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100

E 09

备案号：25427--2009

中华人民共和

AQ
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AQ／T 3012—2008

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

Guideline of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ation

for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2008-1 1-19发布 2009-01-01实施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



目 次

前言⋯⋯⋯⋯⋯⋯⋯⋯⋯⋯⋯⋯⋯’⋯⋯⋯⋯⋯⋯⋯⋯⋯⋯⋯⋯⋯⋯。

昏言⋯⋯⋯⋯⋯⋯⋯⋯·⋯⋯⋯⋯⋯⋯⋯⋯⋯⋯⋯⋯⋯⋯⋯⋯’’⋯⋯’’

1范围⋯⋯⋯⋯⋯⋯⋯⋯⋯⋯⋯⋯⋯⋯⋯⋯’⋯⋯⋯⋯⋯⋯⋯⋯’⋯‘‘

2术语和定义⋯⋯⋯⋯⋯⋯⋯⋯⋯⋯⋯⋯⋯⋯⋯⋯⋯⋯⋯⋯⋯⋯⋯’

3安全承诺、方针目标和责任·⋯⋯⋯⋯⋯⋯⋯⋯⋯⋯⋯⋯’⋯⋯⋯⋯’‘

4组织机构、职责和资源⋯⋯⋯⋯⋯⋯⋯⋯⋯⋯⋯⋯⋯⋯⋯’⋯⋯⋯⋯

5风险评价和隐患治理⋯⋯⋯⋯⋯⋯⋯⋯⋯⋯⋯⋯⋯⋯⋯⋯⋯⋯⋯‘

6法律法规符合性管理⋯⋯⋯⋯⋯⋯⋯⋯⋯⋯⋯⋯⋯⋯⋯⋯⋯⋯⋯。

7承包商和供应商管理⋯⋯⋯⋯⋯⋯⋯⋯⋯⋯⋯⋯⋯⋯⋯⋯⋯⋯⋯‘

8设施的设计与建设⋯⋯⋯⋯⋯⋯⋯⋯⋯·⋯⋯⋯⋯⋯⋯⋯⋯⋯⋯一

9运行控制⋯⋯⋯⋯⋯⋯⋯⋯⋯⋯⋯⋯⋯⋯⋯⋯⋯⋯⋯⋯⋯⋯⋯⋯。。

10变更管理⋯⋯⋯⋯⋯⋯⋯⋯⋯⋯⋯⋯⋯⋯⋯⋯⋯⋯⋯⋯⋯⋯⋯‘‘

1l客户、社区和相关方⋯⋯⋯⋯⋯⋯⋯⋯⋯⋯⋯⋯⋯⋯’’’⋯⋯⋯⋯’’

12应急管理⋯⋯⋯⋯⋯⋯⋯⋯⋯⋯⋯⋯⋯⋯⋯⋯⋯⋯⋯⋯⋯⋯⋯一

l 3事故处理和预防⋯⋯⋯⋯⋯⋯⋯⋯⋯⋯--⋯⋯⋯-⋯⋯⋯⋯⋯⋯一

14检查、评估和改进⋯⋯⋯⋯⋯⋯⋯⋯·⋯⋯⋯⋯⋯⋯⋯⋯⋯⋯⋯⋯‘

附录A(资料性附录) 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应用范例

AQ／T 3012—2008

ⅡⅢ●●2

3

0

8

0加n他”¨M¨"



AQ／T 3012—2008

月U 置

在总结中外合资企业和国外独资石油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

本标准仅是一个指南性文件，它描述了企业为改善项目的安全绩效所应承担的责任。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上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翟齐、张海峰、杨筱萍、靳涛、朱耀莉、刘勃、沈建平、陈朗。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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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AQ／T 3012—2008

石油化工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各个国家、企业、国际或地区性组织都在积极总结和探索企业安全管

理的模式和办法。近年来，随着国外独资和合资项目的不断增加，安全环保业绩优异的国际化公司的管

理模式和做法逐渐被国内企业了解、借鉴和采用，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很好的管理经验和一套行

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本标准的目的在于借鉴国际通行的安全管理方面的做法，结合我国石油化工企业

的特点，编写石油化工安全管理体系导则，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安全管理的框架。

本标准是在企业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便于企业应用，特将《石油

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应用范例》作为标准的资料性附录，有利于企业在实践中借鉴。

本标准是与AQ／T 3005--2006{石油化工建设项目管理方安全管理实施导则》相衔接的标准，企业

可根据不同的管理过程予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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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

AQ／T 3012—2008

本标准给出了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的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内容，并确保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要素element

安全、环境与健康管理中的关键因素。

2．2

事故accident

造成死亡、疾病、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的意外情况。

2．3

危害hazard

可能导致伤害、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2．4

危害辨识hazrd identification

识别危害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

2．5

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aspect

企业活动、产品和服务中能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要素。

2．6

环境影响environmental impact

全部或部分地由企业的环境因素给环境造成的任何有益或有害的变化。

2．7

风险risk

某一特定危害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结合。

2．8

风险评价risk assement

评估风险大小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允许的过程。

2．9

绩效performance

基于安全管理方针和目标，对企业存在风险进行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的结果。

2．10

审核audit

为获得审核证据，并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以确定满足审核准则的程度所进行的系统的独立的并形

成文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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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1

评审 review

企业领导者对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的适应性及其执行情况进行正式审查，内容包括有关安全与健

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方针、法规以及因外部条件改变而提出的新目标。

2．12

资源resource

实施安全、环境与健康管理体系所需的人员、资金、设施、设备、技术和方法等。

2．13

不符合non-conformance

任何与工作标准、惯例、程序、法规、管理体系绩效等的偏离，其结果能够直接或间接造成伤亡、职业

病、财产损失、环境污染。

2．14

管理者代表management appointee

在企业内代表最高管理者履行安全管理职能的人员。

2．15

业主owner

合同情况下的接受方，即企业的投资方。

2．16

承包商contractor

合同情况下的供方，即由业主或操作者雇用来完成某些工作或提供服务的个人、部门或合作者。

2．17

供应商vendors

给企业提供货物的实体，它所提供的货物构成企业生产的货物的一部分，或者被用来生产企业

货物。

2．18

相关方interested parties

与企业安全管理绩效有关或受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2．19

石油化工企业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生产企业。

3安全承诺、方针目标和责任

3．1 总则

企业在安全管理上应有明确的承诺和形成文件的方针目标，企业领导者通过提供资源，通过考核和

审核，不断改善企业的安全业绩。

3．2安全承诺

企业领导者应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自上而下的承诺，并建立安全保障体系。企业承诺应以实际行

动表明对安全的重视。企业各级管理者及管理组织应进行书面承诺。

3．3方针目标

方针目标是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追求良好的安全业绩的体现。

企业的方针目标应体现以下原则：

a) 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应满足安全管理的各项要求；

b)与企业其他方针保持一致，并具有同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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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够得到各级组织的贯彻和实施；

d)公众易于获得；

e) 符合或高于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f) 当法律和法规没有相关规定时，应制定内部标准；

g)尽可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业务活动带来的风险；

h)通过定期审核和评审，以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3．4责任

企业应通过建立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各级安全责任：

a) 企业各级管理者应强化和奖励正确的安全行为；

b)各级管理部门应为安全管理的具体行动提供支持，应定期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审核，编制年度

安全管理报告，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总结取得的进展并规划将采取的措施；

c)企业领导者应建立明确的安全目标、标准、职责和安全业绩考核办法，并配置相应的资源。

4组织机构、职责和资源

4．1 总则

企业应建立安全组织机构并明确职责，合理配置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广泛开展培i；ff，以提高全体

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

4．2组织机构和职责

企业应设立安全管理委员会，并应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对其职责和权限做出明确规定：

a) 企业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制定科研、设计、生产、企业管理、质量管理、消防、保

卫、设备动力、工程建设、供应、销售、财务、人事劳资教育、行政管理、医疗卫生、工会等相关职

能部门的安全职责；

b)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制定企业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最高管理层

成员、各级人员安全职责要求；

c) 企业应为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职能部门和各级人员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

d)企业应指定一高层管理代表为全体员工的健康与安全负责，并且负责落实有关健康与安全的

各项规定；

e) 企业应协助基层员工选出自己的代表就本标准相关事项与企业领导进行沟通；

f) 企业的每位员工都负有安全责任，无论身处何地，都应落实安全职责；

g)定期检查，确保各项职责全面落实，通过审查考核，不断提高企业的安全业绩。

4．3人员、培训和行为

4．3．1能力确认

企业对岗位人员应认真选拔，明确其职责，进行系统培训，并建立对其技能和能力进行评估的程序。

企业应保证所有员工经常接受安全培训，并应记录在案，还应给新进及调职员工重新进行培训。使其具

备以下安全意识和能力：

a) 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遵章守纪；

b)在异常紧急情况下，处置果断，有较强的生产处理和事故应变能力；

c) 能正确分析和解决生产操作和工艺设备问题；

d)有较强的安全、环境与健康意识，能自觉做好安全工作；

e)能正确使用消防救护器材等，有较强的抢险救灾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f) 取得法规要求的资质，经过必要的安全技术培训，证件齐全、持证上岗。

4．3．2培训的要求

企业应定期收集和分析员工的培训需求，及时对培训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依据分析和评价结果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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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修改和完善培训计划。

企业应确定以下人员的培训和能力要求：

a) 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部门负责人；

b)企业技术、管理人员；

c) 企业各级安全管理人员；

d)生产岗位的操作人员；

e) 从事装置检修、维修、维护作业的人员；

f) 从事装置化验、分析和辅助工作的人员；

g)消防队、气防站等专业救灾救护人员；

h)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

j) 其他有作业风险的岗位人员：

1)企业职工岗位调动后，必须重新安全教育，合格后，方可从事新岗位的工作；

2)在新装置、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投产前，主管部门应编制新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专门

教育；

3) 发生事故或重大未遂事故时，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事故现场教育，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

故发生。

4．3．3培训计划

培训计划如下：

a) 企业应根据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编制年度培训、考核计划；

b)培训计划应包括培训的实施单位、方式内容、培训对象、日程安排、培训教材及达到的预期效果

等项内容；

c) 安全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培训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3．4培训记录和档案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安全培训记录和档案，至少包括：

a)安全培训计划f

b)安全培训考核记录；

c) 安全培训考核后取得的资格证书的记录；

d)新职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

e) 领导干部安全管理资格培训考核档案；

f)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取证档案；

g)安全管理人员专业培训档案；

h)承包商的安全教育档案；

i) 培训、实习人员的安全教育档案等。

4．4财力和物力

4．4．1 资金

企业应优先安排用于安全方面的资金，确保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资金来源有安全技术措施

经费、劳动保护经费、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设施专项资金、设备大修和更新费等。

建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按标准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资金项目应用于以下范围：

a)安全、职业健康设施及技术与产品的应用；

b)重大危险源、重大事故隐患的评估、整改监控支出；

c)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物品支出；

d)安全教育培训及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支出；



AQ／T 3012—2008

e) 安全生产检查与评价支出；

f) 安全奖励；

g) 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安全状况检测及维护系统、运输工具附属安全设备等；

h)其他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支出。

企业计划财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计提安I牟=技术措施经费，编制劳动保护成本费用计划，安排

安全技术措施项目的投资计划，及时进行项目的结算核销。安全技术措施费用和劳动保护经费的提取

和使用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企业明确管理程序和具体实施办法。

4．4．2物力

企业安全工作所需的物力资源应包括：

a)安全卫生、消防、环境设施；

b)监测仪器；

c)安全卫生防护器材；

d)抢险救灾物质；

e)劳动防护用品用具；

f)教育办公设施；

g)通讯器材和交通工具；

h)保健食品及饮料等。

企业应保证安全管理体系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保证抢险救灾、隐患治理等重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为

安全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检测仪器、防护用品和教育办公设施等。

4．5安全会议

企业应定期召开各级安全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安全管理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要求，传达国家和相

关方的要求。企业根据其组织形式和管理层次，确定各级安全会议的形式和要求，并建立相关记录。

4 6文件管理

4．6．1文件控制要求

企业应控制安全管理文件，以确保：

a) 与企业的活动相适应；

b)定期评审，必要时进行修订，发布前经授权人批准；

c) 需要时现行版本随时可得；

d)失效时能及时从颁发处和使用处收回。

4，6．2文件控制的范围

文件控制的范围如下：

a)企业概况；

b)组织机构与职责；

c)安全方针、目标；

d)风险评价记录；

e)安全工作计划与年度报告；

f) 工作考核与奖惩：

g)安全实施程序；

h)审核和评审报告；

i) 应急预案；

J) 变更审批实施文件；

k)培训考核记录；

1) 新装置开车前审核记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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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装置停产检修、改造投产前检查记录；

n)所有经过批准实施的作业许可证档案材料

o)检查监督报告；

p)事故的调查和处理报告；

q)对承包商、供应商的评估材料；

r) 各类安全健康环境报表；

s)政府法律、法规；

t) 与企业有关的标准、规范。

5风险评价和隐患治理

5．1 总则

企业应有组织地进行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价。识别与业务活动有关的危害和影响，并对它们进行评

