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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 安全生产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名称： VR 安全生产 

英语翻译：VR Safety in Production 

赛项组别：表演赛 

赛项归属产业：煤炭行业 

二、竞赛目的 
VR 安全生产作为本次大赛的创新赛项，引进先进的 VR 设备及软件

平台，作为新的比赛形式的创新、探索与实践，旨在引导新兴的教育技

术与传统的煤矿安全生产教育有效融合，以期望达到如下目的： 

（1）以赛促教，引领煤炭类高职院校对安全生产教育教学环节的重

视。 

本赛项为本届技能大赛新增表演赛项，赛项中涉及到的大量煤炭行

业从业人员必备的自救、互救和灾害应急处理知识是煤矿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本赛项的设立，提高煤炭类高职院校对安全生产

教育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相关课程体系建设、实训

基地及实验室建设。 

（2）以赛促学，培养与选拔重安全、懂技术、能操作、善协作的煤

矿应急救援技术技能型人才。 

本赛项涵盖灾害分析、灾害应急处理、应急救援、自救互救等大量

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内容。通过本赛项的设立，调动广大学生参与理论知

识学习和实训的积极性，提升学生灾害分析和应急处理能力，引导学生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工作理念，掌握扎实的灾害处理和自救互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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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3）以赛促改，促进高职教育中煤矿安全相关课程教学改革。 

赛项设计实战化，与企业生产实际的零距离对接，将煤矿应急救援技术

及安全教育等课程核心知识点融入赛项内容，推动相关课程内容项目任

务化改革，突出“做中学、做中教”人才培养模式和“理实一体化”教

学方法，提升高职院校煤矿应急救援技术技能教学水平。 

 

三、竞赛内容与时间 

竞赛内容围绕煤炭安全生产, 选择相关的安全主题进行 VR 模拟演

练。竞赛内容分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与沉浸式 VR 模拟实操两部分。 

（一）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15 min） 

采用随机抽题的方式，要求参赛选手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40 道题的

测试（客观题，单选、多选）。 

（二）沉浸式 VR 模拟实操（30 min） 

内容包括矿井灭火演练、包扎救护、心肺复苏 CPR 和煤矿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要求参赛选手边模拟实操、边口述解说。 

1.矿井灭火演练 

按照竞赛要求，识别不同火源（着火物），选用正确的工具灭火。

灭火设备的操作方法按竞赛评分标准进行考核（灭火器、消火栓）。 

2.包扎救护 

针对不同的意外伤害，如切出血、骨折、中暑等，能正确使用医疗

包内的物品，迅速做好应急处理（止血、包扎、固定），避免二次伤害。 

3．心肺复苏 CPR 

模拟心肺复苏的操作过程。 

4．煤矿生产安全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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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的安全检查，并口述汇报。包括渗水、

火、瓦斯、煤尘、顶板隐患、机械设备安全隐患。 

 

四、竞赛方式 

（一）参赛方式 

竞赛分教师组与学生组。 

教师组为个人赛，全部竞赛内容由选手独立完成。欢迎领队教师及

指导老师参加。 

学生组为团体赛，竞赛内容由组内每名选手各自独立完成，最后以

小组平均分作为团体成绩。 

本次竞赛为表演赛，原则上不限制每省参赛选手的数量，但如果承

办单位现场及设备实际承接能力有限，则每个学校不超过 2 名选手，以

确保各个参赛院校均能参与。 

 

（二）评分方式 

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采用在线答题的形式，由答题软件自动评

分，答题完成提交后立即公布该部分成绩。 

沉浸式 VR 模拟实操采用 VR 设备操作，由 VR 软件自动评分的方式。 

模拟实操口述部分由现场裁判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学生组计算小组成员三部分的得分（理论+实操+裁判评分）平均分

作为小组的最终成绩。 

教师组计算个人三部分的总分作为最终成绩。 

 

（三）竞赛流程 

竞赛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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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竞赛流程图 

 

五、竞赛试题 
本赛项的命题工作由赛项组委会指定的命题专家组负责，按照竞赛规程

的内容要求，在方向和难度上结合煤炭生产企业常见安全问题和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需要进行设计，命题专家在完成命题后，会交由技术支持单位导入答

