的通用采矿法。事故发生区域上覆石

灰岩巨厚、完整、面积大，稳定性好，且为富含水层。为防止灰岩水下泄淹井，设计、评价

单位和矿山企业及有关部门均认为不能采取强制放顶的方法处理采空区，只能通过留设连续

矿柱并加大矿柱宽度增强支撑力，防止采空区冒落。因此，在此事故发生前，均对其危害性

缺乏认识。据检索，此类事故在国内没有先例。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属于长期停产整合的万枣石膏矿采空区顶板逐渐冒落，上覆巨厚灰

岩形成大面积悬空，达到极限跨度突然垮落形成现有技术手段无法准确预测的矿震，波及相

邻玉荣石膏矿大面积坍塌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尹某，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玉荣石膏矿法人代表。

2.刘某旺，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生产经理。

3.管某刚，中共党员，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玉荣石膏矿安全经理。

2015 年 12 月 30 日，以上三人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平邑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6 年 2 月 5 日平邑县人民检察院对三人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批捕；4 月 4 日，平邑县

公安局对上述三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平邑县检察院。目前此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以上人员是中共党员的，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机关或者有管辖权的单位

及时给予相应党纪处分。



4.马某波，平邑县万庄石膏矿矿长、万庄膏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12 月 28 日井

下救援时自杀身亡，公安机关对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检察机关拟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人员（2 人）

建议对平邑县国土资源局 2 名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人员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机关或者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其相应

党政纪处分。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14 人）

建议给予保太镇党委、政府和安监站、国土所等 6 名相关责任人，平邑县党委、政府

及县国土资源局、安监局等 8 名相关责任人党纪政务处分。

（四）对有关单位问责建议

1.责成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安监局向平邑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责成平邑县县委、县政府向临沂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临沂市委、市政府向省

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3.由省安监局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处

以 300 万元罚款。

五、防范措施和建议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地方

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管责任，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

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要提高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准入门槛，综合考虑安全保障水平、环境容量、资源节约利用、

质量效益等因素，严格审查新上项目的条件和手续。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强化

目标考核，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切实加强采空区治理，消除隐形风险。平邑县石膏矿山地质条件复杂，长期开采

形成大面积采空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平邑县政府对万庄周边区域石膏矿山应予以关闭，

并对关闭矿山采空区进行全面治理。对其他非煤矿山也要进行综合整治，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临沂市要按照网格化、实名制要求，全部明确所有非煤矿山县（市、区）、部门、乡镇监管

责任人。临沂市要全面开展地下矿山采空区摸底，按照“一矿一策”要求，制定治理方案，

全面进行治理，彻底消除隐患。对正在生产的金属地下矿山采空区，全部实行尾砂充填；对

石膏等非金属矿山要实施强制放顶或崩落围岩，确保不形成新的大面积采空区。

（三）举一反三，加快全省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研究制定加快全省非煤矿山转型升级，

提高矿山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措施，以“安全、环保、节能、质效”倒逼达不到要求的非煤

矿山退出市场，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质量效益等四评级活动，做



到“发展壮大一批、规范提升一批、关闭淘汰一批”。各级国土资源和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

开展非煤矿山采空区和尾矿库专项治理活动，全面查清我省非煤矿山采空区和尾矿库有关情

况，开展预防、治理和监测工作，完成全省具有较大安全隐患的重点非煤矿山采空区治理，

建立非煤矿山采空区安全隐患防治长效监管机制。所有采取崩落法、空场法开采工艺的金属

地下矿山，全部改造为充填采矿法；其他非金属矿山要采取崩落或者充填方法对采空区进行

全面治理，彻底消除隐患。

（四）切实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水平。要加强地下开采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监控，做好

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

免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要加强矿山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引导，进一步优化矿山开发布局，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立矿产资源节约集约评价标准，加强矿山企业“三率”指标考核，提

高矿产资源的合理开采、安全开采水平。

（五）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非煤矿山企业应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法》、《矿产资源

法》和《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制，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

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认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义

务，及时消除采空区等重大隐患，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

（六）加快建立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政府《关于建立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通知》，督促企业建立安全风

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对风险点实行分级管控；建立完善非煤

矿山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面排查、及时治理、消除各类隐患。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断然措施，认真落实全省安全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

行动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执法检查工作部署，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切实做到执

法检查到位、行政处罚到位、依法关停到位。

（七）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应急救援工作。非煤矿山集中的市县应建立专业救援队伍，

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矿山企业组建专职救援队，确保在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要加强应急资源

数据库建设，及时将救援队伍、专家、装备、物资和应急预案、典型事故处置案例等各类信

息纳入数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做到能在第一时间迅速调动队伍、调集装备和物资。对新

型救援装备，要开展经常性的实际操作演练，使“人员、技术、装备”有效融合，确保救援

中发挥更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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