价分析，确定其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采取风险削减措施，把风险控制在尽可能低的程度。根据对行业

危险和任何具体危险的了解，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可能条件下最大

限度地降低工作环境中的危害，以避免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产生对健康的危害。

5．2风险评价

5．2．1 危害识别的范围和方法

企业应系统地确定生产活动、产品运输及售后服务中的危害和影响，其范围应包括从投产到产品销

售的全过程。至少应考虑：

a) 导致事故发生和危害扩大的设计缺陷、工艺缺陷、设备缺陷和人为因素等；

b)建设、施工、检修过程中的各种能量伤害；

c)停工、开工阶段和生产阶段可能发生的泄漏、火灾、爆炸、中毒；

d)可能造成职业病、职业中毒的劳动环境和作业条件；

e) 在敏感地区水域进行作业活动可能导致的重大污染。

f) 事故及潜在的紧急情况，包括：

1) 原材料、产品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缺陷；

2)设备失效；

3)气候、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

4)违反操作规程。

g)废弃、拆除与处理活动：

1)停用报废装置设备的拆除；

2)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理。

h)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

i) 以往生产经营活动中遗留下来残余风险。

企业开展危害识别时应考虑运行经验、风险特点和人员能力等方面，确定适用的危害识别方法。

5．2．2风险评价准则

风险评价准则是确定危害及其影响的判别依据。

企业确定风险评价准则时，应考虑：

a) 国家有关安全卫生和环境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

b)行业的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

c) 企业的管理程序和技术标准；

d)合同书、任务书、企业目标中规定的内容；

e) 国际通用的其他评价判别标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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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定期评价风险判别准则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吸取来自同行业事故事件的新认识。

5．2．3风险评价实施

企业应根据石油化工生产的特点、危害和影响的情况以及风险评价的目的，选择适用的风险评价技

术、方法和程序，确定危害和影响的范围、程度和等级。

5．2．3．1在进行风险评价时，应同时考虑对下列因素的危害和影响：

a)人；

b)环境；

c)财产。

5．2．3．2风险评价应：

a)包括活动、产品和服务的影响；

b)强调人与物两方面因素导致的影响和风险；

c)考虑来自风险区有关人员的意见；

d) 由具有资格和能力的人员来实施；

e)定期进行。

5．2．3．3在进行风险评价时，应将下列重要因素纳入评价范围：

a)火灾和爆炸；

b)冲击与撞击；

c) 中毒、窒息与触电；

d)暴露于化学性危害因素和物理性危害因素的环境；

e)人机工程因素；

f)设备的腐蚀；

g)有害物料的泄漏；

h)装置、罐区、设备的平面布置；

i) 工艺控制指标。

企业应将已确定的显著苊害和影响形成风险评价文件，并提出针对性的风险消除、削减和控制

措施。

5．3风险控制

5．3．1建立风险控制目标和措施

企业应在风险评价后，根据企业的方针、目标、风险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制定安全管理活动

的指标。这些量化指标应是可验证和可实现的。企业应定期评审量化指标的连续性和适宜性。

5．3．2确定和评价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风险评价的结果，采取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消除、减少危害和影响，防止潜在事故的发生。

5．3．2．1风险控制的原则：

a)先进性、可行性；

b)安全性、可靠性；

c)经济合理性；

d)技术保证和服务。

5．3．2．2风险控制的技术措施：

a)消除风险的措施；

b)降低风险的措施；

c)控制风险的措旌。

5．3．2．3风险控制的管理措施：

a)完善管理程序和操作规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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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落实风险监控管理措施；

c)落实应急预案；

d)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

e)建立检查监督和奖惩机制。

5．3．3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

在确定了风险控制措施后，应及时组织实施工作，其内容包括：

a)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方案；

b)落实资金来源；

c) 落实进度和时间安排；

d)落实项目负责人；

e)制定考核验收方式和标准；

f) 组织考核验收。

5．4隐患治理

5．4．1踌患治理的范围

企业应对风险评价、安全检查和生产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隐患，进行隐患评估，编制和实施隐患治理

整改计划。

5．4．2隐患评估

企业应确定隐患分级标准，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对隐患进行评价；隐患应建立完整、齐全的档案资

料，并按规定报送相关部门。

5j4．3隐患治理、验收

企业应明确隐患整改责任，制定隐患整改方案的编制、资金和计划安排、实施控制和验收的管理程

序或要求。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项目由企业安全管理部门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隐患项

目，由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纳入正常的管理过程。

6法律法规符合性管理

6．1总则

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定要求是企业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企业应及时识别、获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

其他法定要求，并予以评审，确保企业满足法律法规要求。

6．2法规识别和获取

企业需要识别适用于其危害和风险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

b)地方性法律法规要求；

c) 与政府机构的协议；

d)与顾客的协议；

e)非法规性指南；

f) 行业要求；

g)协会与社区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的要求；

h)上级公司对公众的承诺；

i) 国际公约等。

企业应建立获取这些要求的渠道和程序，并及时予以更新。

6．3法规评审

在识别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定要求的过程中，确定这些要求如何应用于企业的风险控制，并进行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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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审。具体做法包括：

a) 定期评审公司的管理要求和做法是否符合法规要求

b)建立并保存评审记录；

c) 跟踪法规的持续适用性和符合性。

7承包商和供应商管理

AQ／T 3012—2008

7．1 总则

承包商和供应商及相关方对企业的安全业绩十分重要，应评估他们的安全表现，对承包商进行安全

监督和业绩考评，从而降低和控制承包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对供应商的产品和售后服务应进行验证，确

保其符合企业的安全管理规定。

7．2承包商的管理

7．2．1资格预审

企业应制定承包商资格预审标准或要求；通过对承包商的审查建立企业认可的承包商名册，并保存

相关的承包商资料和文件。审查可以是书面，也可以书面审查和现场审核相结合。

承包商资格预审核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类型、经营范围和资质证书；

b)安全生产(施工)许可证；

c) 安全健康和环境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

d)以往的安全业绩；

e)设施设备以及防护用品；

f) 员工的保险，体检报告等。

7．2．2选择承包商

选择承包商时，由安全及业务主管部门审查承包商是否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包括：

a) 承包商是否具有与业主相符合的安全管理准则及标准，

b)是否具备技术和业务能力；

c) 是否按业主的要求进行安全培训，验证其员工是否具备从事岗位工作的技能；

d)是否满足上级组织及企业的安全要求等。

7．2．3开工前的准备

企业在开工前与承包商签订安全协议，并应向承包商介绍与施工或作业过程有关的概况和危害，进

行安全培训教育；同时确定就安全事务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和内容要求，如召开安全会议等；开工前，

还应完成对承包商安全作业计划和应急预案的审查。

7．2．4作业过程监督

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对承包商的作业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并记录其安全表现。包括但不限于：

a) 直接作业环节的危害识别和风险控制；

b)应急预案的演习；

c)安全准则的遵守情况；

d)事故事件的报告和处理；

e) 安全作业计划的执行情况等。

7．2．5作业协调与交流

企业应与承包商建立作业协调联系制度，使承包商及时了解企业的安全要求和需要业主配合的

事项。

承包商应建立书面应急预案，应急预案中应包括应急处理程序、指定集合区、逃生路线和在事故中

清点人数的办法；并对其雇员进行应急培训，并保存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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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应向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报告所有与承包商现场工作有关的事故和未遂事件。

7．2．6承包商安全表现评价

企业应定期审查和记录承包商安全表现并将意见反馈给承包商，督促和鼓励承包商制定自己的安

全改进计划，必要时，可组织对承包商的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审核。

企业应将承包商在作业期间安全表现记录存档，并作为以后选择承包商的重要依据。

7．3供应商的管理

7．3．1资格预审

企业应建立供应商资格认证和评价制度，制定资格预审、选用和续用标准，定期对供应商所供材料

(设备)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定期调整和淘汰不符合要求的供应商。

供应商按要求提供材料、设备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a)法定的资质证书；

b)设备的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防爆设备生产许可证、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等；

c) 化学危险品安全标签、化学危险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

7．3．2选用和续用标准

企业应经常识别、控制与采购有关的危害和商业风险。供应商提供的设备、材料、器材等应符合国

家和企业有关安全、卫生、环境的技术标准。

7．3．3表现评价

企业应定期组织对供应商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和材料存档，作为续用供应商的重要依据。

8设施的设计与建设

8．1 总则

新建、改建和扩建装置(设施)时，应按照劳动安全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原则，确保装置(设施)在运行寿命期间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8．2确定标准和资质要求

企业应确立安全、卫生和环保设施设置标准。

安全设施包括：预防事故设施、控制事故设施和减少与消除事故影响设施。

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进行安全预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预评价和环境影

响评价经有关部门批准后，项目才能正式进人可行性研究的批复。

所有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与控制管理机制及程序应形成文件。项目设计、施工管理应由取

得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设计、设备采购、建设安装和试车应按国际、国家、行业和企业的现行标准进行，以确保其在运行寿

命期间的良好运行状态。

8．3阶段风险评估

设计、建设、施工单位应针对各阶段、各专业的特点，组织开展针对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和开车等

各阶段的风险评估活动，并采取有效的风险削减措施，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各类事故和职业病的发

生，降低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8．4预开车审查

企业应制定新建、改建或扩建装置(设施)的预开车审查程序，并形成文件。审查内容包括验证装置

(设施)与设计要求是否一致；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员工培训是否已完毕；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

建立等，审查完成后应形成记录文件。

8．5实际偏差

设计、建设安装和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实际偏差，必须得到确认和批准，并建立文件予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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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总则

企业应建立生产运行、设备管理、职业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程序，从生产组织、工艺完整性、

设备完整性和作业安全等方面实施系统化管理，确保方针目标的实现。

9．2生产组织

生产组织情况如下：

a)企业应建立和完善生产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的执行情况；

b)企业应建立负责生产组织调度的部门；

c) 生产组织调度部门应认真履行其安全职责，科学合理地安排生产原(燃)料的互供、平衡和生产

衔接，及时召集有关会议，通报生产、设备、技术及安全信息，协调解决生产、设备、技术及安全

环保问题；

d)生产组织调度部门应及时传达上级生产指令、反馈生产信息和工艺安全信息，组织好生产；应

及时组织制定重大流程改动、重要机组设备开停车、系统管线投用等生产方案和安全环保措

施，经审批后实施；

e)抓好开工和停工过程中的安全工作，制定开停工方案，开展开停工前的培训、组织开停工检查

或确认等。

9．3工艺安全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确保工艺的安全性和系统性：

a)根据安全生产的需要，定期制定或修订工艺指标，设置关键装置和设施运行控制参数；

b)建立工艺联锁保护系统的停用、摘除和投用审批制度；

c) 编制开车操作和停车操作规程，明确应急处理方案和安全控制防护措施；

d)组织制定工业实验和产品试制过程中的安全控制防护措施，监督措施的落实；

e)结合生产中出现的安全问题，组织技术攻关和工艺改进，消除和控制职业危害；

f) 组织对工艺纪律和操作纪律的检查考核，维护正常的安全生产秩序等。

9．4设备完整性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程序，明确设备设施的维修、维护标准，确定维护项目和周期，以确保设备设施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对设备运行、维修过程中与准则之间的偏差，企业应当进行评审，找出偏差的原因及

纠正偏差的措施并形成文件。并做到：

a)遵照国家和企业有关设备安全的规范、标准、规定和制度，制定并完善设备安全管理制度、规定

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b)建立预防性维修检验控制体系，定期进行分析，保持设备设施完好和运行正常；

c)加强对关键设备的管理，确保设备处于安全可靠状态；

d)做好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的管理，及时进行检测和维护；

e)建立相关档案和台账。

9．5安全作业管理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程序，对可能给作业者或生产运行带来风险的活动进行控制，对具有明显风险的

作业活动实施作业许可管理，如：用火、进入受限空间、破土、高处、临时用电、起重吊装、放射、进人防爆

区域等，明确工作程序和控制准则。并对作业过程进行检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9．6职业健康管理

9．6．1职业卫生监测

企业应识别和确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物理性、化学性职业危害因素。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确

