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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5日，深圳市安贸危险物品储运公司清水河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15人
死亡，200人受伤，其中重伤25人，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清水河的干杂仓库
被违章改作危险化学品仓库，且大量氧化剂高锰酸钾、过硫酸铵、硝酸铵、硝酸钾等与强还原剂硫
化碱、可燃物樟脑精等混存在仓库内，氧化剂与还原剂接触发生反应放热引起燃烧，导致3000多箱
火柴和总量约210多吨的硝酸铵等着火，后引发爆炸，1小时后着火区又发生第二次强烈爆炸，造成
更大范围的破坏和火灾。

国内事故——事故分析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1997年6月27日晚21时左右，北京东方化工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事故中有9人
死亡，3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17亿元。事故中共烧毁油罐10座，其中1万
立方米原料罐6座，轻重油罐4座，乙烯B罐解体成7块残片飞出，其中最重的一
块为46吨，飞出234米，另一块13吨，飞到厂外840米远的麦田里。

事故分析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1976年，英国卫生与安全委员会首次向英国
卫生与安全监察局提交了建议的重大危险源
标准；1984年颁布了《重大工业事故危险控
制规程》，1999年修订。

 1982年6月，欧共体颁布了《工业活动中
重 大 事 故 危 险 法 令 》 ( 简 称 《 塞 韦 索 法
令》) ；2012年颁布了《塞韦索法令III 》。

国外事故——事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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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劳动部在劳动保护专项措施计划中立项“重大危险源普查监控系统试
点项目”，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成都、青岛六城市成功开展了重
大危险源普查试点工作。 

重大危险源普查技术包括：

§ 重大危险源分类（七大类）
§ 重大危险源普查指标体系（228个指标）
§ 重大危险源数据库软件
§ 重大危险源快速评价方法及分级标准（以死亡半径的大小划

分为四级重大危险源）及其软件。 

重大危险源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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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重大危险源普查情况（1997）

城市
类别

436 408 867 89 43 108 1951

577 363 572 170 43 151 1876

181 1157 475 556 549 115 3033

34 44 20 10 1 42 151

27 62 164 7 41 26 327

275 151 137 69 32 42 706

921 360 374 139 250 142 2186

2451 2545 2609 1040 959 626 10230

压力容器

贮罐区（贮罐）

库区（库）

生产场所

危险建[构]筑物

深圳市 成都市 合  计

合    计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青岛市

压力管道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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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级别

254 208 197 84 35 54 832

238 217 278 130 89 69 1021

246 242 288 204 217 90 1287

1439 1511 1413 563 580 291 5797

2177 2178 2176 981 921 504 8937

深圳市 成都市 合  计

合    计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青岛市

一级危险源

二级危险源

三级危险源

四级危险源

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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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 年底，我国共有危化品
重大危险源21176 个，其中：

          一级重大危险源3458个

          二级重大危险源1664 个

          三级重大危险源7722 个

          四级重大危险源7888 个

         重大危险源分布点多面广，能量
强度大，潜在危险性高，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严重。

一级重大危
险源, 3458

二级重大危
险源, 1664

 三级重大
危险源, 
7722

四级重大危
险源, 7888

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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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总体形势向好

p 仍存重特大事故风险

2021 年全国化工事故总起数、死亡总人数、较大及以上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同比下降，未发生重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起数

首次降至个位数。截至目前，创造有统计记录以来连续 36个月无重特大事故的最长间隔期（2019 年 7 月 20 日-2022 年 8 

月 19 日）。但化工事故总量依然较大，9 起较大事故中，2021年贵州三强兴兴化工贸易有限公司“6·12”中毒事故，造成 9 

人死亡、3 人受伤，险些酿成重大事故；2021年河北沧州鼎睿石油产品有限公司“5·31”火灾事故，社会影响恶劣，国务院

领导高度关注。2022年6月，上海石化、茂名石化、甘肃滨农科技相继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深刻、形势严峻。

可见，化工行业发生重特大事故的风险依然存在，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安全生产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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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管理的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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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
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危险物品，是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
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重大危险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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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本法规定的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的划
分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
责分工，制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　本法规定的生产安全一般事故、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的划
分标准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制
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准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重大危险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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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 根据
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201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公布,
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3年12月4日国务院第32
次常务会议通过,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公布,自2013年12月7日起施行的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十九条：本条例所称重大危险源，是指生产、储存、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
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第三条：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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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版本号 重大危险源定义 单元 临界量 物质

重大危险源 2000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搬
运、使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
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
的单元。

指一个（套）生产装置、设
施或场所，或同属一个工厂
的且边缘距离小于500m的
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
或场所。

