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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事故隐患，牢固安全防范

王� 红*

西安电子工程研究所，陕西� 710100

摘� 要：测试试验是科研生产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微波射频试验场的安全问题对我部门至关重要。本文通

过对现有条件的梳理改进，简要分析了我部门射频试验场存在的共性安全隐患，提出了“从制度建设出发、消隐患筑

安防”的安全指导思想，形成加强科研试验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治理、事故预防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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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这是����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切实强化“安全生产是武器装备研制的生命

线”和“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结合我部门近期发生的隐患问题，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增强

全员安全风险防范和风险辨识能力，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二、隐患是事故的源泉，防患时刻牢记

我部门所辖天线、微波测试场多，所覆盖的专业领域多，拥有诸多天线测试场、综合射频测试场、微波器件调试

等测试实验室。其中，天线测试场承担着我所各类天线系统电气性能的测试任务，其技术状态变化大，测试流程复

杂。由于测试人员少、场地分散、测试复杂度提高、测试任务繁重，使得试验场的安全管理难度加大���。

近期综合射频测试场发生吸波材料“阴燃”问题，虽然现场测试人员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却

对测试场的安全敲响警钟。在此安全隐患暴露后，我部门立即采取措施，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剖析其事故形成的原

因，在未查明事故原因之前，禁止进行此类试验，防止问题再次发生。

这次安全问题的暴露，促使我部门加强了对如何做好试验场的安全管理的思考，研究探索试验场安全管理的对

策，保证试验场安全而稳定地运行，尽可能地减少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现状分析

首先分析安全管理的现状，检查近年来的安全生产文件记录，梳理安全隐患。

近三年安全生产自查情况如表�所示。

表1� 2017-2019安全生产基础要素自查汇总表

序号 安全生产自查 ���� ���� ����

� 依据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按时开展工作并能及时填报安全工作手册 √ √ √

� 能遵守工艺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无“三违”行为 √ √ √

� 能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具 √ √ √

� 工作现场符合精益要求，安全通道无堵塞 √ √ √

� 动力、照明试验用电符合安全规范 √ √ √

� 使用的设备工作正常无带病运行的设备 √ √ √

近三年安全生产排查情况如表�所示。

表2� 2017-2019安全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汇总

序号 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整改措施 持续跟踪

�
存在消防栓被遮挡、消防栓未按时检查、灭火器到期等

现象
挪开遮挡物、更换到期灭火器、消防栓每月检查一次 已及时整改

� ��暗室一处吸波材料消防应急灯不亮 联系相关部门更换消防应急灯 已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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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整改措施 持续跟踪

� 空调间纸盒子堆放扎乱，不符合安全要求 清理纸盒子消除防火隐患 已及时整改

� 实验台下班后红色电源旋钮未关闭 进行现场教育，规范试验现场检查 已及时整改

� 仪表电源线接线杂乱 进行现场教育，规范试验现场检查 已及时整改

� 酒精瓶未盖瓶盖乱放 进行现场教育，规范试验现场检查 已及时整改

通过表�可以看出，我部门安全自查工作能做到全要素、满周期检查。由表�可以看到，在我部门的安全排查中发

现了较多问题，虽能做到即时响应，及时整改，但问题较多，需在管理上引起重视。

我部门各试验场规章制度齐全，需进一步完善。试验场“两多一散”管理难度大，在安全防线方面，存在不安全

因素和隐患���。在“隐患即事故”的新常态下，还是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试验场中除了对于防火、严禁

吸烟、用电安全警示标识外，并没有对专业性较强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讨论，设立安全标识。

（二）原因分析

“隐患是事故的源泉”，安全管理体系及安全防线建设不能有半点松懈。结合近年来部门内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

逐类的原因分析。

���人员安全

这类事故多发生在高速旋转或冲击运动的机械实验、带电作业的电气实验、高低温实验或下楼踩空等，造成事故

的主要原因是操作不当或缺少防护。例如：��项目进度紧，设计师在加班时，不小心踩空，导致右脚骨折。造成事

故的主要原因是设计师在下楼梯时思想走神，还在想设计方案。

���防火用电安全

造成这类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试验场用电不当，供电线路老化、超负荷运行导致线路发热引发火灾；或者由于高

