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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打Х）（每题2分） 1、本质安全是指设备、设施或技

术工艺含有内在的能够从根本上防止发生事故的功能。本质

安全是安全生产管理预防为主的根本体现，也是安全生产管

理的最高境界。（ ） 2、安全生产管理原理与原则（ ） （1

）系统原理；（2）人本原理；（3）预防原理；（4）强制原

理 3、《安全生产法》在总结我国安全生产管理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规定为我国安全生产工

作的基本方针。（ ） 4、建设项目“三同时”是指生产性基

本建设项目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以确保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后，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

生标准，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 ） 5、

概率风险评价法是根据事故的基本致因因素的事故发生概率

，应用数理统计中的概率分析方法，求取事故基本致因因素

的关联度(或重要度)或整个评价系统的事故发生概率的安全

评价方法。故障类型及影响分析、事故树分析、逻辑树分析

、概率理论分析、马尔可夫模型分析、模糊矩阵法、统计图

表分析法等都可以由基本致因因素的事故发生概率计算整个

评价系统的事故发生概率。（ ） 6、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

是根据事故的数学模型，应用计算数方法，求取事故对人员

的伤害范围或对物体的破坏范围的安全评价方法。液体泄漏

模型、 气体泄漏模型、气体绝热扩散模型、池火火焰与辐射



强度评价模型、火球爆炸伤害模型、爆炸冲击波超压伤害模

型、蒸气云爆炸超压破坏模型、毒物泄漏扩散模型和锅炉爆

炸伤害TNT当量法都属于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 ） 7、

危险指数评价法是危险指数评价法应用系统的事故危险指数

模型，根据系统及其物质、设备(设施)和工艺的基本性质和

状态，采用推算的办法，逐步给出事故的可能损失、引起事

故发生或使事故扩大的设备、事故的危险性以及采取安全措

施的有效性的安全评价方法。常用的危险指数评价法有：道

化学公司火灾爆炸危险指数评价法，蒙德火灾爆炸毒性指数

评价法，易燃、易爆、有毒重大危险源评价法。（ ） 8、ICI

蒙德法是美国的K．J．格雷厄姆 (Keneth J．Graham) 和G．F

．金尼 (Gilbert F．Kinney)研究了人们在具有潜在危险环境中

作业的危险性，提出了以所评价的环境与某些作为参考环境

的对比为基础，将作业条件的危险性作为因变量(D)，事故或

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E)及危险

严重程度(C)作为自变量，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函数式。根据实

际经验他们给出了3个自变量的各种不同情况的分数值，采取

对所评价的对象根据情况进行“打分”的办法，然后根据公

式计算出其危险性分数值，再在按经验将危险性分数值划分

的危险程度等级表或图上，查出其危险程度的一种评价方法

。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价作业条件危险性的方法。（ ） 9

、6种伤害模型，它们分别是：凝聚相含能材料爆炸；蒸气云

爆炸；沸腾液体扩展为蒸气云爆炸；池火灾；固体和粉尘火

灾；室内火灾。（ ） 10、根据泄漏物状态（液化气、液化液

、冷冻液化气、冷冻液化液、液体和贮罐压力、泄漏的方式

（爆炸型的瞬时泄漏、持续10min以上的连续泄漏）建立9种



毒物扩散伤害模型，这9种模型分别是：源抬升模型；气体泄

放速度模型；液体泄放速度模型；高斯烟羽模型；烟团模型

；烟团积分模型；闪蒸模型；绝热扩散模型和重气扩散模型

。（ ） 11、计算机监控预警系统（ ） 重大危险源对象大多

数时间运行在安全状况下。监控预警系统的目的主要是监视

其正常情况下危险源对象的运行情况及状态，并对其实时和

历史趋势作一个整体评判，对系统的下一时刻做出一种超前

（或提前）的预警行为。因而在正常工况下和非正常工况下

应该有对危险源对象及参数的记录显示、报表等功能。 12、

应急预案危险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明确应急的对象(存在哪些

可能的重大事故)、事故的性质及其影响范围、后果严重程度

等，为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减灾措施提供决策和指导依据

。危险分析包括危险识别、脆弱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危险分

析应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城市的具体

情况来进行。危险分析的结果应能提供：（ ） （1）地理、

人文(包括人口分布)、地质、气象等信息； （2）城市功能布

局(包括重要保护目标)及交通情况； （3）重大危险源分布情

况及主要危险物质种类、数量及理化、消防等特性； （4）

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种类及对周边的后果分析； （5）特定

的时段(例如，人群高峰时间、度假季节、大型活动)； （6）

可能影响应急救援的不利因素。 13、职业病危害因素按其来

源可概括为三类：（ ） （1）与生产过程有关的职业性危害

因素：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原材料、工业毒物、粉尘、噪声、

振动、高温、辐射、传染性因素等。 （2）与劳动过程有关

的职业性危害因素：劳动制度与劳动组织不合理均可造成对

劳动者健康的损害。 （3）与作业环境有关职业性危害因素



：指不良气象条件、厂房狭小、车间位置不合理、照明不良

等。 14、由于机器转动、气体排放、工件撞击与摩擦等所产

生的噪声，称为生产性噪音或工业噪声。分为三类：空气动

力噪声、机械性噪声、电磁性噪声。（ ） 15、生产性噪声对

人体的危害首先是对听觉器官的损害，我国已将噪声聋列为

职业病。噪声还可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及全身其他器官

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