题软件、进行 VR制作，竞赛试题将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 

（一）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 

试题数量：40 题，其中单选 20 题，多选 20 题。难度容易 20 题，中 10

题，难 10题。 

试题大纲： 

序号 类别 内容大纲 

1 一通三防 通风、防瓦斯、综合防尘、防灭火 

2 掘进采煤 作业安全 

3 运输提升 作业安全 

现场报名登记 

熟悉考核流程方式 

（5 分钟） 

理论考核 

（15 分钟） 

VR 虚拟实操 

（30 分钟） 

任务完成 

统计与公布成绩 

奖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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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电气 供电用电安全知识 

5 矿井基建 施工安全 

6 地测防水 防治水安全知识 

7 压力支护 支护安全知识 

8 综合管理 

职业病防治 

煤矿安全管理规程 

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二）沉浸式 VR模拟实操试题： 

1.矿井灭火演练 

按照竞赛要求，识别不同火源（着火物），选用正确的工具灭火。

共 5 处火情（巷道火灾、汽油着火、可燃气体着火、煤炭固体着火、电

线短路着火）。灭火设备的操作方法按竞赛评分标准进行考核（灭火器、

消火栓）。 

2.包扎救护 

针对不同的意外伤害，如出血、骨折、中暑等，能正确使用医疗包

内的物品，迅速做好应急处理（止血、包扎、固定），避免二次伤害。 

3．心肺复苏 CPR 

模拟心肺复苏的操作过程。 

4．煤矿生产安全隐患排查 
进行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的安全检查，并口述汇报。包括渗水、

火、瓦斯、煤尘、顶板隐患、机械设备安全隐患。 

 

六、竞赛规则 

（1）学生组参赛选手须为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

五年制四、五年级学生，三年制二、三年级学生均可报名参加学生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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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教师组参赛教师为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高、职教中心、技工

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含高职、高专、成人高校、技师学院）和应用

本科院校在职在岗教师。 

（2）参赛选手按报名登记表安排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凭参赛证、

学生证和身份证（三证必须齐全）进入赛场（教师组为领队证或指导教

师证），并随机抽取试题，选手迟到 15 分钟取消竞赛资格。比赛过程中

各队领队、教练及非经允许的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竞赛场地。 

（3）裁判组在赛前 5 分钟，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及进行大

赛相关事项教育。参赛选手在比赛前 5 分钟进入比赛工位，确认现场条

件无误，比赛时间到方可开始操作。 

（4）参赛选手必须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5）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和其它未经允许的资料、物品进

入大赛场地，不得中途退场。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违纪、舞弊等现象，

经裁判组裁定取消大赛成绩。    

（6）比赛过程中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应提请裁判确认原因。若

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裁判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可将该选

手大赛时间酌情后延；若因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或严重违章操

作，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比赛，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7）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举手示意，比赛终止时

间由裁判记录，参赛选手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8）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后，提请裁判到工位处检查确认并登

记相关内容，选手签字确认后听从裁判指令离开赛场；裁判填写执裁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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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比赛结束，参赛选手需清理现场，并将现场设备、设施恢复

到初始状态，经裁判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七、竞赛环境 

（1）竞赛场地。现场保证良好的采光、照明和通风；提供稳定的

水、电和供电应急设备。 

（2）竞赛设备。所有竞赛设备由组委会负责提供和保障，竞赛区

按照参赛队数量准备比赛所需的软硬件平台，为参赛队提供标准竞赛设

备。 

八、技术规范 

按照高职院校煤矿安全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要求，掌握《矿

井通风》、《煤矿安全》、《煤矿监测监控技术》等课程中关于通风、瓦斯、

煤尘、防火等相关要求，本届大赛竞赛规范参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下发文件执行，具体如下： 

（1）《矿山救护队质量标准化考核规范》（AQ 1009-2007）。 

（2）《煤矿安全规程》（2016 版）。 

（3）《矿山救护规程》（AQ 1008-2007）等。 

 