压电器设备发生电弧、静电放电产生火花引发火灾；或是操作人员用电不慎、操作不当引起电气火灾。例如：综合射

频测试场发生的吸波材料“阴燃、烧焦”事故。

事故经过如下：����年�月��日下午，��项目开始进行发射指向试验，测试持续到晚上�����左右，在整理试验现

场时，试验人员闻到轻微的焦皮味。随即进行了检查，排查电缆、电源开关、供电电路等电气设备，现场怀疑是因为

大功率工作时电缆负荷较大引起的气味，但检查后未发现明显异常���。次日早����在进行试验前准备工作时，场操作

人员再次闻到焦糊味，经详细检查，发现阵面下，正前方�米左右处，一块吸波材料表面温度偏高，仔细观察发现有

疑似烟雾。操作人员立即将此块吸波材料拖出暗室，在拖得过程中材料裂开并有明显的烟雾产生，但无明火。

（�）事故原因分析

�）该暗室吸波材料阻燃性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最大耐受功率为：��.:�P�。

�）该项目的平均功率远大于吸波材料最大耐受功率。

�）初步认定大功率测试时出现波束异常，导致附近吸波材料热量聚焦，形成阴燃、烧焦。

（�）针对此次事故制定并实施的对策

�）技术人员对微波测试场、测试设备及测试天线情况进行充分危险因素辨识。

�）针对大功率测试项目，必须提前规划，核对测试内容、科目和指标。

�）严格把控功率输出模式，禁止在吸波材料上做功率密度超过安全标准的实验；严禁�分钟以上的大功率连续

照射。

（三）试验场安全管理对策

我部门对所辖试验场微波暗室的操作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组织开展试验场安全排查，对试验设备功率参数、吸

波材料是否有损坏、消防设备设施是否有效、电气设备设施是否安全可靠等进行深入细致检查，并制定了统一的安全

管理措施。

���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明确管理责任

（�）坚持“业务谁主管、安全谁负责”的“一岗双责”原则，基层单位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落实安全责任目标，将其层层分解，并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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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班组、班组与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试验场的运行离不开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专业的安全管理制度是有效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举

措。针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生产需求，结合微波暗室的特殊性以及试验场的实际情况，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对安全工作

手册和安全标识进行更新。

���树立安全意识，践行安全操作行为

试验场安全关系人员和设备安全，培养员工主动学习知识，形成正确按规章操作的行为和良好的安全意识对预防

试验场安全事故的发生尤其重要。微波试验场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安全防护包括防火、防爆、放电。在实验过程中要

规范使用仪器仪表、电力等各项关系试验场安全的设施设备���。因此对每个操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安全教育、操作

规则与技能培训，考核达标持证上岗。每半年进行一次安全知识培训，让大家知安全、懂安全，进行安全操作，明白

各自岗位出现安全事故的处理方式。

���落实安全监督

安全监督是保证安全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措施，监督能有效起到持续践行安全制度，时刻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对

潜在的安全问题起到及时发现、及时预防，对各试验场的安全环境起到有效的改进和维护作用���。我部门各试验场都

设有安全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对实验前、实验后进行安全检查，填写检查记录，并要求现场其他操作人员互相之间进

行安全监督。

���做好安全事故预防措施

安全事故预防为主，不出现安全问题才是我们安全生产的最终目标，因此要做好安全事故的预防措施。我部门各

试验场、实验区按要求配置相应的实验防护器材，明确各安全标示的意义，定期组织实践演练，规范安全操作。另

外，人员安全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赶项目进度的同时要考虑人员安全，不要安排单人加班，预防疲劳工作���。要

注意各安全环节的监督检查，针对每项实验从开始到结束进行有效的安全事故预防，从而保证操作人员和国家财产的

安全。

三、结束语

以科研生产试验安全管理为主线，我部门建立一套以人员安全、设备安全、保密安全、防火安全、用电安全等试

验场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生产风险防控能力，对试验场的安全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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