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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为人所知的化学品已

达500-700万种，年产量已超过4亿吨。我国石油、石化和化工

等产品的年销售额已达1.3万亿元。在众多的化学品中，有相

当一部分是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作为特殊的商品，极大

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其固有的危险性也给人类的生存带

来威胁。如果人们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不善，一旦发生事故

，不仅会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会给社会和环境造

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例如，1991年9月3日，江西贵溪农药厂

一台装有2.4吨98%一甲胺的槽罐车，在运输途中发生泄漏事

故，造成数百人中毒，其中41人死亡（截止93年调查时），

大量牲畜、家禽、水生动植物死亡，受污染区域达23万平方

米；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爆炸事

故，死亡15人，200多人受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亿元

；1997年6月27日，北京东方化工厂油罐区发生特大火灾爆炸

事故，在较短的时间内，整个罐区全部被毁，造成8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多元。这些恶性事故反映了我国依然严峻

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形势。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事关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加强危险化

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2、加强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2.1由危险化学品的固有特性决定的 由

于危险化学品都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或有腐蚀等危

险特性，从它的生产到使用、储存、运输和经营等过程中，



如果控制不当，极易发生事故，如：火灾或爆炸，人员中毒

或伤亡，污染生态环境等。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涉及到的

化学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显著增加，很多危险化学品的易燃易

爆性、反应性和毒性本身就决定了事故的多发性和严重性。

现代化学工业的生产呈现出设备多样化、复杂化以及过程连

接管道化的特点。如果管线破裂或设备毁坏，会有大量易燃

气体或液体瞬间泄放，迅速蒸发形成蒸气云团，与空气混合

达到爆炸下限。云团随风漂移，飞至居民区遇明火爆炸，会

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多数危险化学品对人体有害，由于设

备密封不严，人员操作失误或处理不当等因素，容易发生危

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可直接导致人员急性或慢性中毒甚至死

亡，生态环境也会受到严重污染。 综上可见，由于危险化学

品的固有危险性使我们在利用其益处的同时，也有可能受到

伤害。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避免其

可能带来的对生命、财产、健康及环境的伤害和损失。 2.2满

足我国法律、法规要求的需要 目前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工作有明确法律要求的国家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344号令）、《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定点生产管

理办法》等。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作出规定，“生产

、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

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督管理。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

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

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



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

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国务院曾于1987年颁布了《化学危

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但该条例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2002年1月26日，国务院令第344号颁

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

当前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条

例》共有7章74条，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

存、使用和处置废弃等多个环节，对危险化学品的监管实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这一条例

的颁布与实施，必将推动我国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

。 2.3满足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随着我国加入WTO，生产、经

营、运输、储存、使用和处置废弃等环节的危险化学品管理

应符合第170号国际公约《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要

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1994年12月通过决议，承诺执行

第170号国际公约，并且由原劳工部、化工部联合颁布了《工

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以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对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需要。 同时，随着危险化学品的国际贸

易日趋发展，建立一种国际通行的化学品统一协调系统就显

得日益迫切。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已提出在2006年

底前建立危险化学品“全球协调系统”（GHS）。GHS将有

利于控制和利用危险化学品，保护人类和生态环境。我国已

经加入了WTO，企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在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方面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和做法，使我国危险化学

的管理更进一步地与国际接轨。 3、我国的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形势十分严峻，

与飞速发展的工业水平相比，相应的安全监督与管理则比较



落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恶性事故，如近几年的烟花爆

竹爆炸事故，化学品的火灾、爆炸、泄漏、中毒事故，以及

化学品的环境污染事故，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如1993年1月29日，郑州食品添加剂厂仓库内7吨过氧化苯甲

酰爆炸，死亡27人、伤23人。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混

乱，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同年8月5日，深

圳清水河化学品仓库着火爆炸，死亡15人，伤100多人，直接

经济损失达2亿元。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仓库的设计违规，审批

不严，危险化学品违规存放，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

没有实行严格把关。2000年6月30日，广东省江门市原江门土

出高级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36人当场被炸死，210多人

被炸伤，爆炸的威力同时致附近多间厂房和方圆1公里的建筑

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事故原因最后仍被归结到对危险化

学品的安全管理不严；在烟花爆竹的生产、管理过程中，该

公司违反了国家有关危险物品安全管理规定，以致造成特别

严重的后果。 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不断发生，已经引起我国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围绕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我

国政府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

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规定和方法，这对有效控制和预防危险化

学品的危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2年出台的《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