九、技术平台 

（一）硬件环境 

（1）VR 电脑主机 2台。 

（2）液晶显示器 2台。 

（3）HTC VIVE 头戴式显示设备 1 台。 

（4）VR 一体机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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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环境 

在线答题软件（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试用地址：

http://www.vr203.com/index.php?s=/exam/index/exam_safe.html 

煤矿安全生产 VR 实训软件（沉浸式 VR模拟实操）试用下载地址：

http://www.vr203.com/index.php?s=/forum/index/forum/id/15.html 

 

十、评分标准 

（一）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评分标准 （40 分，软件自动评分） 

（1）单项选择题 20题，每题 1分 

（2）多项选择题 20题，每题 1分 

（二）沉浸式 VR 模拟实操评分标准 （40 分，软件自动评分） 

1.矿井灭火演练（10 分） 

共 5处火情（巷道火灾、汽油着火、可燃气体着火、煤炭固体着火、

电线短路着火），每扑灭一处得 2 分，每用错一次灭火工具扣 0.5 分，

扣完为止。 

2.包扎救护（10 分） 

共 2 个操作（止血与骨折固定、中暑处理），每正确处理完成一处

得 5 分，每做错一个步骤扣 0.5 分，扣完为止。 

3.心肺复苏 CPR（10分） 

每完成 1 个步骤得 2分（判断意识并呼救、判断颈动脉及呼吸、打

开并清理气道、胸外按压定位及按压、人工呼吸），出现一处不符合要

求，扣 0.5 分，扣完为止。 

4.煤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10 分） 

http://www.vr203.com/index.php?s=/exam/index/exam_safe.html
http://www.vr203.com/index.php?s=/forum/index/forum/id/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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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处安全隐患（渗水、火、瓦斯、煤尘、顶板隐患、机械设备安

全等隐患），5 次判断机会，每发现一处隐患得 2分，误判则不得分。 

 

（三）实操口述评分标准 （20 分，裁判现场评分） 

1.矿井灭火演练口述要点如下： 

（1）确认火情（三要素：着火位置大小、着火物、有无被困人员） 

（2）根据着火物选择合适的灭火工具（巷道火灾—消防水带、汽油

着火---不能用泡沫和水、可燃气体着火—不能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煤炭

固体着火—泡沫灭火器、电线短路着火—不能用水、水基灭火器） 

（3）灭火器使用方法：一提二拔三喷 

一处未口述，扣 0.5 分。 

 

2.包扎救护口述要点如下： 

1）操作前准备 

向伤者表明身份→安慰伤者，告知伤者不能随意活动，告知伤者配

合检查→检查伤者头部、面部、胸部及四肢→报告伤情→根据需要选择

所需物品。一处未做，扣 0.5 分。 

2）伤员止血要点及操作 

（1）口述说明上臂止血要点，包括：止血位置；加压包扎止血方

法。 

（2）止血操作：用纱布与绷带进行加压包扎止血 

未按照标准实施，每出现一处扣 0.5 分。 

3）骨折固定方法： 

（1）用两块木板加垫后，放在小腿的内侧和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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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布带固定小腿骨折的上下两端、大腿中部、膝关节； 

（3）踝关节使用“8”字形固定，固定完毕后向裁判示意计时停止。 

固定不符合标准，每出现一次扣除 0.5 分。 

4）中暑处理 

   （1）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者处置措施  

      ①迅速将中暑者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垫高头部， 解开衣裤，

以利呼吸和散热。  

      ②用湿毛巾敷头部或用冰袋置于中暑者的头部、大腿根 部等处。若

病人能饮水时，可给病人饮水中加入少量食盐。 

③报告应急指挥中心，暂时停止现场作业，对工作场所 的通风降温

设施等进行检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工作环境温度。 

（2）重度中暑者处置措施  

    ①将中暑人员立即抬离工作现场，移至阴凉、通风的地 方，同时垫

高头部，解开衣裤，以利呼吸和散热。  

    ②用湿毛巾敷头部或用冰袋做简单的降温处理，并立即 报告应急指

挥中心。  

    ③立即联系车辆，由救护组送至医院，或直接拔打 1 2 0 急救。停止

现场作业，找出中暑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 

 

