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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辨识在燃气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应用

杨海燕
石嘴山市星泽燃气有限公司�宁夏�石嘴山�753000

摘�要：本文阐述了公司在天然气管道输送、分输站调压、特种设备检修、突发事件的抢险作业等生产环节中存

在的风险因素，为不让风险原因进一步扩展为问题，将从全方位、全过程对生产作业场所重要地区、重点部位、重要

环节和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领域出现的重大安全风险作出了科学鉴别、判断，并明确风险分级，建立了

安全风险控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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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企业的风险识别要突出全员共同负责的原

则，识别范围要涵盖企业全部的生产工艺、设备设施和

作业区域，并全方位分析各生产系统，将通过对隐患排

查整治，不断提升辨识工作。辨识时应充分考虑并分析

“三种时态”和“三种状态”下的对危险有害影响，并

研究危险发生的自然条件以及可能引起的事件或故障模

型。通过识别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危险，并提出具体控制

方法，形成了对安全事故超前性防范的体系。

1��企业安全风险因素辨识

1.1  存在的风险因素
项目施工、运行阶段中所包含的危险性因素，大致

存在于如下几方面：项目的前期设计、试运行、投入使

用；日常输配、日常巡检管理、维护和紧急抢救性；重

大事故和潜在紧急情况的处理；涉及到进入项目工作场

地的人员；天然气输配、分输；企业使用、居民用户使

用；生产作业场地的设备、器材、车辆、人员安全防护

用品；人为因素（包括安全意思不强、违章操作、管理

缺失、教育培训不到位）、生产工艺、装备、技术人员

变动情况等；设备停用、报废、处置；气候、环境等其

他自然灾害等[1]。

1.2  风险因素识别与分析
（1）天然气输气管道的危险因素
天然气泄漏以后引起的火灾爆炸，引起天然气泄漏

的原因很多，对于投运多年的天然气管道，管道腐蚀是

造成天然气泄漏的主要原因。公司天然气管道于2003年
敷设，主要采用埋地敷设。其中，顶管穿越公路、铁路

30处、大开挖穿越公路、铁路10处；河流、沟渠穿越中
采用定向钻穿越1处、顶管穿越10处、加砼配重块穿越5
处。天然气埋地管线因受所处环境的土质类型、杂散输

送电流和干扰电压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对管线

产生各种因素的侵蚀、穿孔，进而造成渗漏。其次，管

道交变应力影响下也会出现疲劳损伤。这种疲劳破坏由

于输气管道的运输，需要通过上游的输送泵、发动机供

给压力能，因供需市场化关系使管路内的气压并非恒定

的，而天然气又在管路内形成了不规则的气压波动，使

得在管子内受到的荷载也在不停地变动，并由此产生了

交变应力。交变应力低于管材屈服极限的情况下，长时

间的运行也会使管道突然发生破坏导致泄漏[2]。管道在

敷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开孔、连接。连接过程中的

焊接工艺不精准，随着管道内部、外部周围不确定原因

所加之的压力承载，这些因素都会使这种不连续缺陷的

部位形成疲劳断裂。疲劳裂缝会慢慢扩大并最后穿过整

个管道墙壁，造成燃气泄露并导致起火或爆裂。（2）
站场生产工艺危险性因素。调压装置老化未及时更换，

出现装置故障失灵；计量装置与管道前后连接处发生泄

漏或是设备受腐蚀而发生泄漏；过滤分离设施系统憋

压；清管装置管道配合过盈量调整不适；阀门、法兰、

垫片等紧固件材料、压力等级选择或使用错误；放散管

与人员较密集地点、或有明火及散发火花的场所安全距

离不能满足要求；站内管道出入地面，管道因环境的改

变，因杂散电流、电化学腐蚀、静电等变化，会导致腐

蚀加剧，造成腐蚀穿孔；站内的电气设备的触电事故、

噪声和电磁辐射等；自动控制系统的误动作，阀门关闭

不及时等引起系统故障；站场内的汇管、阀门、调压器

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噪声；管道输送的天然气主要成份

为甲烷。甲烷本身无毒性，但浓度过高时，使空气中氧

含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电器设备缺陷或导线过载、

电气设备的绝缘老化、电器设备安装或使用不当等；防

雷、防静电设施安装位置不准确、连接方法不正确、年

久失修接触不良，都会造成防雷、防静电设施失灵[3]。

（3）生产作业场所危险因素。动火作业，管道设备切
开作业，设备管道内有残存的天然气，可能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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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受限空间作业，可能引发中毒窒息风险；高处作

业，存在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的风险；吊装管材、设备

时，存在坍塌、挤压风险；临时用电作业，电气隔离防

护措施不到位，存在人员触电风险。（4）人的不安全行
为因素。人的生命活动受到多种因素，包括生产技术水

平、社会安全因素、个人身心精神状态、家庭社会环境

等的综合影响，情况变化复杂多端，存在着比较大的偶

然性[4]。如，未经许可开动、关停阀门；忽视警告标示进

入作业现场；未佩戴安全防护设施登高检修、保养气液

联动阀等。（5）安全制度体系建立不完善。企业在制度
建设过程中，其管理组织机构、安全技术措施及计划未

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5]。其次，企业中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不到位，对巡线、检测、居民安全检查中出现的隐

