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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

桂Ǔ巍
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Ǔ上海Ǔ202150

摘Ȟ要：船舶修造过程涉及众多高风险作业环节，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船舶修造过程

中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策略，包括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与意识提升、完善安全防护设施与应急响应机制、强化监

管与检测确保工作环境符合健康标准以及建立职业病防治体系等。这些策略的实施有助于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员工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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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舶修造行业概述

1.1  船舶修造行业特点
船舶修造行业是指制造和修理各种船舶的行业，它

属于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个行业具有几

个显著特点；第一、高度专业化：船舶制造和修理需

要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涵盖船舶设计、船体结构、

机械设备、电气系统等多个领域。船舶制造企业通常组

织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和工程师，以确保船舶的设计和建

造符合国际和行业标准。第二、大规模项目：船舶制造

和修理是大规模的项目，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

源。建造一艘船舶需要进行复杂的工程设计、材料采

购、制造加工、测试调试等多个环节，项目周期较长。

第三、高度依赖国际贸易：船舶制造和修理的需求主要

来自于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全球贸易和跨境物流的增长

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船舶制造企业通常

与国际船东、航运公司等合作，接受订单并按照客户要

求进行船舶建造和修理。第四、技术创新和环保要求：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增强，船舶制造和修理行

业面临不断增长的技术创新和环保要求。企业需要不断研

发新技术和材料，以提高船舶的燃油效率、减少排放和环

境影响。第五、国际竞争和地区分工：船舶制造和修理行

业是一个全球竞争激烈的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

的船舶制造企业和特长，形成了一定的地区分工。

1.2  主要生产工艺
船舶修造行业的主要生产工艺包括船体工程、舾装

工程和涂装工程，采用“壳舾涂一体化”的现代化造船

模式。船体工程：将钢材（板材和型材）加工制作船体

构件，再将它们装配焊接成中间产品（部件、分段、组

装），然后吊运至船台（或船坞）总装成整个船体的工

艺过程。这包括钢材预处理、构件边缘加工、构件成形

加工、船体装配与焊接等步骤[1]。舾装工程：在船体主要

结构造完后，进行的机械、电器、电子设备的安装。这

包括预舾装、单元组装、模块装配等多个阶段。涂装工

程：主要对船体进行表面处理和涂装，以保护船体免受

腐蚀和污损。涂装工程包括喷砂表面处理、喷漆、补刷

漆等步骤。

1.3  职业危害因素
船舶修造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生产过程中存

在多种职业危害因素：焊接作业会产生大量的电焊烟

尘、有毒气体（如臭氧、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氟化氢

等）、电弧光辐射、高频电磁场和高温等。长期接触这

些危害因素，可能引发焊工尘肺、慢性中毒等疾病。油

漆作业中使用的油漆含有甲醛、苯、TVOC等有害物质。
长期吸入这些物质可能引发鼻咽癌、喉头癌等严重疾

病，并对造血功能、中枢神经系统等产生损害。船舶修

造过程中还涉及高空作业、起重作业、磨削作业等多种

危险作业方式，同时使用油漆、乙炔、工业用液化气等

众多有毒、易燃易爆危险品。这些作业方式和使用物品

都可能对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

2��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危害与主要危险因素

2.1  暴露作业与有害物质污染
船舶修造过程中，从业人员经常暴露于各种有害物

质中，这是职业危害的重要来源。首先，油漆作业中的

甲醛、苯、TVOC等有害物质对人体具有长期性、潜伏
性和隐蔽性的危害。长期吸入这些物质可引发鼻咽癌、

喉头癌等严重疾病，还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和造血系

统。其次，焊接作业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如臭

氧、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氟化氢等，长期吸入可引起

焊工尘肺、慢性中毒等。另外，船舶修造过程中还涉及

使用乙炔、工业用液化气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增加了火

灾和爆炸的风险。

2.2  高处作业与机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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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修造过程中高处作业频繁，如管件安装、船体

涂装和焊接等工序经常需要在高处进行。这些作业存在

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的危险。高处坠落的原因主要包括

作业设备的不安全状态、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以及安

全管理上的缺陷。例如，脚手架、梯子等登高设备不稳

固，安全防护设施不完善，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等都

可能导致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事故也时有发生，如吊装

作业中吊索具、吊钩等设备损坏，作业现场杂物堆放不

规范等都可能引发物体打击，机械设备使用较多，操作

不当或防护装置缺失也可能导致机械伤害。

2.3  电焊、电器设备操作中的触电风险
电焊作业和电器设备操作是船舶修造过程中触电风

险的主要来源。一方面，电焊作业中需要使用高电压和

高电流的设备，如果设备老化、损坏或操作不当，很

容易引发触电事故。另一方面，船舶修造过程中电气设

备使用频繁，如非专业人员操作电气设备、电气设备老

化、损坏以及潮湿、高温等恶劣环境都可能增加触电的

风险。

2.4  人为因素与物的因素
人为因素和物的因素在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危害

和危险因素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为因素包括基本的不穿

工作服和防滑鞋、在高处打闹嬉戏、不遵守规定进行一

系列的危险行为等。这些不安全行为不仅可能导致个人

受伤，还可能对他人造成威胁[2]。物的因素则包括安全

设备不到位或出现问题，安全管理不合理等。例如，安

全防护栏破损、安全带强度不够、脚手架搭建不稳固等

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作业环境中的振动、噪声、废

气、尘埃等也会对从业人员的健康造成危害。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在船舶修造中的应用