3.心肺复苏口述要点如下： 

（1）确认现场安全：四周张望，确认现场安全。未做一处扣 0.5 分。 

（2）靠近伤员判断意识：轻拍患者肩部，大声呼叫伤员，耳朵贴近

伤员嘴巴。未做一处，扣 0.5 分。 

（3）呼救：环顾四周呼喊求救，解衣松带、摆正体位。未做一处，



 11 

扣 0.5 分。 

（4）判断颈动脉、判断呼吸：手法正确（单侧触摸，时间不少于

5s 不大于 10s），判断时用余光观察胸廓起伏，判断后报告无脉搏，无呼

吸。未做一处，或时间不满足要求，每出现一处扣 0.5 分。 

（5）胸外按压定位：胸骨柄与两个乳头的交点，一手掌根部放于按

压部位，另一手掌平行重叠于该手手背上，手指并拢，以掌根部接触按

压部位，双臂位于伤员胸骨正上方，双肘关节伸直，利用上身重量垂直

下压。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 

（6）胸外按压：按压前口述按压开始，按压频率每分钟 120 次，按

压幅度为胸腔下陷 5-6cm（每循环按压 30 次，时间 15-18s）。 根据系统

提示按压位置错误、按压不足或过大，每出现一次扣 0.5 分。 

（7）畅通气道：清理口腔，摆正头型。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 

（8）打开气道：使用压额提颌法，确保下颌与耳朵的连线与地面垂

直。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 

（9）吹气：吹气时看到胸廓起伏，吹气完毕后立即离开口部，松开

鼻腔，视伤员胸廓下降后，再吹气。一处不符合要求，扣 0.5 分。 

（10）吹气按压连续 5 个循环：按照机器提示 2 分钟内完成五个循

环。 

（11）整理：安置患者，整理服装，摆好体位。一处不符合，扣 0.5

分。 

 

4.煤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口述要点如下： 

1）班前安全确认  工具、仪器、评估表携带齐全，完好合格，一

处未确认，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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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中安全确认   

⑴ “四员两长”已挂牌上岗，作业现场交接班无遗留问题。  

⑵ 特殊工种人员配备齐全，持证上岗。  

⑶ 瓦斯浓度经瓦检员检查符合规定。  

⑷ 掘进工作面及巷道区域安全设施齐全有效。  

⑸ 瓦斯传感器、便携式瓦斯报警仪悬挂规范，数据显示正常。  

⑹ 安全检查评估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可以开工生产。  

一处未确认，扣 0.5 分。 

3）班后安全确认   

⑴ 顶板支护完整，临时支护到位。  

⑵ 各类材料、器具码放整齐毕。  

⑶ 描述发现的现场安全隐患问题（共 5 处，每判断一处要描述现

象）。 

一处未确认，扣 0.5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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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分方法 

本竞赛评分标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科学、规范”的原则

进行制订，注重考核选手的职业综合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 

评分与记分方法有： 

（1）职业安全素养理论考核采用在线答题的形式（40 题，40 分），

由答题软件自动评分，答题完成提交后立即公布该部分成绩。 

（2）沉浸式 VR 模拟实操采用 VR 设备操作，由 VR 软件自动评分

（4 个任务，40 分）。 

（3）模拟实操口述部分由现场裁判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20

分）。裁判员依据选手现场实际操作规范程度、操作质量、文明操作情

况和操作结果，口述准确度，按照评分细则对每个项目单独评分后得

出成绩。 

（4）竞赛名次按成绩高低排定，总成绩相同者，按竞赛完成时间

短者为先。 

（5）在竞赛过程中，有作弊行为者，将取消其参赛项目的得分，

并在其所在参赛队总分中扣除 10分。 

十二、奖项设定 

本赛项学生组设团体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占参赛队伍的 10％，

二等奖占参赛队伍的 20％，三等奖占参赛队伍的 30％。（小数点后四

舍五入） 

教师组设个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占参赛队伍的 10％，二等

奖占参赛队伍的 20％，三等奖占参赛队伍的 30％。（小数点后四舍五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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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技术支持单位提供相

