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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市燃气总公司（066000）牛全忠

燃气企业基层班组安全风险等级评价及控制方法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基层单位、班组在开展安全评价时如何确定危险危害因素，对危险危害因素采用简

单易学的评价方法确定风险等级，对高风险因素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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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的意义

 燃气作为一个高危行业，诱发安全事故的因素

很多。因而对各基层单位、班组在从事某项作业前进

行安全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等级，并相对应地采取有

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减少事故

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的定义

安全评价是以实现工程、系统安全为目的，应用

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工程、系统中存在的危

险、有害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判断工程、系统发生

事故和急性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安

全对策建议，从而为工程、系统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班组是企业中基本作业单位，是企业内部最基层

的劳动和管理组织。基层班组“安全风险评价”就是

全面利用基层班组各种基础资料，包括静态的、动态

的各种参数进行处理、分析，找出在不同环境、不同

时期、不同状态下进行施工作业过程中的各种危险因

素，发现重点的危险性因素并确定安全风险等级，针

对找出的各种危险因素，采取工程的、技术的、管理

等方面的措施和手段，达到对危险因素进行消除、改

善或控制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生产事故的

发生，保证员工的人身和公共财产的安全。 

3     开展安全风险等级评价的时机

当任何生产经营活动被鉴定为有安全事故危险

性时，那么从事该活动的单位或班组便应进行评价工

作。安全风险是随时间、作业地点、生产工艺、使用

设备的改变而变化的，因而安全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

的管理过程，这就要求基层班组实施动态的风险评价

与风险控制，即基层班组在从事一项工程或较大的施

工作业时应进行风险评价。一般而言，当出现以下情

况时，应该重新进行风险评价：   

（1）当班组工作任务发生改变时；   

（2）当班组施工工艺发生改变、从事重点工程

（或从事危险高的作业）时；   

（3）当班组施工地点或现状发生改变时；  

（4）当班组组织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

4     安全风险等级评价及控制的实施过程

 安全风险评价主要由以下3个步骤所组成：评价

因素（危害的识别）的确定、评价危害的风险和控制

风险的措施及管理。

4.1  评价因素的确定

 识别危害是安全风险评价的重要部分。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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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找出事故危害的所在，就没法对每个危害的风险

作出评价。评价因素的确定过程也就是危害因素的识

别过程。

对一个班组进行风险评价，主要从两个方面进

行；一是班组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指

标；二是班组各种软、硬条件两方面因素，具体指软

件即静态因素，不随班组生产场所的变化而变化；动

态因素，随班组生产场所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燃气生

产经营单位的实际生产现场情况确定危害因素有以下

几个方面：

4.1.1 安全管理指标

（1）“三违”发生情况 ；

（2）隐患、二次未整改隐患条数；

（3）安全标准化得分； 

（4）非人身事故起数；

（5）人身事故起数。

4.1.2 静态因素

（1）班组组织构成 ；

（2）班组员工素质构成

（3）技术管理； 

（4）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5）现场施工组织管理。

4.1.3 动态因素

（1）危险工序识别；

1）燃气设施停气、降压、带压开孔、封堵及通

气作业；

2）动火作业； 

3）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4）临时用电作业；

5）高处作业；

6）其它危险高的作业。

（2）工作场所环境安全隐患识别 

1）厂房布置情况（与周围安全间距）；

2）异常气象条件（高温、低温、高湿）；

3）噪声、振动（来自设备自身的撞击、转动、

摩擦；来自流体在管线、容器内的流动、撞击和压力

突变产生的噪声）； 

4）关键装置 （重大危险源等）；

5）其它（环境污染等）。

在进行评价前，必须明确被评价对象及其影响范

围，选择恰当评价类型，明确评价内容，找出评价依

据，认真收集被评价对象的技术资料和队伍的管理状

况、人员素质等资料，确定安全评价标准。如果没有

危险性标准，定性和定量将失去意义，也将使评价者

无法判定评价对象的安全性是否符合要求以及改善到

什么程度才算合理。

 危险因素是指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疾病、财产损

失、作业环境破坏或其它损失的根源或状态。只要存

在危险源就有可能构成安全隐患、存在安全风险、导

致生产安全事故，因而，查找危险源是搞好安全风险

评价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评价过程中必须深

入现场实地勘察，不仅要从气象条件、生产条件以及

现有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的设计、安装、工作

状态等技术方面，还要从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程措

施贯彻执行情况和工作人员的安全知识、操作技能、

安全意识、风险辨识能力等方面对存在的可能导致燃

气生产安全事故的危险危害因素进行全面辨识，力求

辨识全面无遗漏。并根据辨识结果编制成评价表，根

据各种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出现频率、危害程度进行

定量化，最后根据得出的部分确定出不同的级别。 

4.2  风险评价方法

为便于基层员工通过简单的培训就能够掌握具体

的评价方法，现介绍2种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工

作危害分析法（JHA）和安全检查表法（SCL）及风

险等级判定的依据。

4.2.1 工作危害分析（JHA）

从作业活动清单中选定一项作业活动，将作业

活动分解为若干个相连的工作步骤，识别每个工作步

骤的潜在危害因素，然后通过风险评价，制定风险等

级，制定控制措施。

第一步：分解工作步骤，把日常的工作分解为几

个主要步骤，即先做什么，其次做什么等等。

第二步：识别每一个步骤的主要危害和后果。识

别思路：谁会受到伤害（人、财产、环境）？伤害的

后果是什么？找出造成伤害的原因。

第三步：识别现有安全控制措施。如果这些控制

措施不足以控制此项风险，应提出建议的控制措施。

4.2.2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

安全检查表分析方法是一种经验的分析方法，是

分析人员针对拟分析的对象列出一些项目，识别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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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工艺设备和操作有关的已知类型的危害，设计缺陷