指对于某种或某类危
险物质规定的数量，
若单元中的物质数量
等于或超过该数量，
则该单元定为重大危
险源。

危险物质：一种物质
或若干种物质的混合
物，由于它的化学、
物理或毒性特性，使
其具有易导致火灾、
爆炸或中毒的危险。

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2009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使
用或储存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
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
单元。

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
或场所，或同属一个生产经
营单位的且边缘距离小于５
００ｍ的几个（套）生产装
置、设施或场所。

对于某种或某类危险
化学品规定的数量，
若单元中的危险化学
品数量等于或超过该
数量，则该单元定为
重大危险源。

危险化学品：具有易
燃、易爆、有毒、有
害等特性，会对人员、
设施、环境造成伤害
或损害的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 2018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使用、储
存或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
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
单元。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
存装置、设施或场所，分为
生产单元和储存单元。

某种或某类危险化学
品构成重大危险源所
规定的最小数量。

危险化学品：具有毒
害、腐蚀、爆炸、燃
烧、助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
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
或其他化学品。

GB 18218中重大危险源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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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
化学品单位）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评估、登记建档、备案、
核销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城镇燃气、用于国防科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以及港区内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督管理，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是
指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标准辨识确定，生
产、储存、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包括场所和设施）。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令第40号，第79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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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总局令16号）&《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安监总管三〔121〕号）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总局令第44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总局令第3号）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总局令30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文书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

〔2012〕44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3]88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总局令88号,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修订）

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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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个人可接受风险标准和社会可接受风险标准（试行）》安

监总局公告13号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 36894-2018）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 37243-2019）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AQ3013－200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AQ 3035-20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AQ 3036-20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控及事故预警系统建设指南（试行）》（安监总厅管三

〔2016〕110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导则》 (AQ/T 3046-2013)

文件要求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应急器材配备相关规范：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

空气呼吸器选用：《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2002）《呼吸防护-长

管呼吸器》（GB6220-2009）《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GB23394-2009）等。

化学防护服选用：《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求》（GB 24539-2009）、《防护服装 化

学防护服选择、使用和维护》（GB/T24536-2009）、《防护服装 酸碱类化学品防护服》（GB 

24540-2009）、《消防员化学防护服》（XF770-2008）等。

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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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2020.04.01--《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安委〔2020〕3号)

2020.05.08--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方案》的

通知(应急厅〔2020〕23号)

2020.10.23--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一

批）》的通知(应急厅【2020】38号)

2020.10.31--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的通知（应急

〔2020〕84号）

2021.01.04--应急管理部集中回复关于2021年应急预案编制的七个问题

2021.02.07--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

行）》

最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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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0--关于开展化学品储罐区安全风险评估整治工作的通知(应急厅[2021]209号)

2021.09.11--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二次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

的通知（应急厅函〔2021〕210 号）

2021.12.30--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6号）

2021.12.31--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的通知(安委

〔2021〕12号)

2022.02.23--关于印发《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十有两禁”释义》的通知

2022.03.10--《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方案的通知》(应急〔2022〕22 号)

2022.04.06--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的通知(安委〔2022〕7号)

最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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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管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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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企业 公众

政府

企业

政府
怎么监管？

如何防范？
知情、预警和应急？

1.政府监管。对于可能造成公众重大影响的的设施加强监管，对重大危险源的申报登记、选址规划、监察、
安全许可、场外预案等先期管控，为应急救援奠定基础。
2.企业尽责。提高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紧迫性。
3.公众知情。周边公众对危险设施的不知情、不了解往往导致应急响应不及时。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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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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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方面：

“两重点一重大”监管是我国重大事故预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抓“重点监管危险工艺”（18），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Ø 通过抓“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74），来控制危险化学品事故总量；

Ø 通过抓“重大危险源”，来遏制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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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
技术管理：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AQ 3035-2010）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 AQ 3036-2010 ）
……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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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

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有关地方人民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相关信息系

统实现信息共享。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管理和信息共享的规定。

登记建档; 定期检测、评估、监控 ; 制定应急预案; 告知应急措施

33

《安全生产法》(2021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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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危险源信息共享:

根据本条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相关信
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这是本次法律修改新增内容。主要是针对我国一些高
危行业领域经过多年粗放式增长、低水平发展，由于管理体制、监控手段等
原因，相当一部分重大危险源，政府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近些年发生的一
些事故，也反映出通过高新技术加强监管的必要性。《意见》提出，应当构
建国家、省、市、县四级重大危险源信息管理体系，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实行风险预警控制。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通过相
关信息系统整合各方资源，实现重大危险源信息共享。有助于对重大危险源
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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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安全风险管控

 

　　（一）深入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试行）》和《危险

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等相关制度规范，全面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

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结合实际细化排查标准，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化工园区或化