定企业内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的范围和要求，确定监测的内容、频次，明确资质、人员、仪器的控制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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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监测结果的保存和公布要求。

9．6．2职业病危害告知和健康体检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职业危害告知和员工健康检查和监护程序，明确职业健康检查和监护的工作内

容、范围、频次，明确健康体检单位的资质要求，体检结果的保存和资料管理要求。

9．6．3职业危害控制设施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职业卫生设施控制程序，定期进行检查、维护，确保职业卫生设备设施完好、投

用。制定定期检测的程序，确保职业卫生设施处于有效期内。

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职业危害控制设施的资料、档案的管理要求。

9．6．4个体防护和卫生

企业应制定并保持个体防护设施管理程序，确定配备和使用标准、使用环境和范围以及检查、使用

和维护、检测要求，确保个体防护设施完好、有效。

企业应加强作业场所和饮食卫生管理，制定卫生标准，实施监督检查；培养和鼓励员工养成赵好的

卫生习惯。

9．7环境保护[注：本节内容，企业可根据部门分工选用]

9．7．1环境监测

企业应识别和确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因素，根据法律法规和控制要求，确定环境监测的范围和

要求，包括监测的内容、频次，明确资质、人员、仪器的控制要求，监测结果的保存和公布要求。

9．7．2废物处理

企业应建立废水、废气控制程序，运用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手段制定各污染物排放源装置的目标指

标，采用更清洁的工艺和设施，逐步减少或降低负面环境影响。

企业应建立固体废弃物处置管理程序，根据法规和自身实际确定分类标准和处理程序，确保符合法

规要求。废弃物处置应建立并保存相关记录，如废弃物最终去向、无害化处理单位的资质、废弃物的数

量和分类等。

企业应考虑在非正常生产、溢流或泄漏、设备控翩系统失控期间，或在检修期间排放的废液、废气，

或受污染的消防水等特殊的污染源的控制，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

9．7．3节约能源、资源

企业应建立资源、能源的使用和控制目标，采取工程技术和管理等手段，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审计，不

断降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

9．8保卫

企业应确定进入厂区和作业场所的安全保卫要求；实施门禁，对进入人员、车辆等进行检查，确认其

符合安全要求。

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和自身管理要求，确定其安全保卫重点部位，安排人员巡查，装备安全监控设

施，确保安全。

安全监控设施应定期检查、测试，确保其完好，并保存检查和测试记录。

10变更管理

10．1 总则

变更管理是指对人员、工作过程、工作程序、技术、设施等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变化进行有计划的控

制，确保变更带来的危害得到充分识别，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应建立变更管理程序，以确定变更的

类型、等级、实施步骤等，确保人身、财产安全，不破坏环境，不损害企业的声誉。

10．2变更的类型

变更按内容分为工艺技术变更、设备设施变更和管理变更等。工艺控制范围内的调整、设备设施维

护或更换同类型设备不属于变更管理的范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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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艺技术变更：如工艺技术的改进、新项目的实施、原料及介质改变、操作条件或步骤变化等；

b)设备设施变更：如更换与原设备不同的设备和配件，设备材料代用变更，临时性的电气设备变

更等；

c) 管理变更：如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变更，人员和机构的变更，安全管理体系的变更等。

企业应确定永久变更和临时变更的标准，临时变更应明确期限的要求，超过原定时间，需要重新

申请。

10．3变更申请和审批

变更的申请按统一的要求填写《变更申请表》，由专人进行管理。《变更申请表》填好后，应上报主管

部门，由其组织有关人员按变更原因和实际生产的需要确定是否需要变更，识别变更带来的风险，制定

风险控制措施。任何变更都需按管理权限报主管领导审批。

10．4变更实施和验收

变更批准后，由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并形成文件。不经过审查和批准，任何l隘时性的变更都不得超过

原批准范围和期限。

变更实施结束后，应由变更主管部门对变更的实施情况进行验收，形成文件，并及时将变更结果通

知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薪的工作程序或操作方法。

10．5变更资料管理

变更验收合格后，按文件管理要求，及时修订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参数。制定、完善管理制度，新的

文件资料按有关程序及时发至有关部门和人员手中，关闭变更。

11客户、社区和相关方

11．1 总则

企业应建立并保持适当程序，对客户、社区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交流的内容和渠道予以明确。

11．2产品安全与危害告知

企业应对涉及产品危险的信息与客户、运输承包商进行交流，并保存相关记录。

如果合同有此方面的要求，企业应该给有关方面提供合理的资料和取得资料的渠道，以供其确定企

业是否符合本标准规定；如果合同或协议中有进一步的要求，企业应通过采购合约的条文，要求供应商

和分包商提供以上相似的资料和渠道。

11．3社区交流

企业应确定与社区交流的渠道和内容，如通过发布报告、座谈会等形式发布安全业绩，交流应急处

置程序等，定期公布安全业绩，对外宣布安全方针等。

11．4利益相关方交流

企业应确定生产过程重要风险和相关信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方式，如雇员、承包商、社会团体等，

采用网络、新闻发布、危险源登记、应急预案备案等方式。

12应急管理

12．1 总则

应急管理是指对生产、储运和服务进行全面、系统漕H致地分析和调查研究，识别可能发生的突发事

件和紧急情况，制定可靠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12．2应急组织及职责

企业应成立应急组织并明确职责要求。应急管理应实行分级管理，各级组织建立相应的应急指挥

系统，制定应急预案。

12．3应急预案

每一个重大危险设施或装置、要害部位和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场所都应有相应的现场应急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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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应考虑各种特殊情况下配备足够的人员和设施(设备、用品)以保证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

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

a)应急救援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参与事故处置的部门和人员；

b)事故发生后应采取的工艺处理措施，有害物料的潜在危险及应采取的应急措施l

c)应急救援及控制措施，包括抢险和救护、人员的撤离及危险区隔离计划等；

d)紧急服务信息，如报警和内外部联络方式、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周围地区图、工艺流程图、需要报

告的上级机构一览表、企业有关人员联络的方式、必要的技术和气象资料等；

e) 应急培训计划和演练要求等；

f) 应急所使用的设备、物资及互救信息等，如应急照明；应急通信系统。

应急预案制定后，应根据职责进行审查、批准，并根据法规要求报当地政府部门备案。

12．4应急预案演练、评估和修订

企业应对应急预案进行定期的检查和演习，包括在事故期间通信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行，各种救护设

施(用品)是否齐备、有效，撤离步骤是否适宜，事故处置人员能否及时到位等。如有必要，应组织承包商

和外部人员参与桌面或实际演练。演练后要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找出存在的不足并进行修改。修改

后的应急预案应按原批准程序进行审批，并及时通知到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

12．5急救

企业应定期通过组织培训，使存在风险的岗位员工掌握以下几种生命危急情况下的救护方法：触电

救护、烧伤救护、溺水救护、机械伤救护、急性中毒救护、心肺复苏救护等。

企业根据工作场所的性质配备不同的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材，定期检查、维护，确保急救物品处于急

救备用状态。

13事故处理和预防

13．1 总则

企业应建立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管理程序，所制定的管理程序应保证能及时地调查、确认事故(未

遂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根据事故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企业应倡导预防为主的管理理念，加强未遂事故(事件)的管理，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13．2事故的分类和分级

企业应根据法规、上级组织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事故的分类，事故的等级和损失计算标准。

13．3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

企业应根据法规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事故报告的程序和应急处理的要求。

a) 事故发生后，按事故等级和分类逐级上报，环境污染事故按国家有关规定上报；

b)对发生的任何事故都应进行调查、分析，查明事故原因，制定防范措施。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

中，应尊重客观事实，听取相关方的意见，确保调查结果准确无误。事故结案时，应将事故调查

处理的过程及结论报上级部门。

13．4事故调查和处理

企业应根据法规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事故调查的程序和调查人员资质要求。

事故处理应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愿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

广大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

根据事故调查所分析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应采取如下纠正和预防措施：

a)工程技术措施：对设备设施、工艺技术，从本质安全的角度考虑设计、维修维护等措施，减少和

消除不安全因素；

b)教育措施：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的安全教育，提高员工预防事故的意识和技能，规范员工的安

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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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管理措施：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

企业应根据法规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事故处理的程序、复查的形式和结果的要求。

13．5事故统计和经验分享

企业应根据法规和自身管理的要求确定统计的内容和要求，以及信息传递的范围等要求，以吸取教

训，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14检查、评估和改进

14．1 总则

企业应定期对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建立定期检查和监督制度；通过实施内部

审核和管理评审，以保证方针目标的实现和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14．2检查监督

14．2．1 检查的形式和频次

企业应根据法规和上级组织的要求，结合自身管理实际，确定检查的形式和频次要求。

14．2．2检查监督的范围和内容

企业应根据以下要求，确定检查的范围和内容：

a)法律法规要求；

b)上级组织的要求}

c)有风险的工作场所和活动等。

14．2．3检查监督实施

检查分为指令性检查和常规检查。企业应确定内部检查监督实施人员的资质和能力要求，确保检

查监督的有效性，并保留相关的检查记录。

14．2．4不符合纠正

任何与工作标准、惯例、程序、法规、管理体系绩效等的偏离，其结果能够直接或间接造成伤亡、职业

病、财产损失、环境污染事件的不符合都应采取纠正措施予以整改。

对不符合情况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检测、与员工(包括承包商及相关方)的交流或事故调查来确定。

当发现不符合时，应按规定进行调查，确定导致不符合的原因及可能的结果，根据不符合严重程度，制定

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14．3审核

14．3．1审核依据

企业审核的目的不同，依据有所不同，主要有：

a)企业适用的法律、法规；

b)安全环保技术标准；

c)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d)企业管理体系文件；

e)合同或协议等。

14，3．2审核组织

组织应确保按照计划的时间问隔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内部审核。目的是：

a)判定安全管理体系：

1) 是否符合组织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预定安排和本标准的要求；

2)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实施和保持。

b)向管理者报告审核结果。

企业应考虑相关运行的安全重要性和以往的审核结果，制定、实施和保持一个或多个审核方案。

审核员的选择和审核的实施均应确保审核过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必要时，可借助企业外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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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审核的程序

企业内部审核主要包括：

a)审核准备阶段：建立审核实施组，确定审核范围；收集有关法规、标准、资料；制定具体审核计

划；编制审核工作程序；编制现场检查表等。

b)实施现场审核：召开会议；现场收集证据；分析审核发现；填写《不符合报告》；编制审核报告。

c) 审核追踪：审核组对受审核单位开具《不符合报告》后，受审核单位有关部门应针对不符合项进

行原因分析，制定纠正措施，指定专人负责整改，并填写记录}整改完成后，应进行检查验收。

14．4业绩评估

企业应建立和保持安全业绩评估的程序，明确业绩评估的方式、信息采集范围、审查的职责和要求，

以及评估结论的报告等内容。

14．5评审

Ⅵ，5．1评审组织

最高管理者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适用性，充分性和有效

性。评审应包括评价改进的机会和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修改的需求，包括方针、目标和指标的修改需

求。应保存管理评审记录。

14．5．2评审内容

管理评审的输入应包括：

a) 内部审核和合规性评价的结果；

b)来自外部相关方的交流信息，包括抱怨}

c)安全环保绩效；

d)方针、目标和指标的实现程度；

e) 纠正和预防措施的状况；

f) 以前管理评审的后续措施；

g)客观环境的变化，包括与企业危害因素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发展变化；

h)改进建议等。

14．5．3评审实施

管理评审一般每年进行一次，中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评审可采用会议评审或现场评审的方式。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为实现持续改进的承诺而做出的与安全方针、目标、指标以及其他管理体系

要素的修改有关的决策和行动。

评审报告经最高管理者审批后签发，发放有关部门和单位。

14．6持续改进

企业应根据检查监督、审核、业绩评估和管理评审的结论和建议，制定和实施改进计划，及时完善安

全管理体系，实现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A．1企业简介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石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导则应用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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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石油化工企业A，简称企业A；

管理模式：在企业A中设立HSSE(健康、安全、保卫、环保)部门，负责具体的健康、安全、保卫、环

保(以下简称HSSE)事务实施。

A．2 HSSE方针、目标和承诺

企业A的HSSE方针(图A．1)由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签署批准后发布实施。同时，企业A员工

和承包商也会在HSSE承诺板(图A．3)上签字。并严格遵守“五个零宽容”政策(图A．2)。

HSSE方针

我们坚信所有的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也坚信健康、安全、保卫和环境的优良业绩，对于我们业务的成功至关