以及事故隐患，查出各层次的不安全因素，然后确定

检查项目，再以提问的方式把检查项目按系统的组成

顺序编制成表，以便进行检查或评审。

安全检查表的编制程序：（1）确定人员，建立

一个编制小组，其成员包括熟悉系统的各方面人员；

（2）熟悉系统，包括系统的结构功能、工艺流程、

操作条件、布置和已有的安全卫生设施；（3）收集

资料，收集有关安全法律、法规、规程、标准、制度

及本系统过去发生的事故资料，作为编制安全检查表

的依据；（4）判别危险源，按功能或结构将系统划

分为子系统或单元，逐个分析潜在的危险因素；（5）列

入安全检查表，针对危险因素和有关规章制度，以往的

事故教训以及本单位的经验，确定安全检查表的要点

和内容，然后按照一定的要求列出表格。检查项目和

检查标准列出之后，还应列出现有控制措施。

4.2.3 工作危害分析法（JHA）和安全检查表法（SCL）

风险等级判定（见表1、表2、表3）

L值 标准

5
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危险源事件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监测系统），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
类事故或事件

4
危险源事件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也未作过任何监测，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
不当；危险源事件常发生或在预期情况下发生

3
没有保护防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或未严格按操作程序执行，或危险源事件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
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或在异常情况下发生类似事故或事件

2
危险源事件一旦发生较能及时发现，并定期进行监测，或现场有防范控制措施，并能比较有效地执行，或过去偶尔发生危险
事故或事件

1 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极不可能发生事故或事件

S值 严重程度

分类

人员
财产损失

/万元
停工范围 环境 声誉

5 很高后果
3人以上死亡；10人
以下重伤

＞50

分公司停工；或造成1万户以
上，3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止供
气24h以上；高等院校的公共食
堂连续停气24h以上。

重大泄漏，给工作
场所外带来严重的
环境影响，且会导
致直接或潜在的健
康危害

国际影响

4 高后果
1-2人死亡或丧失劳
动能力；3-9人重伤

＞25

部分关键装置停车；造成停气
影响的居民用户数量在1 000以
上10 000户以下，且时间在24h
以上。

重大泄漏，给工作
场所外带来严重影
响

国 内 影 响 ； 政 府 管
制，媒体和公众关注
负面后果

3 中后果
严重伤害；职业相关
疾病

＞10

降低生产负荷； 导致本市一定
区域内燃气设施低压运行，但
未影响用户安全用气的；停气
影响1 000户以下居民，且24h内
无法恢复，或影响1 000户以下
居民采暖2h以上。

泄漏事件受到管理
部门的通报或违反
允许条件

本地区内影响；政府
管制，公众关注负面
后果

2 较低后果 工作受限；轻伤 ＜10 影响不大
事件不会受到管理
部门的通报或违反
允许条件

社区、邻居、合作伙
伴影响

1 低后果
医 疗 处 理 ， 不 需 住
院；短时间身体不适

无损失 无停工
时间影响未超过界
区

企业内部关注；形象
没有受损

表1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判定准则

表2  事件后果的严重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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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R=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事件后果

的严重性（S）

风险共分5个级别：巨大风险、重大风险、中等

风险、可接受风险、轻微或可忽略的风险。R分值越

高，安全风险越大，分值越低，安全风险越小；

4.3  控制风险的措施 

根据评价表中安全风险性高的因素(大于等于12

分),即发生频率大、涉及的作业人员多、造成人员伤

亡的机会大的因素单列出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对

应的改进措施，力争达到消除、改善或控制的目的。

消除、改善或控制措施的费用应当与风险相平衡的原

则，应该对所选择的安全控制措施严格实施以及应

用。达到降低风险的途径有很多种，下面是常用的几

种手段：

（1）消除风险：改变作业工艺、改善施工程序

及工作环境等；（运输道路不平，可进行硬化；燃气

泄漏条件下，采用防爆风机吹散等）。

（2）转移风险：进行投保等；

（3）减少薄弱点：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提高

员工的安全意识。

（4）进行安全监控：及时对发现的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进行整改，及时做出响应（加强现场安检人

员配备等）。

通过对各种安全风险性高的因素针对性采取各种

措施后，将采取的措施再进行评价，直到评价中等风

险以下方可组织施工作业。

风险度 等级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20~25 巨大风险 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业，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估。 立即

15~16 重大风险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建立运行控制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 立即或近期整改

9~12 中等风险 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训及沟通。 一定期限内整改

4~8 可接受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需要定期检查。 有条件、有经费时治理

小于4 轻微或可忽略的风险 无需采取措施，但需要保存记录。

表3  风险等级R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

工程信息

2013年4月25日，2013年山东威海市级重点

工程——液化天然气（LNG）应急气源储备站及

加气站在环翠区张村镇开工建设。工程全部建成

后，总储气能力将达到108万m3，可有效缓解制约

威海市气源供应的瓶颈问题。

该工程由威海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投建，集液化

天然气（LNG）储备、压缩天然气（CNG）加气于一

体，分二期建成，一期工程将兴建6个150m3的储

罐，储气能力达到54万m3，二期工程也将建成同

等规模，总储气能力将达到108万m3，可有效保

障威海市市民用户在气源供应紧张时约30天的用

气需求。截至目前，威海市拥有各类燃气管线1 400

山东威海LNG应急气源储备站及加气站开建

余km，民用户17万余户，工商用户800余家，年供

气能力达到7 000余万m3。

（本刊通讯员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