工集中区（以下简称化工园区），组织实施精准化安全风险排查评估，分类建立完善安全风险数

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区分“红、橙、黄、蓝”四级安全风险，突出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和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化工企业，按照“一企一策”、“一园一策”原则，实施最严格的治理整顿。制

定实施方案，深入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三年提升行动。

《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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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全链条安全管理

（四）严格安全准入。各地区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确定化工产业发展定位，建立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和应急管理等部门参与的化

工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调沟通机制。新建化工园区由省级政府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论

证并完善和落实管控措施。涉及“两重点一重大”（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

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由设区的市级以上政府相

关部门联合建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五）加强重点环节安全管控。对现有化工园区全面开展评估和达标认定。对新开发化工

工艺进行安全性审查。2020年年底前实现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化工装置或储运设施自

动化控制系统装备率、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监控率均达到100%。

《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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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基础支撑保障

（十）提高科技与信息化水平。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研究支撑，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相关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研究建立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监管系统，

综合利用电子标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生产、贮存、运输、使用、经营、废弃处

置等各环节进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监控，实现危险化学品来源可循、去向可溯、状态可控，做

到企业、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及应急救援部门之间互联互通。将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息统一纳入

监管执法信息化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取代层层备案。加强化工危险工艺本质安全、大型储罐安

全保障、化工园区安全环保一体化风险防控等技术及装备研发。推进化工园区安全生产信息化智

能化平台建设，实现对园区内企业、重点场所、重大危险源、基础设施实时风险监控预警。加快

建成应急管理部门与辖区内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联网的远程监控系统。

《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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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 根据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
过,2011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公布,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3年12月4日国务院第32次常务会议通过,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公布,
自2013年12月7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
外），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居住区以及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二）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
　　（三）饮用水源、水厂以及水源保护区；
　　（四）车站、码头（依法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除外）、机场以及通信干线、通信枢纽、铁路线路、
道路交通干线、水路交通干线、地铁风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
　　（五）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渔业水域以及种
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基地；
　　（六）河流、湖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七）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设施、区域。
　　已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由所在地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其所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需要转产、停产、
搬迁、关闭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
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选址，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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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

（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

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第二十五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

制度。

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

当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港区内储存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

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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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令第40号，第79号修订）

第一章 总则（6条）

第二章 辨识与评估（5条）

第三章 安全管理（13条）

第四章 监督检查（7条）

第五章 法律责任（5条）

第六章 附则（1条）

2个附件

共六章

   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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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与评估

辨识
1

分级
2

安全评估
3

危化品单位职责：
Ø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进行辨识。

Ø依据附件1《危化品重大危险源分级方法》进行分级。

Ø根据《规定》针对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和毒性气体、爆炸品、液化易

燃气体合并考虑的要求采用定量风险评价QRA 的方法进行安全评

估（GB/T3724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令第40号，第79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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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对本单位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记录辨识过程与

结果。

1.辨识是要求所有相关危险化学品单位进行的，不构成的也要有辨识记录和结果，以便监管

部门核查。

2.重大危险源分级的目的在于按其危险性进行初步排序，便于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估、监

测监控等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也便于各级安全监管部门根据重大危险源级别进行

重点监管。《规定》根据危险程度将重大危险源由高到低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四

个级别。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令第40号，第79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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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辨识必须准确

     同样的物质由于含量不同或性质变化可能存在不同的临界量，如硝

酸铵（含可燃物＞0.2%）、硝酸铵（含可燃物≤0.2%）和硝酸铵基化

肥属于不同的危险类别，因此有不同的临界量。氯化氢属于辨识物质，

而盐酸则不属于。

辨识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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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的完整性

    辨识不仅是确认是否属于重大危险源，更主要是了解和掌握企业中

高危险性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

临界量最小原则
一种危险化学品常具有多种危险性，按临界量小的确定 。    
同一设备或场所重复存储多种危险化学品时，按重大危险源判别计算
公式来确定。

辨识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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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大原则

    危险化学品存量按数量最大的原则确定。

    对于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储罐，危险化学品存量是该危险化学品储罐最大容积所

对应的危险化学品数量。

   对于其他容器、设备或仓储间，危险化学品存量是容器、设备或仓储区存放危

险化学品的实际最大存量与设计最大存量中的较大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文书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2〕
44号）中对此进行规定。
因为实际生产过程中危险品的数量随时在变化，因此不能按生产时的数量来确定。按数量最大的原则
确定可避免分歧。

辨识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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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数量的确定

         对于属于混合物（包括溶液）数量按其整体数量确定，不按混合物中

纯物质的数量确定。

特别注意:

如果由于混合物组分或溶液浓度变化，导致该混合物（包括溶液）的整体危

险性（与纯物质相比）发生重大变化时，则应确定该混合物是否还属于标准

表1或表2中标准辨识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如果属于则按标准规定确定临界

量，如果已不属于则该混合物的数量不予考虑。   

辨识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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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的主要依据；
2.  重大危险源的基本情况；
3.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
4.  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值（仅适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
5.  可能受事故影响的周边场所、人员情况；
6.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的符合性分析；
7.  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技术和监控措施；
8.  事故应急措施；
9.  评估结论与建议。

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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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档案

Ø 辨识、分级记录；
Ø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Ø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Ø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设备一览表；
Ø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Ø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Ø 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Ø 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Ø 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Ø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Ø 其他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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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重大危险源的运行情况、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制定和落实情况；

Ø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分级、安全评估、登记建档、备案情况；

Ø重大危险源的监测监控情况；

Ø重大危险源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检测、检验以及维护保养情况；

Ø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备案、修订和演练情况；

Ø有关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情况；

Ø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情况；

Ø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配备情况；

Ø预防和控制事故措施的落实情况。

重大危险源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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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1-3），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

第二章：包保责任（4-6），将关键要求分解明确到三个层面的安全包保责任人，各负其责。

第三章：管理措施（7-11），在厂区和监测预警系统公示安全包保责任人；建立履职记录，每天向

社会承诺公告风险管控情况。

第四章：监督检查（12-14），应急管理部门    监测预警系统       在线巡查抽查；

                                                 监督检查        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落实情况。

第五章：附则（15-16），有关用语含义，施行时间和有效期。

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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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取得应急管理部门许可的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带储存）企业、使用

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企业），不含无生产实

体的集团公司总部。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明确本企业每一处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责人，从总体管理、技术管理、操作管理三个层面对重大

危险源实行安全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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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安全包保，是指危险化学品企业按照本办法要求，专门为重大危险源

指定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责人，并由其包联保证重大危险源安全

管理措施落实到位的一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由危险化学品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三）重大危险源的技术负责人，应当由危险化学品企业层面技术、生产、

设备等分管负责人或者二级单位（分厂）层面有关负责人担任。

（四）重大危险源的操作负责人，应当由重大危险源生产单元、储存单元所

在车间、单位的现场直接管理人员担任，例如车间主任。

《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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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管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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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危险物质在线量大：超过临界量；

u 危险物质危害性大：物理危险、环境危害、健康危害；

u 工艺情况复杂：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反应条件苛刻、工序繁杂；

u 单元情况复杂：传质/传热/传动、自动化控制、紧急切断、紧急停车等；

u 设备管理难度大：高温、高压、深冷、腐蚀等；物质在线周期长；物料处置

难度大、设备清洗置换程序繁多等；

u 人员安全素质要求高：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

u 管理难度大：人员、设备、电仪、消防、环境等；

   …………

重大危险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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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尔的甲基异氰酸酯（methyl isocyanate，简称MIC）
泄漏事故，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工业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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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最初的人事政策，要求聘请受过高等教育并获
得学位者担任操作员，并为他们提供长达6个月的脱产培训。为了节约成本，
工厂放弃了这一政策，将操作人员的培训时间由6个月减少至15天。

• （2） 原本每个班组有1名班组主管、3名领班、12名操作
工和2名维修工，后来减至1名领班和6名操作工，不再设班组主管。

• （3）

• （4）

• （5） 发生事故的MIC储罐本来有一套冷冻系统，其设计
意图是使MIC的储存温度保持在0℃左右；为了节约成本，工厂停用了该冷
冻系统。

回顾博帕尔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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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博帕尔（Bhopal）MIC储存系统的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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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前，维修人员没有申请作业许可证；
• 没有安装盲板以实现隔离；
• 由于腐蚀，储罐进料管上的阀门发生内部泄漏；

• 过程中，冲洗水经过该阀门进入了MIC储罐；

• 放热反应，储罐内的温度和压力升高；
• 相关的温度和压力仪表未正常工作，控制室内的操作人员没有及时
觉察到储罐工况的异常变化；

• 事故前，储罐内MIC的实际温度约为15～20℃（环境温度）；

• 蒸气量超过洗涤器洗涤能力200倍；

• 火炬系统正处于维修当中，没有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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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建造在城市近郊，离火车站只有1km，
距工厂3km范围内有两家医院。

根据“本质安全”的原
则，宜尽量采用无毒或毒性小的化学品替代毒性大的化学品，
MIC是该工厂生产工艺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在工厂设计阶段，可
以考虑其他工艺路线以避免产生如此毒性的中间产物；当时，已
有两家类似的工厂采用了其他替代的工艺路线，从而成功地避免
了在工艺生产过程中产生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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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本质安全”的原则，在满足工艺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应该尽
量减少工艺系统内危险化学品的存储量。事故工厂有三个MIC储罐，
每个储罐的储存量约为57m3，有专家质疑储存如此大量危险物料的
必要性。