重要。每一位为我们或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员都有责任达到我们的HSSE目标。

HSSE目标

·无事故

·无人身伤害

·无环境损害

HSSE承诺

我们将：

·用我们的不懈努力来避免伤害，这是我们每一个员工应尽的责任；

·减少废弃物、减少放空和排放，有效的利用能源，不断降低运营中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遵守国家和当地政府适用的HSSE法律、法规；

·公开地征求、倾听员工、承包商、客户、邻居以及公共利益团体的意见，并坦诚地给予反馈；

·与相关方通力合作，即我们的合作伙伴，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监管部门，努力提高我们行业的HSSE

标准。

总经理

日期：

副总经理

日期：

图A．1 HSSE方针

零宽容

非吸烟点吸烟零宽容；

无气体检测、无作业许可证动火零宽容；

无作业许可证、无气体检测进受限空间零宽容

隔离没有挂牌、锁定、测试确认零宽容；

登高作业无防坠落保护零宽容

图A．2零宽容政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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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HSSE承诺 ．。。呻
Our HSSE C⋯lt⋯t ’’’

!：i潲黼带氍静i；‘l：踟*堪髓；
鳓穗强籀誊篓麓麟!崛蓉i黼：‰∞；∞#⋯‘一⋯⋯⋯⋯‘

A 3组织机构职责和资源

图A 3 HSSE承诺板

A 3 1组织机构

{ii==业A的HSSE管硝’蠡员会是公司HSSE的最高决策机构，政委员舍lil企业A各部门主(副主)

任、高级职能经理、工会主席、‘11会代表和若干员工代表组成。总经理是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主席lIssF

业绩保证经理是HSSE管理委员会的秘书。HSSE管理委员会组移}构架如图A 4所币。

图A 4 HSSE管理委员会组织架构

豳百||基辅Ⅶo一■睡辫■鳓



AQ／T 3012—2008

A．3．2职责

企业A制定程序文件详细描述了HSSE管理委员会、公司各部门、管理层及每位员工的HSSE职

责。如生产部装置经理是其所负责区域HSSE事务的第一负责人，是生产部HSSE管理委员会的委

员，并担任各团队HSSE分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的职责主要包括：

·支持并监督公司的HSSE政策、体系、程序和执行情况；

·在HSSE的目标指导下，制定负责区域的HSSE目标、任务和责任；

·确保在其负责区域内的危害已清晰的识别并能得到控制；

·确保其管辖下所有的员工接受了适合的HSSE指导信息和培训以胜任他们的工作；

·确保员工关注的HSSE问题与管理层交流；

·保证在其负责生产区域内所有发生的事故得到调查，并且发布和实行相应的改进计划等。

技术人员／操作工的HSSE职责主要包括：

·遵循公司HSSE程序和行为准则；

·向公司证明他们以一种对HSSE负责的方式接受了与其岗位能力相应的良好的培训；

·形成日常的安全行为习惯；

·就HSSE方面的为题与管理层进行交流；

·向值班长汇报所有需要报告的内容，来确定差距和持续改进；

·协助事故调查，在被调查事故的原因方面提供事实并实施改进的措施。

同时，公司A每位员工的《个人业绩合同》(表A．1)中都会体现其在HSSE方面的职责和关键

业绩：

表A．1个人业绩合同

1．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部门目标

(略)

2．关键业绩指标

主要职责范围 关键驻绩 茸栝／工律标准 『力争 谴踪来源

参加HSSE的培训活动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次 培训记录

递交潜在事故报告
每年一次

每年次 HSE记录——

因事故缺勤 O O 考勤记录

递交作业观察卡
每年一次

每年次 HSE记录
HSE

——

按照规范佩戴PPE 零违反 零违反 HSE记录

严格执行作业许可证程序 零违反 零违反 HSE记录

完成安全演习 HSE记录

(略)

A．3．3人员、培训和行为

确保员工具备HSSE管理体系运作所需的工作技巧及能力。满足《安全生产法》中关于安全教育

和培训的要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并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HSSE培训的策划：

·制定HSSE培训管理程序；

·制定所有岗位的HSSE培训矩阵(表A．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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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HSSE培训计划(图A．5)。

表A．2岗位的HSSE培训矩阵

、＼ 崩岔 化学 化学 机械 机械 仪表 生产 生产 值班长 内操 外操
＼

课程／编码、＼ 工程师 高工 工程师 高工 工程师 工程师 高工

HSSE

公司级人门 × × × × x × × × × ×

装置级入门 X × × × × × X × × ×

班组级入门 X ×

入场培训 × × × × X × × × × ×

作业控制理论 × × × × 2 2 2

RAP(风险分析程序)系统
× × × × 2 √ √

操作

HSSE政策总体介绍 × × × × × × × × × ×

应急预案 × × × × × × × × × ×

HSSE技能和意识 √ 、| 、| √ √ √ √ √ 、j √

现场急救／灭火 2 2 2 2 2 2 2 1 1 1

塑型厶! 塑壅厶!——
标志说明： ×：这个课程必须参加，是本岗位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t这个课程可以选择参加，和本岗位相关的知识

空白：不需参加这个课程或已具有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图A．5 HSSE培训计划编制流程

培训的实施形式包括课堂授课、网上学习(VTA网络培训助手系统)、模拟仿真等，还设置了网上

考试、书面考试或实际操作考核的环节，用来评估培训人员的培训效果。

保存相关的培训记录，包括电子记录和纸质记录，其中电子记录主要为VTA数据(面向员工)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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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E管理系统数据(面向承包商)，纸质记录主要为培训的签名表和考试卷。同时，每月月底进行

HSSE培训统计，每年年底进行HSSE培训总结。

根据培训矩阵和年度计划，定期进行复训，内容包括技能和知识培训。持续不断提高员工专业知识

和技术能力。

A．3，4生产安全会议

企业A在开任何会议前都安排“HSSE一刻”，会议主持人在正式议题之前会向与会者讲解会场的

应急路线、近期的安全见闻或事故经验分享等内容。同时，每周四安排管理层HSSE专题会议，公司总

经理、副总经理及生产部各经理都会参加该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如下

专题讨论

每月第一个周四 环境管理、培训、行为、安全文化

每月第二个周四 工艺完整性管理

每月第三个周四 作业控制、符合性审核、行动项跟踪

每月第四个周四 应急管理、经验分享、职业卫生

每月第五个周四 承包商的管理、法律法规符合性(每季度)

企业A还定期安排各专项的HSSE讨论会，如承包商HSSE业绩回顾、办公室安全、物流安全等，

频率可以是每月或每周。讨论会的行动项将有专人负责跟踪、验证。

A．4风险评价和管理

A．4．1概述

使用风险评估方法应用识别、评估、控制和跟踪循环的各阶段，持续改进的循环过程。

风险评估常用的方法：危险及可操作性研究(HAZOP)、定量风险评估(QRA)、工作危险性分析

(JHA)、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检查表、检维修作业RAP。

企业A要求在设计中选用最佳的执行标准，并在设计、采赡、施工、试车、生产运行、维护检修的整

个运行周期中保证始终贯彻该标准。风险管理分为项目阶段和生产运行阶段。

A．4．2生产运行阶段

企业生产现场风险管理过程主要分为4个方面，每类风险都有相应的建议使用的方法。生产现场

风险分类如图A．6所示。

风险类型

新改扩建项目 I 检维修作业 l 正常操作 物流

霾徽列t然引P蓓嚣催J r雌撕评估，危险可操作性 I(工作盏险性分析)l 准操作程序

分析、项目健康安全 j

霁磐；萎馨匙i开车前安全检查

图A．6生产现场风险分类

A．4．3主要风险评估表

应用风险评估，对企业主要风险实施评估见表A．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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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4风险／残留风险的评估和优先化

作业泉什危险性评价法说皑．S为风险严呕性，P为筮生风险的概率．将s和P的值捌难得ⅢK的

值，按轰A 4进行风险，残留风险的辨估。

表A 4风险评估矩阵(严重性、发生概率、风险系数)

严mⅧ口 ￡∞女受m ‰⋯

mm#∞ 迪Ⅱ目％∞mR o

％*＆∞ Pm￡％“＆目PH＆*Pt{∞l 2

m％*∞ 日#‰&％、＆％Ⅵ＆＆备璺m址Ⅸ十Pm ￡

日≈目n∞ Te*％Pm％自_￡≈# (’

m$ *￡ nH

m rcfn ％M《"“Ⅱ能￡’k 3

4$日＆ A*!镕M r自#’ 2

m半较m ＆*“*MT日№#7l

m$mm ■^Ⅱ睢发4 ()

3 O

O4 2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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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法律法规管理

A．5．1法规识别和获取

为了及时获取、识别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各项活动的合规性，企业A制定了法规符合性管理程序。

法律法规符合性管理流程如图A．7所示。

圈A．7 法律法规符合性管理流程

依据程序要求，企业A的HSSE主任指定本部门的数人担任法律要求符合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

“合规员”)，负责环境保护、职业卫生、安全等方面相关法规符合性管理。合规员可以通过网络、专业报

刊、母公司、以及咨询单位获得相关的法规要求，及时将获取的法规要求填人《法规清单更新通知书》

(表A．5)，对公司使用的法律要求标注为“适用”。

表A．5法规清单更新通知书

编制部门 (略) 编制人员 (略) 编号
’

(略)

序号 法规名称 发布部门及编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是否适用 紧急程度 法规分类

1 绿色施工导则 建质(2007)223号 2007．9．10 2007．9．10 是 急

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国家环保总局令
2 2007．9．27 2008．2．1 是 缓

管理办法， 第40号

3 (略)

A．5．2法规评审、符合性跟踪

对于标注为“适用”的法规要求，合规员按照《法律法规评审表》(表A．6)的格式和要求，每月至少进

行一次法规评审和跟踪。

表A．6法律法规符合性评审表

法律法规 适用 查核情况／ 公司管理 判定 不符 改进 责任 完成 完成
序号 条款内容 跟踪

名称 条款 执行状况 要求／记录 结果 合项 措施 人 时间 情况

1 关于印发 全文 三、节能减排企业活动：1．企业节 待查 待查 待定

节能减排 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2．我为节约

全民行动 做贡献括动；3．技能义务监督员行

实施方案 动；4发动职工参与企业节能减排

的通知 管理；5．百名专家巡诊千家企业活

动；6开展能效水平对标活动；7．中

央企业节能减排表率行动；8．选树

节能减排先进典型

2 (略)



A 6承包商管理

A 6 1概述

承包商的fISSE业绩足企业HSSE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k^设立承包商HSSE恃理fj；c程，包

括选择合格的承包ji；f．对承包1i；『实施HSSE教育、对承包阿进行IISSE监杆和业绩学坪．从而捌l蛳墩包

在现场T作过程-11产生的风险。

A 6 2承包商的HSSE资格预审

髑集

伤害

员上

风腑

j’个

^⋯⋯⋯R⋯h一一一一⋯⋯-一⋯，瓣擞粉“一秽淼
～⋯⋯⋯⋯一⋯一禳擞黜“一秽黧

w⋯c，禳 翘舯“一t r群

一一黧基慧龌∥一?”☆妒
圈A 8承包商IISSE管理系统



根据承包商“及现场生产的要求．HSSE部门安排月度培训、复训计划每年对长期呕包商进行

HSSE复训。

A 6 4承包商HSSE业绩考核

定期考核作业过程中各承包商的HSSE表现．对有违规违章行为，或推动HSSE发展的单位，会在

承包商每用HSSE例会中反馈相关信息，计0-月度HSSE考棱中给予战分或加分。月崖考饮作为年度

考棱的依据，每午年底企业A对承包商的垒年HSSE业绩进行l刚颐，汗选年度HSSE硪佳单位和址佳

个人。承包商月』豆考评条例见表A 7。

表A 7承包商月度考评条例

*}#m乜n： e体”n：

月日 }#Ⅻ目

#Ⅱ*日

进^#m§目

A 6 5物流承包商的安全管理

公路运输安全管理战略如I靼A 9所示

道蹄风险如图A 10所示。

厂外缺货点审棱报告见表A 8。

图^9公路运输安全管理战略



“。”』

mml

‰。。，|_

{。40
图A 10道路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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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设施的设计与建设

A 7 1确定标准和资质要求

企业A采州H家完档的最新的杯准作为项口设计标准的攮础，在此幕础1．建立了个业内i}|118项

HSE安争设汁施工管理标准和胤范，{：辅“企业内部的专业设计标准(表A 9)。

企业A的内部怀准均严川q内“化行、№或孱家标准．为装咒的蟹辛运行扣下了坚实的蹬计坫础。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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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9企业A采用的设计标准