患项缺乏成套的闭环管理制度；隐患整改无力度，安全

投入受局限；安全培训教育实效低，针对新员工入厂，

转岗、复工人员培训不扎实；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前未

充分掌握并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取得资格证书覆盖面不

全等；安全检查存在问题整改走过场不能认真分析、总

结、整改等。

2��企业安全风险因素评估

公司采用安全检查表（SCL）、工作安全分析步骤
（JSA）、风险矩阵法（LS）。依据重大风险确定原则，
对公司生产过程中通过风险度识别确定的主要风险进行

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其中还涉及事故树分析、风险系

数评价、概率危险评价、故障树分析等方法[6]。公司依据

《自治区企业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实施指南（试行）

和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企业双控体系建设

参考手册的通知》、《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操作规

程，从工程技术、安全管理、个体防护以及应急处置等

四个方面编制风险控制措施。

2.1  风险控制措施及落实
（1）防腐层损伤、阴极保护失效风险防控措施。针

对天然气管道防腐层损伤、阴极保护失效、标志桩偏离

管线等风险，公司委托特检院每年对所敷设的天然气管

道进行长输（油气）管道全面检验、年度检验和监督

检验。检测内容包括外防腐层检测、阴极保护有效性检

测、杂散电流干扰检测等，并分别出具了“压力管道定

期检验报告”[7]。（2）设备、设施失效风险防控措施。
定期对压力容器、防雷防静电设施、安全阀、压力表、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空气呼吸器、便携式检漏仪等需要

定期检测的设备设施进行检测、校验和标定，保证其安

全功能的有效性，场站所内长期不用的设备要悬挂停用

标识。管道采用密闭流程，同时设置进站截断阀，管道

发生破裂可及时切断，防止天然气大量泄漏[8]。以《石

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
T 50493-2019）为基础，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有关单位
对各场站的重要部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时对可

燃气气体报警仪除了采用场站专用电源供能，还采用了

USP电源备用[9]。（3）受限空间管理防控措施。建立特
种作业票审批手续、作业方案审批制度。在用管道焊接

前，应对焊点周围可燃气体的浓度进行测定，并制定防

护措施。作业时要采取电气隔离、工艺分区的措施。进

入阀井、地坑作业前，先检测阀井、地坑内有害气体浓

度，作业前30min，再次对阀井、地坑内有害气体浓度
采样，分析合格后方可进入阀井、地坑。作业时要实施

现场安全监护，每隔15分钟要通过喊话或拉动安全绳与
作业区内工作人员保持联络，若有异常立即停止作业。

（4）人的不安全行为风险防控措施。建立劳动者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

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

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公司应借助大数据新媒体的时

代特色，多推送感召性强、易于理解的安全宣传图文或

视屏，或是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方法，让员工主动投入风

险辨识的工作中，观察岗位现存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将“人人参与风险管理”落到实处。这不仅提高

全员安全意识，更是树立了员工的安全自觉性。加强安

全教育，一是安全培训要将实际操作能力与理论知识同

步，还要将集中培训与班组培训统一管理，避免安全培

训签到化。二是时常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5）安全
管理不完善风险防控措施。公司主要负责人应当清醒认

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铭刻于心，用心用力用安全文化推动公司

安全生产。构建公司“双重预防机制”，依据国家及行

业管理规定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考核机制。各级管理人员要提升安全执行力，协同

公司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和实施工作。带领全体员工制

定符合自己的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中，制定方案、明确

目标、分解任务、完成时限。（6）第三方破坏事故风险
防控措施。制定管线巡检制度，要求对巡检记录、互保

协议、联系（确认）函及时分类存档。第三方施工时要

确认所在区域天然气管线敷设情况做到精准定位，依法

编制燃气管道及设施专项保护方案，方案审批后方可施

工，施工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对天然气管道上

出现占压、圈占等情况，应告知管道保护法规的要求并

劝阻拆除。依托政府力量建立天然气管道保护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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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减少第三方破坏事故发生率。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法律

法规编制公司应急预案报当地应急管理局。针对长输管

道第三方施工可能引发的事故情况，依据应急预案开展

多项或全部应急响应要素的演练活动。

2.2  风险管控措施落实
（1）制定“组织开展风险评价的通知”、“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培训计划”，分阶段、

分批次、分场地组织专项培训，从而推动风险管控工作

的开展。（2）聘请外部专家开展风险评价方法、内容及
应用的宣讲，结合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

制度，不断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

而又用适用于燃气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办法。（3）落实
安全生产经费的投入，加大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基础、

信息化、技术支撑、应急救援和隐患治理等体系的建

设。（4）树牢“两个至上”理念，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
和底线思维，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每个岗位。（5）随
着网络科技日新月异高速发展，智慧燃气平台的建设会

使燃气公司通过大数据互联网对设备设施、人员工作状

态进行智能化的识别、定位，为辨别风险防控隐患提供

保障。

3��安全风险辨识工作的现状

（1）未按照要求由安全管理人员、工程师、安全技
术人员等懂专业、有经验的人员组成辨识小组。存在辨

识方法以偏带全，导致安全风险辨识体系的建立无系统

性和逻辑性。（2）公司风险辨识工作由本岗位工作人员
协同相关管理人员完成，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导致因素

辨识不清或辨识错误。（3）风险辨识停留在纸面上，隐
患治理存活于检查中。（4）辨识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
未认真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更新要点及上级监管部门本时

段的新要求，导致辨识工作与实际生产脱节。（5）未建
立企业自身的安全文化，在双体系建设过程中只有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整治活动、安全

标准化达标，却没有员工的认同感、参与感。

结论

企业是否能高效发展源于安全，保障安全的核心就

是危险源的预防管理和风险管理，公司在安全风险因素

辨识过程中，将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与现场工作

人员的丰富经验相结合。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对作业场

所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

险进行风险因子识别、危险源分析、隐患判别、风险评

价。确定风险等级后，形成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高公

司实际生产中对风险的提前预测及管控，提升全体员工

的风险意识，强化各级管理人员对风险的管控能力，从

而确保安全生产，有效防范遏制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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