• 按照操作要求，事故储罐中MIC液位不得超过60%（在美国西弗吉
尼亚类似的工厂要求不超过50%），在事故发生时，实际液位是
87%。

• 此外，工艺要求对储罐内的MIC进行冷冻储存，联合碳化的操作手
册也规定，当温度超过11℃时，就应该报警；而在博帕尔工厂，停
掉了冷冻系统之后，报警温度被设定在20℃，实际的操作温度基本
上在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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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按照原来的设计意图，当发生较小泄漏时，

泄漏的气体先经过洗涤器吸收，少量未被洗涤吸收的气体进入火

炬，在进入大气之前被焚烧掉。洗涤器能够处理温度为35℃、流

量为90kg/h的MIC蒸气，在事故发生时，MIC的排放量大约是设

计处理流量的200倍；而且火炬正处于维修状况，与工艺系统分开

了。另一项安全设施是喷淋水系统，在3日凌晨1时，操作人员启

动了喷淋水，但是最高只能喷到离地面15m处，而泄漏的MIC蒸

气达到了离地面50m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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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该工厂，少量的泄漏早已司空见惯，而且

储罐上的压力计早已出现故障，操作人员不再相信它们的结果。事故

发生之初，工厂操作人员忽视了所发生的泄漏，在发现泄漏2h后才拉

响警报。MIC的泄漏持续了约45～60min，在这期间，居住在工厂周

围的许多人，因为眼睛和喉咙受到刺激从睡梦中惊醒，并很快丧失了

生命。

• （6） 工厂的管理层为了节约成本，不惜以牺

牲安全为代价，这是导致一系列不安全条件和不安全行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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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

其下,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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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与技术：科学的安全管理系统；人员具备必要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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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仅就工艺安全而言，可从本次事故吸取以下教训：

• ① 辨别工艺系统可能出现的偏离正常工况的情形，找出相关

的原因与后果，并提出消除或控制危害的改进措施，从而提高系统的安全性能。

• ② 工艺系统的重要安全设施（如本案

例中的冷冻系统和火炬）之所以存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工艺意图，不能随意取

消或绕过它们；如果确实需要这样做，应事先按照变更管理程序的要求，对新的做

法进行必要的危害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落实必要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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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帮助员工和承

包商一起了解工艺系统中存在的危害、相关的控制措施以及工厂的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如作业许可证制度）。

• ④ 在本次灾难性事故发生之前，博帕尔

工厂就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MIC泄漏事故，工人们都有过眼睛不适的经历

（MIC损伤眼睛、肺部和神经系统等）。但是，这些前兆并没有引起工厂管

理层的足够重视。经验表明，后果轻微的事故和未遂事故是重大事故的前兆，

需要重视工厂所发生的哪怕是不起眼的小事故，仔细分析和消除它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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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工艺安全事故后果严重，它不仅仅是伤害几个人而已，有可能严重损

坏工艺系统本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使整个公司倒闭、甚至给周围

公众或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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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5·9”火灾事故（设备腐蚀）

2010年5月9日11时20分左右，某公司炼油事业部储运2号罐区石脑油储罐发生火灾

事故，事故造成1613#罐罐顶掀开，1615#罐罐顶局部开裂，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

伤亡，经济损失为625535元。

 1.直接原因

 1613#油罐铝制浮盘腐蚀穿孔，导致石脑油大量挥发，油气在浮盘与罐顶之间积聚;

罐壁腐蚀产物硫化亚铁发生自燃，引起浮盘与罐顶之间的油气与空气混合物发生爆炸。

2.间接原因

设备防腐和监督检查不到位，2003年至发生事故只做过一次内壁防腐，石脑油罐罐

壁和铝制浮盘两重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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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有限公司“4·21”爆炸事故（设计缺陷）

2015年4月21日6时左右，某公司烯烃厂乙二醇车间T-430塔再沸器的封头法兰处出现泄漏，出现
明火，随即再沸器与上管箱法兰接口处发生闪燃，T-430塔内发生爆炸，塔中部炸裂解体，上部坠落。
事故造成现场1名技术人员轻度受伤，T-430精馏塔中部解体，装置附近部分建构筑物受损。

1.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T-430塔内环氧乙烷发生水解、聚合、裂解链反应，大量放热，导致塔内化学爆炸。同时，再沸器

燃烧对T-430爆炸起到了促进作用。
2.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压力信号传输失真误导操作，导致塔内超压，安全阀启跳，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应急处置失当，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3）现场组织指挥失当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4）隐患排查不认真、风险分析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压力测量仪表设计缺陷，也是事故