±ni±*计《【管理标*Ⅻn范
mⅡ自部∞专n*11#№

J 8*

·{m#Ⅲ厦0， ·±逮专Ⅱ标《，

·《№Ⅸ“*《Ⅲ

·^女与≮体柱ⅫⅢ则，

·t自■《自∞AMⅢ ·n№々n#№

-*口《☆#M*”Ⅲ⋯， ·但&KⅫ々Ⅱ标№．

·#口设11*目M蚍0，

·*化m险*帖

·女镕艟月∞￡±Ⅲ⋯

·#$HSE¨Ⅻ：

·l[SE☆镕##A女．

·PHSER％合评"与4#m““

·∞p＆{1镕№I

·月险t受标准，

·Ⅷ目*§-《±5wmm^*略(PHSER)

·HAZ()P*镕I

·l{AZI【)∞目．

·MSDS程g；

·昔Ⅻ消∞设备标№

A 7 2阶段风险评估

项目阶段的风险lf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项目阶段的风险评估如罔A 11所示

问题

HsEⅦ直

《求

卜酬t”酬一酬：：：黔I：二一
一 一 。∞o-

》
盟

‘嚣嘴 铺僻 2；嚣嚣a；嚣”“2 ：：撩

图A 11项目阶段的风险评估

1评估阶段HSE评审

{巍项坪市主要的日的是进一步明确那此时项H存n潜住影响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汁划方向帅‘J吲l。

2选择阶段HSE评审

馥阶段的任务是进一步明确与项目全寿命特性、创新技术和选址事宜有关的各种健康、安全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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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准前阶段HSE评审

该阶段的任务是验证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研究，包括专家的评估活动，均已在顺利开展，并正在

实施之中。

4．施工前阶段HSE评审(详细工程)

该阶段的任务是确认包括HAZOP在内的健康、安全与环境研究已经完成，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

在得到顺利执行和落实。

5．施工阶段HSE评审

该阶段将验证项目的质量控制手段是否足以保证工厂的完整性。

6．启动前HSE评审(调试，引进危险材料前)

在本阶段应确认试车工作圆满完成，装置就绪待调试。

7，运行阶段HSE评审(调试后12个月)

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评审中，必须确认运行设施的HSE性能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

确保各单位都能掌握并分享项目执行和厂房初期运行过程中获得的HSE方面的经验教训。

A．7．3试运行

企业A在试运行阶段开展预开车安全审查(PSSR)，审查施工和设计符合性的审查，HSE资料和研

究、安全／操作／维护和紧急事件响应规程准备、人员培训、现场清理和开车准备、环境、健康等内容。

预开车安全审查(PSSR)表见表A．10。

表A．10预开车安全审查(PSSR)表

I．设计规范进行的施工和设计的审查

N／A
序号 项 目 完成 姓名 日期 备注

不相关

A．安装静移蹙 《囊囊嚣鬻鼙簦攀溪鬻霞鬻羧 爹罄《 、¨

系统是否已经由承包商进行了移交，移交文件是否完整，是否是正式接收，
Al × 口

在试车前是否由企业生产部签署?

(略)

B．藿遘系镜。t． 甏篱；i§《；鬻 麟。|jt i笺萋
Bl 所有的容器是否关闭并牢固固定? × 口

(略)

c群磬番
jj?

一⋯- 。叫i一譬如。
i番
y

Cl 所有的润滑油系统是否投用?是否按照厂商的规范对轴承进行了润滑? 口 ×

(略)

n捉装，控蒯幕纺和DCS {。jq。№，}j。。：-9。 j

D1 是否对孔板的正确安装进行了核实? × 口

(略)

E鬯专 ⋯ 。√．．；，。?

所有防爆箱和导线管盖、帽是否正确固定就位，所有的吹扫设备是否已进
E1 口 ×

行了调整?

(略)

F．安全系统 ⋯ ¨⋯囊曩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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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续)

N／A

序号 项 目 完成 姓名 日期 备注
不相关

Fl 初级安全设备的安装是否完成? 口 ×

(略)

G．贮罐

Gl 贮罐的防静电、防雷设旌完好。 口f ×

(略)

1I．HSE资料和研究

A．工艺安全资料已经更新，完整可用，并已转交给指定的管理人员，包括以下内容

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日期 备注

P＆ld图 为竣工图、清晰易懂、准确、反映实际的安装状况，在开车时能
A】 × 口

够使用。

B危险分析已经完成

对设计的所有变更，包括现场变更，已对其危险性进行了审查．并按照项目变
B1 口 ×

更管理规程实施了审批，同时所有相关的资料已经更新。

Ⅲ．安全、操作、维护和紧急事件响应规程准备就绪

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日期 备注

A．操作规程

A】 开车规程已经编写／更新和审查，是完整的，已经下发并随时可用。 × 口1

(略)

B．紧急事件响应规程

B1 紧急行动或响应计划已经更新，人员进行了培训。 × 口
一

在紧急撤离前，必须留在单元内实越关键操作的人员应遵守的规程是否
B2 × 口

编写?

C．机械整体性和维护规程

C】 工艺设备的机械整体性和维护规程已经编写／更新，其中包括试验频率： 口 ×
一

f略)

D．通讯系统

Dl 指挥系统电话畅通 口 ×
一

(略)

E交通

E1 铁路、公路、码头及管道输送系统已建成投用。 口 ×

(略)

F．安全、操作和维护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程、台账齐全，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人员经安全教育后
F1 × 口

取证上岗

(略)



表A．10(续)

Ⅳ．人员培训已经完成并对培训进行了记录

AQ／T 3012—2008

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日期 备注

按照要求，完成了对操作工、当班检查员、运行工程师和运行负责人／经理的
1 × 口

培训，同时对技能鉴定进行了记录：

1a 操作规程 × 口

(略)

2 环境许可要求是否融人到培训中? 口 ×

3 对维护和机械整体性规程进行了培训 口 ×

(略)

V．现场清理和开车准备

l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日期 备注

f- 设施保管／控制／监管已移交给运行。 口 口

f(略)

Ⅵ．环境

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日期 备注

对原始许可资料的变更是否已提供给HSE进行审查(竣工变更需要通过
1 × 口

HSE审查)?

(略)

Ⅶ．健康

l序号 项 目 完成 N／A 姓名 El期 备注l

l· 是否进行了人类工程学走查，问题是否得咀解决? × 口

l(略)

A．7．4实际偏差

企业A依据“三查四定”程序和工具，对机械施工进行专业确认，从而消除施工阶段以及单机试车

阶段的偏差。

三查四定审核表见表A．11。

表A．11三查四定审核表

“三查四定”问题关闭表(施工质量)

单项工程(装置)：

系统编码： 涉及专业

关闭表序号：

问题序号 施工图档案号 问题描述 处理意见 处理责任方

I责任方关闭申请：

l技术负责人：——l项目经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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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续)

问题序号 施工图档案号 问题描述 处理意见 处理责任方

监理机构验证确认： 生产部授权人员确认

专业工程师：—— 授权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二 日期；—— 日期：——
企业IPMT项目包批准：

试车经理：—— 项目经理：——
日期：

注：本表所列问题关闭后，由IPMT／项目包保管，列入交工文件存档。

工厂／区域号

检查人

“三查四定”检查表(工艺组)动设备——泵类

在检查之前再确认设备现场检查清单

PID图号：——设备号
检查日期

A：离心泵 B：往复泵

E：正位移泵 F：齿轮泵

c：计量泵 D：旋涡泵

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

1 铭牌信息正确，泵的位置符合设备布置图

2 轴承室的润滑油排液和放空

3 泵体的排气和排液

(略)

39 注：在检查期间发现的任何问题和偏差应在下列表中详细描述

问题的描述和确认

序号 描 述 检查人／核实人

A．8运行控制

A．8．1设备完整性

系统策划

企业A建立以资产管理(SAP)为中心的维护系统：SAP管理维护计划及维修记录，工程数据管理

系统(SPF)管理设备的数据及档案，泄漏检测与维护(LDAR)系统管理泄漏检测数据，检验管理系统

(MERIDIUM)进行检验管理，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及关联如图A．12所示。

36



图A 12设备维护系统模块图

维护Ij划

企业A建立系列世箭邹护她雉确定维护JⅢU及州蜘，m过SAI’系统建立预防陛维修i【划

(PPM)F|_划刮期阿1十月自动掸Ⅲ犍再|i_汁划LJ程师 i，pM也括“时阿为司隔的转动世备的顺防性维

垮、Ⅱi力容器“挫”他特种设衍帕捡验、安全阀的定蝴校骑、麒破H的定Ⅻ更换等．

愉骑

a)刘转动设箭采用存矬驶离线的状态监洲下段进行嘛牲．定螂发佑状态监测报告(表A 12)；

表A 12故障设备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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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2(皱

。采集的数据：ⅨT为各点∞趋势图与糖谱目

蠡蠢：，：强烈=竺兰．： === 弘薷’：ji羹：：，’：：I．．： =

gi耍毒誊量：鳓iiiii：⋯—：》一 髫誊。0i蔓．讳替鳓；：⋯-：：一

} { }

孵{ j。l ：
”，} {¨} f

I —jI I 。} fP～一叫一⋯一j t √ 三：=；一三1一⋯一一 盘i*．二二．二o。芯．。 ‘

．- “～R’‰，二；r峙⋯二二z，∞’

掣；：日岳一；黜”鼍牌群～～ ￡羔日二：高-荆惴=，·；～一

嘧一0- ㈦
i I． ㈠．J．．f 。f．

结☆：(略)

m☆^⋯ #『]⋯
h) 刊挣没箭及{≈道建、t以M州dmn·系统为半靠的管理系统

陆啦报告的格·℃见丧^／l-椅螗后挺出册业议项的9：施通过系统进行跟踪。府蚀监删也蚯过系统

完成。按照物料介质、管道材料、i／,5腰、压JJ“坡竹道柏等敏划分脏『蚀髓删川路设雌犄删点进行定蛸托

删。㈨蹄tI，也包括没薪如伸赫，面世采统计甜储汕琏牢r【I"l残余灯命．

表A 13静设备检验报告

nⅫ

Ⅻd

＆Am，l 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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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略)

检查者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带压堵漏

通过SAP系统管理带压堵漏夹具，对夹具跟踪，保证在停车期间及时拆除、不被遗漏。现场机械夹

具如图A．13所示。

site mechnical clamp No现场机械夹具

!琴蹦
一。。d堑 ∑。一89 ． ．

}；5专——=!一i_--!—≥女
Jan Feb Mar Apr May June July Aug Sep

图A．13现场机械夹具

数据分析与改进以及KPI管理

采用SAP统计失效形式及失效模式，多种参数来衡量设备的完整性，通过数据分析找出改进方向。

1)SAP中对失效模式进行定义，以便于失效模式的统计，图A．14为SAP中失效模式的截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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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1 4 SAP中失效模式的统计

2)采用了M rHR(甲均维修时川IhJ隔)来断址转动设备的可靠性。功设备平均维修刈隔叫问如

图A lj所示。

F寸_三焉丽_。7。了厂暮霭焉愿惑焉习——L—_二=2竺坐竺生!=!!兰坐竺竺兰——__
囤^15动设备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3) 世街完lr半作为可诂陀衡付持标．没备完好率如㈦A 1 6所Ⅺ；

u*i#F}ftl。1’mⅢ⋯11⋯o、Ralc

J¨⋯⋯1)⋯“juIl=】⋯AlB Scp匡鐾茎型盏三蔓蒌
图A16设备完好率

4)泄漏检测与修理LDAR

·分析榆洲数据的总体分布．对泄黼情况总体趋势进行分析。泄漏榆测数据如图A 1 7所示

一圈
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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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0×10‘
9B mZ

图^17泄漏检测数据

·对泄瓣点的分市进{r统汁和分析拽出榆洲重点灶下一步的政进方向(发A¨

表A 1 4对泄漏点的统计表

##

Ⅲ*’I^t☆H

目¨
目*放§ 面—币广

Mfj
*#^

”口％

U ^

5) 对榆验、校验的完城情况分析．与业绩指标比鞍．不断改进。安余刚的过期趋势㈣圈A 18所示

ovcrducl"nd MⅫ*m自*

、

’
l

1
j

、| ．

曳轼、—一。、v0。

％ i ％ * i ％ * g g g g

i X X X X ； * “ N N “

图A 18安全阀过期趋势

啪

瑚

㈨

孽三

瑚

啪

娜

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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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2作业控制

怍业控制流程

作业控制符IH是保证作、lk宜仝实施的关键只有往制定作,Jk{i划、识别隐忠、建立控制措施、准备1

件设施传达作业规定要求和工作怫埘的过程中正确地进行托制才能保证作业的安全。我们的目的是

控制现场作业过程中的潜在隐患Jf将风随减慨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控制好整个作业洫程中的每一步是