应奖品。 

十三、赛项安全 

（1）选手在进行比赛达到规定时间后，不管完成与否，必须立即

停止，准备下一项目。 

（2）比赛过程中，选手必须遵守操作规程，按照规定操作顺序进

行比赛，正确使用仪器设备。不得野蛮操作，不得损坏仪器、设备，

否则，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退出比赛。 

（3）搞好自主安全，比赛中选手不得出现自身伤害事故，凡出现

自身伤害者从其总分中扣除 20 分。 

（4）项目开赛前应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于选手的违规操作

或有可能引发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操作，应及时制止，保证

竞赛安全、顺利进行。 

十四、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

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大赛采取两

级仲裁机制。赛项设仲裁工作组，赛区设仲裁委员会。大赛执委会办

公室选派人员参加赛区仲裁委员会工作。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

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

有异议，可由省（市）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

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十五、竞赛观摩 

本赛项对外公开，需要观摩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组委会申请，同

意后进入指定的观摩区进行观摩，但不得影响选手比赛，在赛场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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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随意走动，应遵守赛场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和安排等。 

十六、竞赛视频 

安排专业摄制组进行拍摄和录制，及时进行报道，包括赛项的比

赛过程、开闭幕式等。通过摄录像，记录竞赛全过程，同时制作优秀

选手竞赛过程展示、赛后采访、优秀教师比赛过程及采访、公布成绩、

裁判专家进行成绩分析和点评和企业人士采访视频资料等。 

 

十七、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统一使用规定的省、直辖市等行政区代表队名称，不使用学

校或其他组织、团队名称。 

（2）教师组竞赛采用个人比赛形式，每个参赛选手必须参加所有

专项的比赛。学生组为团体赛，不接受跨省组队报名。 

（3）学生组参赛选手为高职院校在籍学生，性别不限。 

（4）参赛队选手在报名获得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允许选手

缺席比赛。 

（5）参赛队在各竞赛专项工作区域的赛位轮次按报名先后顺序确

定。 

（6）参赛队所有人员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接受任何

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不得将竞赛的相关情况及资料私自公开。 

（二）指导教师须知 

（1）指导教师务必带好有效身份证件，在活动过程中佩戴指导教

师证参加竞赛及相关活动；在学生组竞赛过程中，指导教师非经允许

不得进入竞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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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妥善管理本队人员的日常生活及安全，遵守并执行大赛组委

会的各项规定和安排。 

（3）严格遵守赛场的规章制度，服从裁判，文明竞赛，持证进入

赛场允许进入的区域。 

（4）熟悉场地时，指导老师仅限于口头讲解，不得操作任何仪器

设备，不得现场书写任何资料。 

（5）在比赛期间要严格遵守比赛规则，不得私自接触裁判人员。 

（6）团结、友爱、互助协作，树立良好的赛风，确保大赛顺利进

行。 

（三）参赛选手须知 

（1）选手必须遵守竞赛规则，文明竞赛，服从裁判，否则取消参

赛资格。 

（2）参赛选手按大赛组委会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凭参赛证、

学生证和身份证（三证必须齐全）进入赛场。选手迟到 15 分钟取消竞

赛资格。 

（3）裁判组在赛前 5分钟，对参赛选手的证件进行检查及进行大

赛相关事项教育。 

（4）比赛过程中，选手必须遵守操作规程，按照规定操作顺序进

行比赛，正确使用仪器仪表。不得野蛮操作，不得损坏仪器、仪表、

设备，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退出比赛。 

（5）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和相关资料、物品进入大赛场地，

不得中途退场。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违纪、舞弊等现象，经裁判组

裁定取消大赛成绩。    

（6）现场实操过程中出现设备故障等问题，应提请裁判确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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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的设备故障，经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可将该

选手比赛时间酌情后延；若因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或严重违章

操作，裁判长有权决定终止比赛，直至取消比赛资格。 

（7）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举手示意，比赛终止时

间由裁判记录；比赛时间终止时，参赛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8）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后，提请裁判检查确认并登记相关内