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5）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当班人员未将突发情况及时向厂调度和厂领导报告，也是事故发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
（6）压力测量仪表系统存在设计缺陷，T-430压力测量系统DCS、SIS显示仪表设置在同一根导

压管上，不符合行业规范的要求，未及时对T-430仪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隐患排查不彻底、现场检查不认真、操作指挥失误、应急处置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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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2日16时14分，江西九江某石化企业柴油加氢装置原料缓冲罐

（设计压力0.38MPa）发生爆炸着火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轻伤。

事故直接原因是：循环氢压缩机因润滑油压力低而停机后，加氢原料进料

泵随即联锁停泵，但因泵出口未设置紧急切断且单向阀功能失效，加之操

作人员未能第一时间关闭泵出口手阀，反应系统内高压介质（压力

5.7MPa）通过原料泵出入口倒窜入加氢原料缓冲罐，导致缓冲罐超压爆

炸着火。

江西九江某石化企业“3·12” 爆炸着火事故
（老旧装置、安全设施失效、紧急切断装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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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事故装置建成于1990年，其加氢原料进料泵出口当时没有设置紧急切断阀，

在后来多次改造中也没有进行完善，本质安全水平低，埋下安全隐患。二是设

备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未及时对泵出口单向阀进行检查维护，事故后拆检发

现单向阀已失效。三是风险管控不到位，应用HAZOP等分析工具进行风险辨识、

评估和管控的能力不足，对加氢装置高压窜低压的危害认识不足。四是应急处

置不到位。循环氢压缩机润滑油压低报警后，长时间未能排除故障，处理过程

中引起润滑油压力低低联锁停机；循环氢压缩机停机后，未能第一时间关闭加

氢原料进料泵出口手阀，切断高压窜低压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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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某公司“1·14”爆燃事故（工艺变更）

2020年1月14日13时41分许，某公司催化重整装置预加氢进料/产物换热器E202A-F

与预加氢产物/脱水塔进料换热器E204AB间的压力管道（250P2019CS-H）90°弯

头处出现泄漏，发生爆燃，之后管道内漏出的易燃物料猛烈燃烧，并于13时51分和

14时21分再发生两次爆燃。经全力救援，1月14日19时15分明火完全扑灭。该公司

当班121人及周边厂区604人全部安全疏散撤离，事故及救援过程中无人员伤亡。

　1.爆燃直接原因：催化重整装置预加氢反应进料/产物换热器E202A-F与预加氢产

物/脱水塔进料换热器E204AB间的压力管道（250P2019CS-H）90°弯头因腐蚀减

薄破裂（爆裂口约950mm×620mm），内部带压（2.0MPa)的石脑油、氢气混合物

喷出后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因喷出介质与管道摩擦产生静电火花引发爆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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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爆燃加剧及持续原因：附近部分塔器、管道及其他设备设施等在高温火焰持

续烘烤下，不同程度的损毁或破裂，泄漏的可燃物料加剧燃烧和火势蔓延引发

后续两次爆燃。

3.造成压力管道的主要原因是管道超常规腐蚀：

　（1）事故管道持续处于酸性环境，加剧管道腐蚀。X公司未对预加氢高分罐

V202酸性水（含有预加氢反应产生的H2S、HCl、NH3）做连续监控分析，持

续进行酸性水循环利用，导致事故管道中H2S、HCl、NH3等介质浓度不断提

高，加剧了管道腐蚀。

　（2）管道温度超过设计限值，加剧管道腐蚀。事故管道原定操作温度为

150℃、设计温度为170℃，但事发时该管道实际运行温度为180℃左右，超出

了管道设计操作温度。在湿H2S、HCl、NH3复合酸性[3]环境中，管道超温度

运行加剧了管道腐蚀。

珠海某公司“1·14”爆燃事故（工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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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某公司“8•31”  重大爆炸事故（试生产）

2015年8月31日23时18分，山东某公司新建年产2万吨改性型胶粘新材料联

产项目二胺车间混二硝基苯装置在投料试车过程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

13人死亡，2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326万元。

硝化装置殉爆，框架厂房彻底损毁，爆炸中心形成南北14.5m、东西18m、

深3.2m的椭圆状锥形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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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原因
       车间负责人违章指挥，安排操作人员违规向地面排放硝化再分离器内含有混二硝基苯的
物料，混二硝基苯在硫酸、硝酸以及硝酸分解出的二氧化氮等强氧化剂存在的条件下，自高
处排向一楼水泥地面，在冲击力作用下起火燃烧，火焰炙烤附近的硝化机、预洗机等设备，
使其中含有二硝基苯的物料温度升高，引发爆炸，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1）公司安全生产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淡漠，无视国家法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项目建设和试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2）违法建设。该公司在未取得土地、规划、住建、安监、消防、环保等相关部门审批手
续之前，擅自开工建设；在环保、安监、住建等部门依法停止其建设行为后，逃避监管，不
执行停止建设指令，擅自私自开工建设。
（3）违规投料试车。未严格按照《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对事故装置进行
“三查四定”，未组织试车方案审查和安全条件审查，未成立试车管理组织机构，违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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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