确保作业安全nom要条件。作业控制洫氍如图A l g所示。

ⅢⅢ∞n n*，{m“Ln

■-■■■豳匿噩互二二]匝巫互二二二二=二==一
图A 19作业控制流程

作、lp控制要索

1 2耍豢组成．时施I、维修、拆除，壮改和儿池活动的宣拿#涮进行指导．儿n的址无事故和降低n

工的作业风险。对于L进行允{}矾险¨"，n0正伟运}r摊作小廿作业控制范耐内。母年有岿要同颇1 2

婴素的执行陆况井分析以便改进“慷征舱lp的安全。
·县备书面程序，对作业控制过程进行说l"

· 明确作业榨制过程中的所有村j戈人员的职责；

·所有作业控制料序中涉灶的^受部要经过迂当培ill井且备相应的贽厦；

·_业的计划干¨进度簧排应泼确定并个作、№＆其柑t关系

·不进行m睑11F估就不宴施作业．

·在实施涉及受限空删进入、n r】f能产生能址意外释放∞系统上作业、地面jf：挖、动火等作业域其

他打害活动伯订．啦泼拱褂许可lI·：

·参与作业的所冉人皿都要消楚仆务范削危jE控制措施和缓解措施并档字确认：

·所有执行许可址的在的作业脚泼巾责任^进行定期监懵和什理；

·在作业完成或中断时上f{=现场J-t限保持在安全状怠F．

·应该对作业控制做定期’F代

·应酸l拽、帅纳和分卓剐作、『k枉制程序柏搿响的内、外邮经验和教训：

d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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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控制程序眦泼向缚个人驯确，人人有责任制止十安辛的作业。

作业许可判断

除了有操作程序、日常的打打U生T仵和应急响麻外+m场所有的作业都必须有作业许¨f正。作业

许可判断流程女n幽A 20所，Ji。

圈A 20作业许可判断流程

作业控制的考梭

制订作业控制的考核标准．进行定期考坎不断提高承包商、操作人员的作业控制能力每』J按‘Ⅲ

考核标准进行考核井A月度竹理评审会进行分析砰{古“恒改进提高。

件业许可诜风险评估考}崭标珊虬丧A 1 5。

现场”业控制检商考饮标准见表A 6。

表A 15作业许可证风险评估考核标准

n分=n《m得分-能t蝌离(口P)得分一气体检《*分

ngⅫm分一。作nm述”一一“目#《#”·＆Ⅻ镕m”一十^*#月目”

作业描述 《础铒分 说 日

忭m内存消*H步《音m作“位R、N象明确

_『《￡

作m^#Z‰“*怍nm＆、"象#进错Ⅸ或缺p

目标％择

m#

日接受

控制措施

“*措m*台日

措施*择目Rf镕月tTE

Ⅲ有PPl；《#合《、Ⅲ够



表A15(续

作n#述 基Ⅻm分 说 目

W接受 *镕PPEm#旮《井目2够

气捧柱测 ≮傩#Ⅻ#*r】『m＆受或i∞气*＆Ⅲ

■镕＆Ⅻ镕m#^f}

能t隔离 *《∞E1P日“《Ⅲ＆*m№m％目

表A 16现场作业控制检查考核标准

*持计#口＆

总舟(Io分)一作业许日Ⅱ+^女贷质+十^自护月品(PPE)。工具+能量隔离+气体植错十施Im扬+目标蒋实

#^n￡名(包括：怍n负责^、∞#^、±，≈负女^、HSSEI＆师、气肄

＆Ⅲ^m、镕m^日)

*日Ⅱr∞#}自别^代《

作业许日证(2 H) 一u 5分 束填；许日证编々自g#女*g{≈女

o 5n 许_『“未盖mH逼《

oj* #№

特％I#玉资Ⅱ

0 5H
人员资质(1分)

一0 5H 镕业票§＆^日^目应等&权R

一0 5H 口*^&资质

作m^员缺’PPE(例Ⅻ：49、}套、∞”m镜，口罩、目$薄)
PPE(1分)

作mm场缺’PPE(Ⅲ^#、Ⅲ^毯等)

自％*备存在缺陷
工具(1分)

0 5H

一1H

0 5*

挠蕾隔离(1分) ％$方式*音a

0 5"

l H

l H
气体＆涮(1分)

0 5分 气体幢Ⅻ^#T≈±

0 5H &☆《"m女*＆班％％”^＆Wg％pR日*
砘I现场(1分)

ⅫHH、1 H*有分m镕日m镕*

女*％4＆W做ⅫI≈．科$，场*清



表A15(续

得分计算方法

总丹(10分)=作业许日Ⅱ+^员资质+个人防护月品(PPE)十I具+能量隔离+气体柱测+施Im场+图标落实

目标落实(2分) ^傩ⅢⅫ则

目标落宴自剥

o 5H T口＆有做警峨#警i标{

高n作n
＆有t择台适∞锸目点，＆有高挂蛞月

2 H ＆☆＆月“^m自∞目"*女§∞(Ⅱ^^女±*＆女*目M镕!^#)

L炔“☆有E直m＆t氧‘t％、￡炔气m目火∞目Ⅲ’f 10 m，氧、L*％
o 5n

Ⅻm’f 6 m

"☆水中进行焊接作n

自^镕m月目]j m^＆#月!*$Ⅲt№自日#
动火作n

作ⅡM域女dm*戒或警i标志

‘L％&#质口合#Ⅱ．镕印杯E{*女．％目＆#∞##口(ⅫT使月∞t

瓶口带瓶帽，％帽04打m≮n)．L*氧气《丧具损坏，％闫m口接戟营

＆#月专月女目．L‰m＆☆EA目^*目

imi目
＆d≈Ⅸ^^R∞№十#4镕t*t

o j H R挖镕《I 2 nt“T的＆有办理曼R±Ⅻ许u『i正
挖掘作业

作业Ⅸ#＆有做*戒或营i标志

0 5* ＆有设mⅢ遗

(1 5 H *☆《n*#amI或＆有持Ⅱ±Ⅻ

《mnⅫ^月∞∞Ⅻm}女f#
起m怍m

m装作n前＆有目使月舳吊装设备＆I#进行盐女

m#＆日口*日目*m或*i#女

n 5" 使Ⅲn牌∞脚手*

脚手架

o 5n 脚手架措最{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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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6(续

得分计算疗法

m分(10分)=佧n许日证+^员资质+个^防p月口(PPE)十：[A+能i隔W，气体检月+施Im杨+目标落实

＆☆女m％HfⅢob*日1m

＆dN电气≈期女"柱☆
临"月电

o j H n*nm4镕**《＆m#镕镕目＆＆*镕女8件．t*m＆”#≈

o i H ％WR自#T*☆Ⅲm镕＆f#☆g$

特殊情＆

A 8 3职业健康管理

愿罱和目标

愿景：预防任何由工作引起的伤病．提供无伤害的工作场所努力创造并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K期目标：新发生的职业病病唰为0．员工职业性健康监察率为100％．员工职业性健康教育培01l率

1 00％．职业健康危害因素椅测牢100“．作业场所柯害圊索H常监测台格牢100％。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监护流程如图A 2I所示。

图A 21职业健康监护流程

听力倮护管理

企业A请专业机构对或场的噪音进行r详±|I|的调查和测定制作m噪音等魄线分布囝．即噪音阿

谱(埘A 23)。听力保护区域的地而用蓝色线条划线。尽可能地在所有的人n处世区内台适的地方，悬

挂听力保护标已并定期进行榆查。装H区域的听力保护IX域标汜如嘲A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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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装置B域的听力保护区域标记

n实际晰况小能物、明听山懈护Ii叫应束取适当的特代市竹“确保席员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厦住仆

幺叫候璎戴听山保护器，倒划：把瞥告船号岵n：T J J,上．刘特刖的任箭Ⅲ书谢的指令(例如1．作的许

l叮_址)。

图A 23噪音图谱

HSSE部¨负贵现场噪J：，雌洲上作，蚱逐步肝展个体噪声监测r作。凡在TWA等于或超过

83 dB(A)的环境下工作的员_二部被纳^听力保护引划。被纳人听力保护计划的员工，庄进入听力倮扩一

ll划K_L作1个J1内应被告知潜∞危险盟公司防护策略。儿是被纳入听力保护iI划的员1，．每年安排

至少一次听力保护培1川d

放射11生防护管理

特州主要内容放刖作业人员管理(包括承包商)．放射剂量啦洲和n牛防扫、。

％№州、境职业J1生监洲
雌测刈象：存在；1=『宙j目素的生产装监“及辅助设施的作业环境。

监洲数据公不：n公司范附内选择酲f_1的忙置安装公告栏对每次作、№环境监洲的数据进行公m．

『dIIg Jfli过发送邮件、公司内部网公开发砧等多种形式，让员T和承也商知晓怍业环境有害田索浓艘(强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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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强员工自我保护意识。

异常监测数据处理HSSE部门设立比国家卫生标准蜓严格的职业Io生标准如米监测结粜趟小h、

准则妒即与生产部门橱查和时论，采取纠Ⅲ和琐防措施包括工艺l。的改进、立牲防护设施“及配备个

人防护用品等。井对所采取措施的柑散陀进行评估。

应急监测：在非正常晰况下需对菜一特定区域进行有害因袭浓度确认而采取的职、|k卫生监洲活动。

雌测对象：简要对有害因素被度进{t确认的M域，比如特蛛作业帕雎域范川、事敞现场区域范⋯和

稳维修区域范Ⅲ等。一般⋯公司nL进}r。作、【k环境Ⅲ【业H’圳“删报告她丧A】7

表A 17作业环境职业卫生监测报告

一m!嚣”MA(：：：：篙w o／jS

I。200lB§
i00“

R塔％#X

N*镕AN 17 2002《

收塔§№X

A 8 4环境保护

废水排放

采用行污分流、清污分漉对并排放杯废水分娄进行杵理，用污染物的总；^托，制手段制定各n染物排

放源装置的目标指标．起到H水减排的H的废水水量逐年下降。埘连续流的-q浓度竹水排艘博雕性fi：

线检测仪表．如流挝汁、pH¨TOC分析仪．监视和稳定废水的处理运竹，废水丹炎州想』睾【㈨

引A 24所示。各排污装置废水排肢与监测项目见丧A 1 8。

园圃-圈
几面i瓦]
L—生—__

臣三H蛩
圈—至丑———瞳

图A 24废水分类示意图

一豳
回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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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寻享；__It*一*m『———jCOiDi：：：：：：I：：手mg 1．

表A 19厂界环境检测符合性报告

■笨 2 4 c、】 mE m 、 <1 、 <l =1 、1 <1

*￡*I 5 I-1 n．g m 。 吲 吲 — I掣 ，二 三!
$ o 4 、I mg m × II × <】 c71 <1 <1

杀击一百士。。 。。 。。 3。I。。l。。$月荷合Ⅱ *☆ *☆ *☆ *☆ ”☆ "☆ *☆

图、25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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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测因子苯，z苯、苯L烯、甲苯、二甲苯、』二烯、丙烯睛、氯氧化物、钮、7 C象正参数等。

周伴废弃物

废弃物识别和分类按危险和非危险利川和处髓分别进行管理。危险废弃物进行焚烧和安全填埋

处置。装置集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巾装置提H{申请环境组确认处置趋向，现场收集最包商进行现场服

势。废弃物收集如图A 26所示。

圈A 26废弃物收集

维持土壤和地F水的龌体陛

往酷l r兀十C经考虑了划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町能州降到最低的措施如：

·采片{双线储槽、废物处理池和水坑等．提供一利-可以监测到内层破坏的方洼

·避免将输送碳氧化合物和化学品的绮道埋地般设。

·在q产工艺纳操作过程中．尽量减少将化学品排^T：艺踱水下水道，廊提供一些方法收集垃修

时从上艺没备一f一排m的物料。
· 任可能发q．泄漏的设备曲场所应采用混凝土和防溶漏地面。

·装置山帕沟渠应采用混凝土结构．防渗漏处理和i殳集水坑避免因溢洫或泄荫污染土壤。

·1辆装卸设施应能够收集所有泄漏物，

没魁现场22fI地F水监洲井(图A 27)．每半年剥地下水进行取样分析雌洲．分析坪自’i地F水和土

壤的整体性情况。

囤A 27地下水检剥井

啦测分析项11如F地F出样品分析结乘(1)金属分析结粜(表A 20



表A．20地下水监测项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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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一8