容，选手签字确认。 

（9）比赛结束，参赛选手需清理现场，并将现场仪器设备恢复到

初始状态，经裁判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 

（四）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必须遵守赛场规则，统一着装，服从组委会统一安

排，否则取消工作人员资格。 

（2）工作人员按大赛组委会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凭工作证、

进入赛场。 

（3）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不得私自离开工作岗位。做好引导、

解释、接待、维持赛场秩序等服务工作。 

十八、资源转化 

竞赛场地和设备作为今后煤矿安全实训基地的重要资源，拍摄的

视频资料充分突出赛项的技能，为今后教学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 

将比赛使用软件及已经公布的试题库资源引入教学，用于丰富教

学资源、手段及教学改革。 

 

十九、部分试题及参考答案 

（一）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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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矿“一通三防”是指要加强矿井通风，防瓦斯、防煤尘、(C)

事故的发生。 

A.防顶板  B.防电击  C.防火灾  D.防水害 

2.煤矿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劳动保护，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

康，对井下作业的职工采取( A)措施。  

A.特殊保护    B．保护    C．严格管理  

3.新工人入矿前，必须经过(C)，不适于从事矿山作业的，不得录

用。     

 A．文化测试    B．政治审查    C．健康检查 

4.煤矿井下爆破，须按矿井( A)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雷

管。     

 A.瓦斯等级    B．生产能力    C．煤炭品种 

5．下列不属于劳动保护用品的是(B) 

A．工作服 B.全棉内衣 C.胶靴 D.矿工帽 

6. 工人上下井乘罐的说法中，正确的是(C) 

A.上下井乘罐时可以争抢拥挤，多挤一个算一个 

B.人员时入罐笼后，可以打闹，但不得往罐外井筒里扔东西 

C.不准乘坐提升煤炭的箕斗、无安全盖的罐笼和装有设备材料的

罐笼 

D.矿长和检查人员可以与携带炸药、雷管的爆破工同罐上下 

7．煤矿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纳(B)保险费。鼓励

企业为井下作业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A.养老    B．工伤    C．失业  D.生育 

8．煤矿企业应当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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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培训的，不得上岗作业。  

    A.演示     B．教育     C．学习  

9．煤矿企业必须为职工提供保障安全生产所需的(B )用品。     

 A.毛巾    B．劳动保护    C.手套  

10．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劳动安全生产保障权利，同时应履行劳

动安全生产方面的( A)。  

    A.义务    B．权力    C．权利  

11. 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生产安全事故实行(B)制度。     

 A.协商    B．责任追究    C.经济处罚 

12.煤矿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

(A  )。     

 A．组织抢救    B．发布消息    C.离开现场  

13．煤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事故调查处理期间，主要负责人不

得(A)。      

A．擅离职守     B.组织救援    C.立即处理  

14．煤矿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

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

者解除与其订立的(A)。     

 A．劳动合同    B．协定    C.责任书  

15．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B)停止作业

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A.无权    B．有权    C.不得 

16.关于防爆门的说法，下列哪一种说法正确？(B) 

A.防止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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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释放爆炸能量，保护主通风机 

C.保证爆炸在防爆门内进行而不扩散 

D.保证外部爆炸不进入防爆门内 

17.煤矿井下安全用电，说法正确的是(D)。 

A.掘进风机和开关可以带电搬迁 

B.局部通风机风电、瓦斯电闭锁装置，在无检查人员的情况下可

以甩开不用 

C.当班在保险丝用完的情况下可以用铜丝、铁丝代保险丝 

D.停风停电的采掘工作面，没有检查瓦斯或瓦斯超过规定不准送

电 

18.关于自救器的说法，正确的是(D)。 

A.矿井下井可以不带自救器 

B.部分人员经矿长允许，可以不带自救器 

C.瓦斯检查员可以不带自救器 

D.入井人员必须随身携带自救器 

19.煤矿井下检修、搬迁电气设备、电缆和电线时，(A)。 

A.不得带电作业            B.可以带电作业 

C.煤电钻综保可以带电作业  D.安全员允许下可以带电作业 

20.不是掘进工作面综合防尘措施的是(C)。 

A.湿式钻眼 .B喷雾洒水 C.隔爆水袋组 D.冲洗巷帮 

 