    1.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档案

企业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危险化学品辨识流程，在此基础上辨识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品种。以岗位-班组-车间-公司（厂）为流

程，形成各级危险化学品档案。

    2.明确单元界点

准确掌握生产单元、储存单元的划分，深刻理解防火堤、切断阀

的概念，明晰各单元防火堤、切断阀的位置、位号，形成对公司

所有危险化学品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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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20570.18-95 阀门的设置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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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刻理解“设计最大量”

原辨识标准中“最大储量”为储罐的最大容积与生产装置的设

计最大量的较大者，新的标准中辨识依据统一为“设计最大量”。

因此，要特别注意准确把握“设计最大量”，严格控制储罐充装

系数，防止超设计能力生产。另外，要建立储罐、生产装置的设

计最大量清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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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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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度重视辨识标准变化带来的风险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09）3.2规定：单元是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

场所，或同属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且边缘距离小于５００ｍ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实

际辨识过程中，基本按照“同属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且边缘距离小于５００ｍ的几个（套）生产装置、

设施或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中，更加明确了对“单元”的定义，重大危险

源辨识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部分原来是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的企业，现在不再是一、二级重大危险

源，而是成为几个甚至十几个三、四级重大危险源。

在辨识标准发生变化、辨识结果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更好的管控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是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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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设定全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需要配套的
各种考核和激励手段。

一个良好的考核设计要考虑到：
1.以工作结果为导向--不发生事故。
2.以过程考核保障--不仅仅等结果发生。
3.以管理考核为约束--管理者负整体责任。
4.以关联考核为支撑--企业所有部门为一整体，瞄准同一个目标。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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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2000万吨级的石油化工装置；

Ø15万立方的危化品单体储存设施；

Ø50万立方以上的煤气柜；

Ø特高压输变电设备；

Ø5000吨大型水泥生产成套设备。

高势能、高动能、高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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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生产过程日趋规模化、
自动化和复杂化。

n工艺系统更加复杂，易引起联锁反应，事故放大、耦合、衍生的可
能性和严重度增加。

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期，过去长期积累的隐患集中暴露，新的风
险不断涌现.

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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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试行）
设定总分值 1000 分、164项，按照问题隐患情形，分别列出否决项
（每项同时扣 50 分）、扣 20 分项、扣 10 分项和扣 5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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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检查项 否决项（50分） 20分项 10分项 5分项

1 安全基础管理检查 14 4 5 4 1

2 本质安全设计检查 37 13 2 11 11

3 运行操作检查 26 4 2 4 16

4 作业安全检查 8 2 0 3 3

5 设备管理检查 21 2 0 6 13

6 电仪管理检查 28 7 1 8 12

7 消防与应急处置检查 30 2 1 8 19

8 合计 164 34 11 44 7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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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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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基础管理检查

u 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建立运行情况，包保责任人履责情况;

u 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u 重大危险源管理和操作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培训情况。

2.本质安全设计检查

u 检查重大危险源合理选址、外部防护距离满足要求情况，开展正规设计情况;

u 重大危险源区域内平面布局合规情况，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情况；

u 火灾爆炸危险区域安全设施设计情况。

3. 运行操作检查

u 检查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设施运行情况；

u 精细化工生产装置开展反应风险评估情况;
u 重大危险源工艺安全运行情况；

u 可燃、有毒气体的安全泄放及处置情况。

4.作业安全检查

u 检查重大危险源场所特殊作业及常规作业的执行情况;
u 检查承包商的管理情况。

重点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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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管理检查

u 检查重大危险源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执行情况;

u 检查设备设施防腐蚀、防泄漏情况；

u 检查安全附件的选择及使用情况。

6. 电仪管理检查

u 检查重大危险源供电可靠性情况及防爆电器设施的选用情况；

u 检查安全仪表系统的配置及投用情况；

u 检查可燃有毒气体检测器的选择及使用情况；

u 检查重大危险源场所防雷防静电情况及视频监控系统配备情况。

7. 消防与应急处置检查

u 检查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及培训演练情况，检查应急器材的配备情况；

u 检查消防用水、消火栓、泡沫系统配备及运行情况；

u 检查灭火器、火灾报警系统设置及运行情况；

u 检查企业专职消防队、工艺处置队“两支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情况。

重点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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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试行）
设定总分值 1000 分、435 项，按照问题隐患情形，分别列出否决项、
扣 150 分项、扣 50 分项、扣 10 分项和扣 5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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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检查项 否决项 150分项 50分项 10分项 5分项