地下水 地下水质 环境本地
样品编号 检测限 荷兰清除标准 监测轮次

基准值“’ 标准值“， 调查结果“’

I Ⅱ Ⅲ Ⅳ

银 1 431 (5) 40 (6)

砷 10 1．01 50 60 N／D

(略)

备注：

(1)所有分析项目的单位均为pg／L；

(2)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HJ／T 25—1999)；

(3)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 14848—1993)；

(4)该场地在2002年所进行的环境本底调查相应分析结果的平均值；

(5)“一”表示没有数据；

(6)“N／D”表示未检测出；

(7)红色和蓝色的数值分别表示超过标准值的含量和被超过的标准值。

MW—l

地下水基 地下水质量 环境本底调
样品编号 检测限 荷兰清除标准 监铡轮次

准值“’ 标准(Ⅳ)“’ 查结果”，
I Ⅱ Ⅲ Ⅳ

氨(以N计) 0 01 mg／I， 0．5(as NH。)‘6’

总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

(略)

备注：

(1)除氨外，所有分析项目的单位均为／tg／L；

(2)“一”表示没有数据；

(3)“N／D”表示未检出；

(4)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HJ／T25--1999)；

(5)中国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 14848 1993)；

(6)红色和蓝色的数值分别表示超过标准值的含量和被超过的标准值；

(7)该场地在2002年所进行的环境本底调查相应分析结果的平均值}

(8)Dup一1和Dup_2分别为Mw一4和MW 2的平行样。

消防水和应急

在非正常生产、溢流或泄漏、设备／控制系统失控期间，或在检修期间排放的废液，或受污染的消防

水是一种特殊的污染源，是潜藏对环境明显损害的因素。

1) 各装置设置独立的污染水收集池，既收集消防时的污染水又收集初期污染雨水，通过收集池用

泵自动将污染水输送到污水处理系统；

2) 关闭通过清洁雨水系统外排的雨水闸板阀(图A．28)，避免污染外环境的风险，或在出现事故

时使其危害效果最小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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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28雨水外排口闸板阀

A 8 5儡卫

企、№A采川先进的：lj人控制系统时持个厂鹾的出入进行控制数据统汁L将}r歧楼M域和链-V}K

域Ⅸ分“利于紧急特况F，U“统计人数特别足装骨R域的人数；这样同时也为夜删山部fY．1】提供f,ti

利．保安人员rⅡ以通过系统^询特征R域内的人数，有针对性地进行巡逻检杳。

根据保卫程”的要求和逊路交避簧仑管理规定的要求．保安人员实施别人毋阳车辆进⋯耻场的椅

^制度；槽罐车检盘单见表A 21，

表A 21槽罐车检查单

M№。目： 月m#☆：

**々：

“TⅢH月**{f-$#ntM‘√’∞＆mtMⅡ”mn(√)∞H U＆1月fM十r4#§十n＆^l Ji

序々 $B

l镕@iiEN *#胎％转

轱m≈气自好

m路《％{】E 女±m*《*(女±目、＆＆计、“w^≮)

*2l*☆2““±m^％(m十《*!Ⅻ*#)

危险＆车#《#{正

t№目"《证(Km#《{4#}iI-) 扭*W月*Bt《

骑月阜*

8 ≈#RM％☆# 女装静m接m‰

《＆“$∞％≈* ^口HⅫ≮

H目玻璃状R＆"

月"完好7功nⅢ常

措风驻璃m刷完好 备《女±带

$月d＆^m

车门、埋冲#自车身 倒车臀报／Ⅲ车☆挥日

《体胎∞m#自#

＆：*BⅢ目女##日·目-“≈"＆∞#$。



表A 2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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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A公司内的所有装置和蹬施．都城于安全保p的重点部忙。m州界围埔和F船路fl设氍丁rⅡ

控制的摄像机加强监|flll，现场配备两辆机动车供侏安巡逻分圳存装髓I^和}r政K设肾了埘套巡更系统

“确侏巡逻J：作的有设执行。

出人管理系统

监控设施、门禁系统和巡坐系统m专人负责．定期对系统记，☆进行拙盘．升胖Iff专业公cd进行维”，

保养和删试。通过加强培圳，除r日常的保安管理外徘安人___i悱助企、Ip进行安个{}州和监懵传奇安全

规定的执行．同时戒为企、№应急响应的一支重要组成部分。f』禁瞥理最统如幽A 29所小，

图A 29门禁管理系统

A 9变更管理

A 91变更的类型

变史按内锌分三类技术变更、管理体系或法挑变史和人员或机构坐更

技术变巫叉q，拨e业分，一般町分为九个々业如：

·化学r％和产品

·T艺技术和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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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道和仪表

·电气技术

·DCS／SIS系统和现场仪表技术

·安全操作参数限制

·卸压／安全系统

·长期有人使用的建筑物

·管理系统或数据库应用软件变更

变更按应用时间可分为永久变更和临时变更。I临时变更增加对使用期限的要求，超过原定时问，需

要重新申请变更。

A．9．2变更流程

企业的变更管理简要描述为：

递交《变更申请表》(表A．22)—～获取设计批准和实施批准——实施——完工检查和试车授权投

用——验收——文件更新／人员培训～—关闭MOC。

表A．22变更审批表

第1部分——变更申请

部门或装置名称
Moc编号

工艺 仪表 电气 设备 其他

变更名称

审批表1——变更描述(包括原因、工作范围和目标等)

原因：

工作范围：

目标：

则要求在此日期前恢复： 日期：
是临时变更吗? Y／N 如果是

实际恢复日期： 日期：

支持文件(包括所有图纸号)

起草人： 日期：

第2部分——HAzOP评审和批准(不需要签字的地方用N／A来表示不做要求)

参加评审人员如下：

设计组批准

专业 姓名与签字 日期

操作

化学工程

机械工程

仪表／电气

专家批准

专业 姓名与签字 日期

修改过程是否需要正式HAZOP?如果是，请附上HAZOP报告和行动项清单； HAZOP YES／7NO

如果不需要，请进行HSSE审查，记录所有讨论的主题内容和结论备批准人查看。

批准实施前需要确认以下事项：

确认“HAZOP报告”或“安全和操作可靠性检查清单”已经完成。

有关措施已经纳入工作范围，如果没有，请列为未完成项。

已经完成修改文件检查清单，有关措施已经安排(也可在安全和操纵可靠性评价表中附上)。

已经准备好有关员工的培训计划大纲(可在安全和操纵可靠性评价表中附上)。



表A．2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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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或管理部门 姓名与签字 日期

装置高级化学工程师或部门主管或被授权人

高级维护工程师批准或被授权人

高级生产工程师批准或被授权人

经理或部门主管或被授权人

获批准后，请高级化学工程师或主管在下面指明执行计划(转TS设计、立项、DCS或在线等应用，或直接转ES)。

另外，请通知并抄送MOC给所有相关部门。

第3部分——试车(附完工检查表)(如果不需要试车，请标明N／A在本页右上角)

根据完工检查表，在试车前确认以下事项。

所有HAZOP或者健康、安全与环保检查清单评审措施已经已经纳人工作范围。 是／否

所以试车人员的培训要求已经完成。 是／否

所有“A”类文件项目已经更新。 是／否

修改已经检查，制定了完工检查表，所有“A”类检查表项目已经完成。 是／否

完工检查表有否? 是／否

专业 姓名与签字 日期

操作

化学工程

机械工程

电气仪表

试车意见摘要

专业 姓名与签字 日期

项目

第4部分——授权关闭此修改

关闭MOC前确认以下工作

请确认已经把修改后的正式文件抄送给相关文件和数据库管理者，以便进行文件更新

资料更新需由文件主管者确认，(不适用项请在确认栏注明)

确认项 YES／NO OF N／A

1．修改范围完整。

2．所有有关员工的培训要求已完成；所有使用者得到更新的资料。

3．所有“A类”与“B”类文件已经更新。如下但不跟于：

各类图纸，PFD Or PID布置图等图纸

生产技术规程或技术手册操作规程等

设备资料

仪表电气的资料

相关SAP设备技术电子数据库资料已经更新

相关INTOOLS仪表主数据库已经更新

相关SPF主文件数据库已经更新(SPF数据系统投用后)

DCS或PI系统的画面更新

已经更新RSRD数据库

4．所有“A”类与⋯B’类完工检查表项目已经完成。
5．其他如：

高级化学工程师或相关负责人 日期



A10产品安全监管

食业^将安全、1堙搏}和州、境保护的理忠心川于产品的所有方面，也括从开发缝制造、储运与配送

铺僻到最终帕回啦或处卸!．“旆墚J“。研n：龄十，l命周期r1一椰不会对人造成伤吉小会对环境造成艘坏

产品安全监管帕主蜓功能如图^so所示

国^30产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功能

产品安食：书点足维护和管理物料安仝技术说叫B(MSI)S)．MSDS是物料信息交流的主要打杖．

企业HSSE8"Q部门负责维护、骨殚所有的MSI)S+利用MSDS管理系统立持化学品的风障评估和危害

信息交流。涉及的化学品包括蟓材料、化学二荆、-}r俐J“r％、产品等，生产装置中使瑁到的化学妯的危

害信息通过两种形式告知员】，硬拷贝的文件放置在相应装簧的慢曩外站}U于文件存于公司共享文件

夹和内部同页。m工定期接受MSDS堵iJl．以帮助他们坪解MSDS传递的信包。

生产现场张Ⅲ^标记或杯示．将化学品的危险点乜提供给所有可能进入危I赶区域的人如进人此Ii域

所需的PPE等。

产-％台规性管理状取、弧别与企业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建盘产品安全数姑阼，内杯

不仅覆盖企业自吁产tn的宜全．型考i＆产品可姒为客户或消费者安全使J*的属陛．包括m!不旺于产品

的食品接触l，，F属性．医疗包裴卫生膳州-，饮用水接触卫生属性，燃烧蟹命性能，电气安全性能．嫂彝物

环保性能等。为客rl提供々业支持确保产品的符台性。Iq时．与行弛掷会和政府机构保持联系．并施

加影响。

客户保障：记录1l}_世肘叫簪辑户对产品簧个性能提Ⅲ的御问收集客户的反馈和建议井定期给客

户歼展产品培圳。

技术与业井的优化：在产品开发或产一讯推广期问．时产品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

A 11应急管理

A 11 1应急组织殛职责

成急响成组织址在发生紧急事什时．负贵il【gl、悱埘、指挥、拄制麻急行动的机构．包括州动企业内

部和外部应急响应资源。当意外事故发生时．由应急响直组织统一指挥扁急行动．蛐米事故的发展超出

低级组织的膻急能力时应立唧向f：绒心急响城组织报*山l绒脯急响应组织负责处理班敞及刈外求

援i．作。(削A 31、|冬|A 32和圉A x3足一、二、三缎1J|救响应n0组织结构剧)

·发‘f二轻微小故时，启功一级应急响应组0l通常山匿转经理担任事故指挥指挥相关的麻急人员

血舯发生的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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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苎里兰兰!：!!l

匪丑—臣亟]_咽
图A 31一级应急响应组织

·书敞二宝监响应指在单个乍产装^一p儿内发生较J“巫的书敞蚪打-¨能会群】目利肚他IX域，^j盟

K；动I I遥转终胖mf￡耻场指挥的心急响虚绁纵动川企业～腓庸急钎源的庸急响心 批j-救。

域响廊时乍』“匍；主任或阿Hl梵制造经耻必棚赶刮现场m埘"敞处耻。

图A 32二级应急响应组织

·事故二绒响鹰措在十个或多个‘}产装竹一”儿内发’k币大帕乖般对』_内其他K域造成r威阱．

非町能彬1n与企、圳*近的企4k、化学工、『“园I§和刷边社医一*耍肼功⋯公-d崖终弹或硎总择理

担任指摊帕企业事战竹理小纰井动用外郎资源的也急响应。

图A 33三级应急响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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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2应急预案

总体应急响应程序：

应急响应程序的构成如图A．34所示。

·事故的分类和分级；

·组织结构(企业采用三级应急响应结构，不同的级别启用不同的组织机构)；

·应急响应，包括内部／外部影响，应急响应的终止和灾后的恢复；

·应急响应下的通讯和联络；公共关系；培训和演习。

企业通过桌面演习和现场演习的形式，演练应急预案和提高人员对预案的认知。为了加强员工工

业消防的技能，消除恐惧心理、提高实战能力，我们逐步安排操作工参加真实火场训练。以下是一则桌

面演习的案例。

盟旦!旦三互! 丝盛!丝董量 遍翌耋型：基亘递望

重墼堑量
PE装置发生了爆炸和火灾。目前什么物料引起的火灾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目前受灾的区域范