3.1  辨识危险源、制定控制计划、定期检查评估等核
心环节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

在船舶修造这一高风险行业中，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OHSMS）的深入应用显得尤为关键。其核心环
节之一，便是对于危险源的全面辨识与有效控制。这要

求企业不仅要在生产过程中，细致地识别出所有可能存

在的物理性危险（如高空坠落、机械伤害）、化学性危

险（如焊接烟尘、油漆中的有害物质）、生物性危险

（如工作环境中的微生物污染）、心理性危险（如工作

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人机工程学方面的危险

（如长时间重复动作导致的肌肉骨骼疾病），还要针对

这些危险源，制定出一系列科学、合理且具体的控制计

划。这些计划应涵盖预防措施、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响应

流程、个人防护装备的配置与使用指导等多个方面，以

确保员工在面临各种危险时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还强调了对控制措施的定期检查与评

估，企业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检查机制，通过定期的安

全巡查、职业健康监测以及管理评审，对各项控制措施

的执行情况、效果以及潜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检查与

评估。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能

为体系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确保企业能够

始终保持较高的安全管理水平。

3.2  船舶修造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
构建船舶修造企业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一

项复杂而细致的系统工程。企业需要在组织结构上进行

优化，成立专门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委员会或指定责任

人，负责体系的策划、实施、监督与改进。这些委员会

或责任人应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能够全面把

握企业的安全管理需求，确保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企业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国际标准（如ISO 45001）及
行业规范，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这些制度与规程应涵

盖安全生产的各个方面，从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到设备

的维护保养，从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到应急响应机制的

建立，都应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加强员工的安全

教育培训也是构建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企业应定期组织员工参加安全培训，提升他们的安全意

识和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培训，使员工能够充分了解岗

位安全操作规程、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紧

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技能，从而在日常工作中做到防患

于未然。企业还需通过内部审核与外部认证的方式，对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内部审核可

以帮助企业发现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持续

改进提供依据；而外部认证则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安

全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3.3  建立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责任制
在船舶修造企业中，建立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责任

制是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这一制度要求从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每个层级、每

个岗位都明确其安全职责与风险防控责任。高层管理者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应负责制定安全战略、提

供资源支持并监督体系运行。他们应具备高度的安全意

识和管理能力，能够全面把握企业的安全管理需求和发

展方向，确保各项安全措施得到有效落实[3]。中层管理者

则负责具体安全措施的落实与协调。他们应根据高层管

理者的决策和指示，制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和计划，并

协调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合作与配合，确保各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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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他们还应定期对安全措施的执

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一线员

工则直接参与安全操作，执行安全规程，并有权报告安

全隐患。他们是企业安全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

应具备高度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在日常工作中，他

们应严格遵守安全规程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个人防护

装备和工具设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他们还应积

极发现并报告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为企业的安全管理

提供有力的支持。

4��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策略

4.1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与意识提升
在船舶修造过程中，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与意识提升

是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的首要策略。这一策略强调

通过系统性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全体员工对安

全生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企业需定期组织新员工入职

安全培训、定期复训以及专项技能培训，确保员工掌握

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岗位安全规程、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使用、紧急情况下

的自救与互救技能等。通过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日活动

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激发员工主动参与

安全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全面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

4.2  完善安全防护设施与应急响应机制
完善安全防护设施与应急响应机制是船舶修造过程

中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企业应根据作

业特点和潜在风险，合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如高空作

业平台的安全护栏、焊接作业区的通风除尘设备等，确

保员工在作业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保护。建立完善的应急

响应机制，包括制定应急预案、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定

期进行应急演练等，以提高企业在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能

力。应急响应机制应覆盖火灾、爆炸、中毒、高空坠落等

各类事故，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预案，有效控

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3  强化监管与检测，确保工作环境符合健康标准
强化监管与检测，确保工作环境符合健康标准是船

舶修造过程中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的核心策略之

一。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监管体系，明确各级安全管

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对作业现场的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并纠正违章行为。同时定期对作业环境进行职业

危害因素检测，如噪声、振动、有害气体浓度等，确保

工作环境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4]。对于检测结果超

标的区域，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直至达到健康标

准，鼓励员工参与安全监督，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形成

全员参与、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4.4  建立职业病防治体系，保障员工健康
建立职业病防治体系是船舶修造过程中职业健康与

安全风险管理的长期任务。企业应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要

求，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制度，明确职业病危害的种

类、来源、危害程度及可能产生的健康影响。通过定期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员工可能存在的职业病隐

患，并给予必要的治疗和康复措施。加强职业危害因素

的源头控制，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使用低毒或无毒材

料、优化作业流程等方式，降低职业病发病率。建立健

全的职业病防治档案，记录员工的职业健康状况和职业

病防治情况，为员工的健康权益提供有力保障。通过这

一系列措施的实施，确保员工在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

健康与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船舶修造过程中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

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企业从多个方面入手，全

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通过实施上述策略，企业不仅能够

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还能为员工创造一

个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管理的持续创新，船舶修造

行业的职业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将迈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1]齐延涛.船舶建造项目建造过程的安全风险识别与
控制[J].船舶物资与市场,2022(002):030.

[2]俞司思.船舶生产过程中的建造管理策略过程探究
[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23(1):0061-0063.

[3]徐鹏辉.船舶生产建造管理的优化路径[J].船舶物资
与市场,2021,(01):111-112.

[4]边召才.基于造船工艺流程的前导式安全管理研究
[J].船舶物资与市场,2023,31(11):98-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