使用和处置废弃都做了具体规定。此外，鉴于危险化学品运

输潜在风险大、事故多、事故后处理难度大等特点，铁道部

颁布了《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交通部颁布了《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规定》和《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中国民航

总局制定了《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除了法



规标准的建设外，我国在各行业还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如建立了危险化学品的登记注册制度、生产许可证制度

、储存运输管理制度和进出口管理制度等。建立化学事故应

急救援体系是我国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与国际接轨的重

要举措。我国已成立了国家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指挥中心

，在全国8个地市（上海、吉林、沈阳、天津、济南、青岛、

株洲、大连）成立了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抢救中心，初步建立

起了全国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网络，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应急救

援工作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安全

生产法》和《条例》的颁布实施，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已

越来越被重视。针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已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相信我国政府的这项举措必将全面推动

我国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并且有效扭转我国危险化

学品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 4、建议主要采取的措施 当前，

我国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整治攻坚

阶段。结合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一些实践和体会

，笔者认为加强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除了要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法》和《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对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外，还应该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以

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 4.1安全技术措施 通

过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消除或降低作业场所的危害，防止

工人在正常作业时受到危险化学品的侵害。采取的主要措施

包括替代、变更工艺、隔离、通风、个体防护和卫生。 （1

）替代：控制、预防危险化学品危害的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在

原料的选择上，采取替代的做法，即：用无毒、低毒化学品

替代有毒、高毒的化学品，用可燃物替代易燃物等，从而可



有效地减少危险化学品对人体的伤害或引发火灾爆炸的危险

。 （2）变更工艺：由于采用替代措施并不是总能达到生产

工艺的要求，因此必须开发技术革新，选用可将危害减少到

最低程度的工艺，即变更工艺，以消除或降低危险化学品的

危害。 （3）隔离：在生产过程中采取隔离措施，将操作人

员与危险化学品分开，这是控制其危害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最常用的做法，是将生产或使用危险化学品的设备完全封

闭起来，或者设置屏障，拉开作业人员与危险源之间的距离

。 （4）通风：通风措施可以降低作业场所中有害气体、蒸

气、粉尘的浓度，使其浓度低于安全浓度，是保证作业人员

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可以采取机械和自然通风进行空气置

换，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5）个体防护：个体防护是阻止

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人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为确保人身安全和

健康，危险化学品作业人员要正确选择和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 （6）卫生：保持作业场所的清洁。危险化学品作业人员

要注意个人卫生。 4.2组织管理措施 建立危险化学品的组织管

理措施是预防作业场所中化学品危害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

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一般的安全管理措施外，危

险化学品的组织管理措施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危

害识别：防止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危险

化学品进行危害识别。危险化学品危害识别是加强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判断分析危险化学品是否具有火灾

爆炸、有毒有害或腐蚀性等危险特性，是否构成重大危险源

等。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要向当地主管部门如实登记和上报。 

（2）实行“一书一签”制度：一书即安全技术说明书，它是

一份详细介绍危险化学品的燃爆、毒性和环境危害等信息的



综合文件。安全技术说明书是企业进行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

的重要内容，是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依据。

一签即安全标签，它是用易于理解的文字、图形表述危险化

学品的危险特性及其安全注意事项，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3）安全储存与运输：危险化学品储存是化学品流通过程中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事故。危险化

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与储存数量等必须按照国家标准严格

执行。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危险性较大，必须采取有力的安全

管理手段和适当的防范措施，严格执行关于危险化学品运输

的管理法规和标准。 （4）废弃物处理：必须严格控制向环

境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处理废弃的危险化学品，应该依照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销毁、处理

有燃烧、爆炸、有毒和其他危险性的废弃化学物品，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5）安全教育：安全教育是企业安全

管理的重要内容。许多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作业

人员缺乏安全知识，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章制度等

造成的。因此，消除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必须从加强危险

化学品的安全教育做起。 （6）健康监护：健全的健康监护

措施是确保危险化学品作业人员安全健康的关键。对接触危

险化学品的操作人员，要进行上岗前体检及定期体检，建立

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对作业人员安排医务监督。对作业人员

接触危险化学品的情况要进行监测并做好记录备案。 （7）

应急救援措施：应急救援工作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本

内容。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危险化学品的直接操作者，事故几

率大，潜在危害严重。为了保证企业安全生产的正常运行，

企业必须结合生产实际，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成立事故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并定期组织职工进行预案的

演练，提高员工的防灾、消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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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