1 企业选址及总平面布置安全风险评估 56 7 7 14 17 11

2 工艺安全风险评估 26 0 1 8 17 0

3 设备安全风险评估 56 0 4 12 33 7

4 仪表安全风险评估 53 0 2 1 31 19

5 电气安全风险评估 32 0 3 0 7 22

6 消防与应急安全风险评估 61 0 1 17 20 23

7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及责任制评估 36 1 4 3 12 16

8 安全信息管理评估 11 0 0 0 1 10

9 生产运行管理评估 27 0 2 5 7 13

10 作业许可管理评估 6 0 1 0 5 0

11 设备完好性管理评估 28 0 0 2 6 20

12 进料前安全检查管理评估 16 0 0 5 3 8

13 变更管理评估 6 0 0 0 5 1

14 承包商管理评估 6 0 0 0 2 4

15 事故事件管理评估 6 0 0 0 4 2

16 应急响应评估 9 0 0 2 3 4

17 合计 435 8 25 69 173 160

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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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试行）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否决项
2% 150分项

5%

50分项
16%

10分项
40%

5分项
37%

否决项 150分项 50分项 10分项 5分项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企
业
选
址
及
总
平
面
布
置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工
艺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设
备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仪
表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电
气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消
防
与
应
急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安
全
管
理
组
织
机
构
及
责
任
制
评
估

安
全
信
息
管
理
评
估

生
产
运
行
管
理
评
估

作
业
许
可
管
理
评
估

设
备
完
好
性
管
理
评
估

进
料
前
安
全
检
查
管
理
评
估

变
更
管
理
评
估

承
包
商
管
理
评
估

事
故
事
件
管
理
评
估

应
急
响
应
评
估

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试行）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导则

418

安全基
础管理

89
设计与
总图安

全

26

试生产

27

装置运
行76

设备

39

仪表

23

电气

18

消防与
应急

 28

重点危
险化学
品管控

9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序号 1.安全基础管理风险隐患排查表 检查项

1 (一)安全领导能力 19
2 (二)安全生产责任制 4
3 (三)安全教育和岗位操作技能培训 13
4 (四)安全生产信息管理 11
5 (五)安全风险管理 18
6 (六)变更管理 6
7 (七)作业安全管理 6
8 (八)承包商管理 6
9 (九)安全事故事件管理 6
10 合计 89

　 2.设计与总图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设计管理 8
2 (二)总图布局 18
3 合计 26
　 3.试生产安全风险隐患风险排查表 　

1 (一)试生产安全风险隐患风险排查表 27
2 合计 27

　 4 装置运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工艺风险评估 3
2 (二)操作规程与工艺卡片 8
3 (三)工艺技术及工艺装置的安全控制 13
4 (四)工艺运行管理 6
5 (五)现场工艺安全 7
6 (六)开停车管理 6
7 (七)储运系统安全设施 17
8 (八)危险化学品仓储管理 9
9 (九)重大危险源的安全控制 7
10 合计 76
　 5 设备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设备设施管理体系的建立与执行 8
2 (二)设备的预防性维修和检测 11
3 (三)动设备的管理和运行状况 5
4 (四)静设备的管理 7
5 (五)安全附件的管理 6
6 (六)设备拆除和报废 2
7 合计 39
　 6 仪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仪表安全管理 6
2 (二)控制系统设置 3
3 (三)仪表系统设置 9
4 (四)气体检测报警管理 5
5 合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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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电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电气安全管理 2
2 (二)供配电系统设置及电气设备设施 4
3 (三)防雷、防静电设施 8
4 (四)现场安全 4
5 合计 18
　 8 应急与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应急管理 9
2 (二)应急器材和设施 7
3 (三)消防安全 12
4 合计 28
　 9 重点危险化学品特殊管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1 (一)液化烃 17
2 (二)液氨 7
3 (三)液氯 25
4 (四)硝酸铵 10
5 (五)光气 11
6 (六)氯乙烯 14
7 (七)硝化工艺 8
8 合计 9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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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问题数量少——资源投入不足

偏——专业不全面——未对标对表检查

浅——表面问题多——专业力量不足

粗——问题描述不准确——工作不严谨

缺——问题描述不全面——缺乏训练

自查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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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良好的安全生态构建

在每一个成为日常习惯的安全行为之上，任何一个违规的

行为都有可能打破安全环境的平衡，从而造成事故。

立责于心，履责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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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化工安全书店



谢 谢!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