（二）多选题 

1.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人们常说反“三违”。“三违”行为

是指(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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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违章指挥    B．违反道德    C．违章作业    D．违反劳动纪律  

2.煤矿依法依规生产建设，首先要保证在法定批准的采矿许可范

围内组织生产建设，包括开采的(BCD) 等。 

A、方式 B、煤层 C、深度 D、边界 

3.煤矿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有关煤矿安全的(CD )。  

    A国际标准    B．企业标准    C．国家标准    D．行业标准 

4．事故调查处理中坚持的原则是  (ABCD )  

    A.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    B.责任人员没有处理不放过  

    C.有关人员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D.整改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 

5.煤矿安全监察员发现煤矿使用的(ABCD)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或

者行业安全标准的，有权责令其停止使用。   

    A．设施    B．设备     C．器材   D.劳动防护用品 

6．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和要求，从业人员有义务(ABCD)。  

    A．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B．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

产知识  

    C．提高安全生产技能    D．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7.通风系统可靠其基本要求可概括为(ABCD) 。 

A、系统合理 B、设施完好 C、风量充足 D、风流稳定 

8.有下列(ABCD)情形之一，即属于“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  

    A．矿井总风量不足  

    B．主井、回风井同时出煤  

    C．没有备用主要通风机或者两台主要通风机能力不匹配      

D．违反规定串联通风  

9. “三不伤害”是指： A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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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伤害自己   B、不损坏设备  

C、不伤害别人   D、不被别人所伤害 

10. 加强自救互救培训，是为了提高作业人员（BCD）及创伤急救

水平。 

A、抗灾 B、防灾 C、救灾 D、避灾 

11.安全检查的方式有（ABCDE）。 

A、日常检查   B、定期检查   C、不定期检查  D、专业性检查   

E、连续性检查 

12. “一通三防”的三防是指 （BCD）。 

A、冒顶 B、防火灾 C、防煤尘 D、防瓦斯 

13.安全帽的防护作用？(ABCD) 

A.防止物体打击伤害； B.防止高处坠落伤害头部； 

C.防止机械性损伤；   D.防止污染毛发伤害。 

14.发现井下火灾时，应采取哪些措施？（A、B、C、D）  

    A.尽可能直接灭火    B.撤出灾区人员   

C.切断火区电源     D.打临时密闭  

15.矿尘的主要危害是（A、B、C）  

    A.燃烧   B.爆炸   C.产生职业病   D.视线不清 

16.瓦斯中含有的气体包括：（A、B、C）  

    A.甲烷   B.硫化氢   C.一氧化碳   D.氧气 

17.煤尘爆炸的条件是：（A、B、C）  

 A.煤尘具有爆炸性  B.在空气中有一定浓度  

 C.存在高温热源    D.具有一定空间 

18.下列哪种情况可能会引起漏电故障？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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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缆的绝缘老化      B.电气设备受潮或进水     

    C.橡套电缆护套破损     D.电源电压过低 

19.用水灭火时哪些说法是正确的？（ABCD） 

A.应有充足的水量； 

B.灭火时应从火源外围逐渐向火源中心喷射水流，以免生成大量

的水蒸气和灼热的煤渣飞溅，伤害灭火人员； 

C.应保持正常通风，以使高温烟气和水蒸气漏一段返回伤人； 

D.水是导电的。用水扑灭电器火灾时，要先切断电源； 

E.因为水比油重，故可以用水扑灭油类火灾；  

20.煤层按其自燃倾向可分为（A、B、C ）等几类。 

A.容易自燃煤层  B.自燃煤层 

C.不易自燃煤层  D.发火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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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赛项报名登记表 

VR 安全生产（表演赛）学生组报名表 

序号 组别 学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领队教师 联系电话 

1 

学生组       

学生组     

学生组     

2 

学生组       

学生组     

学生组     

3 

学生组       

学生组     

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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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安全生产（表演赛）教师组报名表 

序号 组别 学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联系电话 

1 教师组      

2 教师组      

3 教师组      

4 教师组      

5 教师组      

6 教师组      

7 教师组      

8 教师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