围，但是并不清楚其余周边的情况怎样。

一些在附近工作的承包商工人据推测在爆炸的范围之内。一名操作工当时正在卸丙烷。

实际情况

·在最初爆炸的范围之外发现一名承包商，但是情况不明；

·PE装置上空浓烟密布；

·一名操作工受伤。

状况

·非常炎热，38℃；

·南风／东南风；

·受灾区域以及邻近区域有非常多的承包商工人正在工作；

·邻近装置有检修作业；

·现场噪音非常巨大。

演习人员采取的行动

提供的信息
·发现第一个承包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装置区域内浓烟滚滚；

·噪声非常大；

·两名消防官兵未能战胜出现的状况；

·一辆消防车不能提供最高的压力。

使甩的I具

·现场紧急行动方案；

·装置自身的紧急响应程序；

·现场事故指挥员的职责。

演习B的

·测试现场的紧急行动方案；

·装置自身紧急响应程序(是否使用过)

·对级别和类别的理解；

·响应时和响应后的沟通；

·ICS的使用；

·对紧急职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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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医疗预案的变动。

AQ／T 3012—2008

图A．34应急影响程序的构成

各装置应急响应预案：

·装置情况介绍，包括消防设施介绍，逃生和疏散；

·装置内存在的危险物质和设备；

·应急响应程序，包括火灾／爆炸，易燃液体泄露，易燃气体泄露，外界影响，环境保护；

·应急状况下的联络；

·附件，包括消防设施平面图，疏散点示意图，危险物质，设备安全分析和后果模拟(采用了DNV

的软件，对可能的情况进行了后果量化计算)。

其他管理程序：

防台防汛，消防水管理，疏散程序，安全淋浴和洗眼器，避难管理等。

A．1 1．3应急预案演练、评估和修订

企业A在年初制定当年的演习计划(表A．23)。全年不少于40次现场演习；同时可进行桌面演习

以帮助员工回顾程序。所有的现场演习都会通过纪要的方式予以总结。

表A．23事故演练计划一、竺 2007正

1月 Z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月 12月

实验室 1 2A 3(A+D)

PHU 2A 3A

PP 3A 3B 2B 3A+D

(略)

IMT事故管理小组 1 4

CMT危机管理小组 l

1) 在会议室内讨论假设的事故和采取的行动

2)单个团队处理应急事件1

3) 多个团队和多个层次员工处理2级事故的现场应急响应行动

4)包括事故管理组和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在内的所有层次员工的多个团队参加的现场响应和处理应急事件。包括

第三方的应急反应和步}部豹观察

A火灾演习，B溢出和泄漏演习，C营救演习，D医疗演习

注：红色字体为建议的不通知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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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4急救

公司行政区域备有提供24 h医疗急救服务的诊所，诊所急救设施配备齐全并定期维护。诊所急救

电话和急救对讲机24 h保持畅通；24 h配备有相应资质的医生、护士、救护车驾驶员各一名，急救物品、

通信设施配置齐全的救护车一辆。

根据工作场所的性质配备不同的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材，急救物品放置区域覆盖全公司。每个装置

平均配备有急救物品3套，现场员工定期自查，医疗人员定期检查、维护，确保急救物品处于急救备用状

态。同时，与周边的医疗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共同开展急救演练。医疗人员、现场员工和承包

商进行急救演练，并进行回顾总结，找出存在的不足进行改进。根据事故的状态，启动相应的医疗急救

流程。在多种伤害和伤员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寻求外部支持实施救治。当伤者伤势重时，转送相关

医院。

急救培训：员工和承包商急救知识培训、复训和考核。新员工人职参加基础急救培训(主要内容包

括CPR急救技术、伤口止血和包扎、骨折固定、伤员搬运等)，经过考核合格取得急救证书。非生产部员

工每2年为一个周期参加基础急救的复训和考核；现场员工每1年为一个周期参加现场急救的复训和

考核；特殊岗位的人员同时参加每年一次的特殊岗位的急救培训和考核；特殊作业的人员参加作业前的

急救培训和健康检查，筛选出不合格的作业人员。承包商参加每年～次的急救培训、复训和考核；消防

队员每年1次参加基础和特殊岗位的急救培训、复训和考核。

A．12事故处理和预防

A．12．1事故预防

先其未然谓之防，企业A提倡预防为主的科学观，旨在建立一个未遂事件的发现、报告、调查及作

业观察报告体系。通过对上述报告的统计分析，提出改进方法，防止事件／事故的发生。

作业情况观察记录卡(图A．35)

作业观察是观察安全行为和衡量是否符合公司安全要求的系统方法。作业观察找出：违反安全规

定的行为和积极的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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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事故报告卡(图A．36)

未遂事故是指在环境略微改变时就有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导致患职业病以及对财产、环境或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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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36未遂事故报告卡

盛现未遂事敞的人员在填先报告的正面内弃后，-Ⅱ将卡投到收柴箱或通过电子Ⅲ；件格式发给

HSSE部f】。HSgE部『】时术迸‘“敞报告进行筛选、统计、分析砭Ⅱ1捎井把筛选后的一曲未遂班敞反

馈给相芙人员进行阍矗HSSE魄☆进行跟踪。对可能导致较大危害后粜的高危未遂事做．由HZSE__}|i

安排捌卉。

通过行动项跟踪系统t简称ATS)．对未遂事故进行跟踪ATS I作流程如图A 37所示。

所订经过筛选曲朱遂事故报告}，都输入A。I'S行动掣!跟踪系统．埘处理结果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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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37 A rs工作流程

统¨和分析

收集到所有忤,Iktj'iM观察p和术连，”敞报告后将胜时根姑《帐川分析综合击》对各种情况进行分

昕。HSSE郝¨将矗}川，母』J准箭未遂m敞分析报告．并列H{当时存a的高危风险，隐患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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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E部门负责回顾所有调查报告，来分析趋势，防止类似事件／事故再发生。

作业观察卡统计分析(分项观察统计、各项符合率等)；

未遂事故统计分析(直接原因分析、事故类型、递交部门等)。

A．12．2事故的分级

根据严重程度，事故被分成五个级别，严重程度矩阵的内容是对事故严重程度级别判断的指导。

A．12．3事故的报告

所有的事件都要当即报告给直接主管，随后完成“初始报告”(表A．24)。

表A．24初始报告

事发单位／部门： 事故发生时间：

受伤情况／设备／材料损失情况：

事故类型：

简要描述：

已采取的措施：

可能的原因：

准备人： 联系号码：

直接主管： 日期：

事故分类说明：1死亡；2受伤；3职业健康损害；4火灾；5．高危未遂事故；6环境事故；7道路安全事故}

8．财产损失；9．保卫事宜；10其他。

A．12．4事故调查和原因分析

所有事件、事故和职业病必须根据《原因分析综合表》接受调查，来确定事件的性质、直接原因和根

本原因，并采取纠正行动以防止事件的再发生。随后，完成事故报告的最终报告。

事故调查流程图如图A．38所示。

事故报告见表A．25。

严重程度矩阵见表A．26。

事件／事故报告流程图如图A．39所示。

成立事故调_古l ，l 与当事人进行l 、I对照CLC表分析
小组r——1 访谈r_——1事故原因

所有行动项跟踪
完成后事故调查
关闭

完成事故最终

报告

图A．38事故调查流程图

表A．25事故报告

事故相关部门制

定行动项

基本情况：

日期： 时间：

当事者部门，职位： 目击者：

地点：

报告人姓名： 部门： 职位：



表A．25(续)

AQ／T 3012—2008

事故类别

受伤 非受伤

死亡 环境排放

急救受伤 机动车辆事故

可记录受伤一无损工时事件 财产损失

可记录受伤脱岗天数事件 保卫事宜

职业病 暴力

其他

受伤员工情况

性别 年龄 部门／职位

当前工作经验

受伤部位 损工天数

财产受损情况

受损设备／物料 预计损失

事故描述

描述事发经过

已采取的紧急措施

根本原因分析

}No． 关键因素

l

关键因素1

直接原因：(不安全的行为和状态，造成了关键因素的存在)

编号 说明 评注 证据

2．系统原因：(个人因素和工作因素造成了关键因素的存在)

编号 说明 诲注 醢据

附加发现

建议的改进措施和完成日期

改进措施和完成标志 负责 完成日期 状态 签名

调查小组

姓名 部门 职位 签名

事故相关部门经理

HSSE部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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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5经验分享

每个月埘当时事故业判l进行统¨通报(A A 27)包括IISSll*髓}、【k绩安全州j未遂事故报*

作业现察F以及事敞统i|。

表A 27事故业绩统计表

HSSE*键m绩 当月 2。。7目杯

m*IH$敲0

iW{己目伤害0

|1

72l

。Z

336689

I 2月《动严重车辆事敞率

1日

月I时

自t№&±m目*＆2日《∞I：¨

自±女＆±qE}伤害ZI_|8∞I时

$Ⅸ$№m*／镕n观察卡

来《事故报告

作m观察卡

事赦统计

死t

m*I目

I镕￡R

目#*《

Hn病

Ⅻ时目疗教m

^女＆*#

m路车#

”P损*

保女

环境

总数

公司A在大门发现场显跟处设置r“事故红缘灿”(圈A d0)平常亮绿灯．一u发牛书故．会兜红

灯或者赞灯．刘员工和承包阿起警玳作川轻傲。flE录事敞亮苗jt]3个上作口：损失川州·敞 凫}l：

灯5个L作【|，

随j稳濑麟黼麓塞‘：：：=一描鞠魏璺黛嚣粼嚣嚣；薯⋯”
¨●勰祸黑2锔w一
” o徽能嚣怒鬈二一
}●i黜黑‰m— J
l∞麓搿嚣伫?怒=。。。、 驾
}辚罐瓣№#__黔器慧尝譬搿 。：&捌

图^40事故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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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员上通告和竹阜小救经验被洲．通盘}对口发生事敞帅0：爿t，总结防II类似·J}酞的发_

HSSE部门定期计相戈行业发生曲事艘地{r收求整理。经验教圳_}|圭告见出A 28。

表A 28经验教训报告

装m7部门；韩目HHl装M蚜

事故娄《：

信息米m：

¨日l⋯T*w％Ⅲt事№(EGP3A*"w H)

韭』型
××《。月×日××目在☆ #装MT^：I．SFTn。R女牝*K脯纠lE&秆"m∞q5H。j旭M"fm PWt*

"一M高m*T其￡m*口Md J+w*∞目I作自m±$-d目『《“n。n#女"mnⅨ＆％n*lt女}××4

×H×Ij《t，＆#¨m女mn$＆n0AiIⅢ日。

一
塑堕血堑幽堕堡生垒些宣墨墅必

∞n0W§落昧"。 ·a仟何情口1_-*惜柞n尚＆≯m

制性∞＆好的清沽| 作打*∞日能na嘛。

I·m任¨”M F．№％镕ⅡKHⅫn

·＆“*#∞《”、【t【}Ⅻmm“Ⅻ*估潜A∞危险．

·柞nⅫ《$mHT#

·“*自4mn∞t∞11JMm*∞$＆皿¨此#Ⅻw

(ET I#m)&柯am刮危陪。

·＆W甚。女t*、№ⅢⅧ＆自“Ⅲ悱∞女±mn

M“，

·&☆nm到^Ⅷf架外移动，怍n^∞№博侏”∞

屯瞻

清油日惯

·＆Ⅱ"付M F额镕m"＆^m*Js^”☆nⅢmⅡ

消∞g求，

·m任阿情M F．舶探”nm**#∞”n自￡十％*

·作，『¨竹M r向±*^m*m“l『埘目作、【p*．∞确

懈m"Ⅱ当∞n№pF估

·＆ft¨mMT．味《≈镕n日m”*IⅢ“m“M∞

情M。

·“t￡『|j『”MF—m女*n”，『E*”R&女∞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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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3检查、评估和改进

甜№A秉取多种形式并举柏一H梧措施多种肜式整合的{+FI。1’审(H A 11)，计公司的¨ssI·能娜

体系进世和维护-，找到坐多的、虹适宜企业发展的改进机会．"礼利于降低并凳风险榆舟和审泼的

嘭式也插．仙小仅限下：

图A 41管理评审

各删，梳舟-H接后l}il_定的f r动邱l录人A fs乐境di指定的赉{E人咒I甜竹功项阡有々人缸☆验证备

个衍功项的咒川情眦“悚1II硷司HSSF．管理潍系的持续改进。]MS内审跟踪击见丧A 29

表A 29[MS内审跟踪表

*。J*n一*：：m*：：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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