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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85_E9_9A_90_E6_c62_544086.htm 一、比较 （1）、相

同之处 1．都是在人们的行动（如生产或社会活动）过程中

的不安全行为。 2．都涉及到人、物和系统环境。 3．都对人

们的行动（如生产或社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

）、不同之处： 1．事故是在行动（如生产或社会活动）的

动态过程中发生的，事故隐患是在行动（如生产或社会活动

）的静态过程中积聚和发展的。 2．事故的发生是在潜在能

量激发的结果，事故隐患的存在和积累其潜在能量尚未激发

或还未形成激发状态。 3．事故已导致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的财物经济损失或人员伤害，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或巨大

的破坏力；而事故隐患则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损失、伤害和破

坏性。 4．事故具有突然性和偶然性的特点，一旦构成事故

发生的条件，其速度极快，不易阻止，后果亦难以预料；事

故隐患具有隐蔽性，不构成条件（即激发潜能）不会酿成事

故，而且有可发现性，采取有效措施能暂时控制以至消除事

故条件的形成。 由此可见，及早地对事故隐患加以超前性的

诊断或辨识，然后进行针对性治理，予以消除。或者采取预

防对策措施，遏制其向事故方面的转化，对维持人们的正常

的行动（如生产或社会活动），就显得具有特殊的实际意义

，这对我们从事风险施工较大的建筑行业而言，是犹为重要

的。 二、如何诊断或辨识事故隐患？ 怎样对事故隐患进行诊

断或辨识？通常是采用"界定"的办法来予以诊断或辨识事故

隐患。 1．界定的含义。所谓界定，系为界线的判定，确定



或认定。在日常的生产过程或社会活动中，由于人的因素（

例如管理能力、制度执行、操作技能、心理状态、知识水平

、生理作用等），物的变化（例如设备及电器老化、锈蚀，

安全防护设施的拆除、位移和与施工进度的不衔接），以及

环境的影响（例如污染、风蚀、暴晒等），会产生各种各样

的问题、缺陷、故障、苗头、隐患等个安全因素，如果不发

现、不查找、个消除，会打扰和影响生产过程或社会活动的

正常进行。这些不安全因素有的是疵点、缺点，只要检查发

现后进行消缺处理，便解决问题，不会生成激发潜能（例如

动能、势能、化学能、热能等）的条件；有的则具有生成激

发潜能的条件，便形成事故隐患，不进行整治或不采取有效

安全措施，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因此，通过"界定"具不具备

生成激发潜能的条件，便能诊断或辨识是不是存在事故隐患

。 2．怎样通过界定来诊断或辨识事故隐患 （1）事故隐患界

定的原则，是看众多的问题、缺陷、故障、苗子、隐患等不

安全因素中，有否可能蕴藏着激发潜能突然释放而发生与人

的意志相反或客观规律相违背，会迫使生产和行动暂时地或

永久地停止的事故条件。即是否有隐藏或潜伏在内部的祸患

。危机或危险事件。 问题、缺陷、故障、苗子都是外露性的

，有现象表现出来；事故隐患则是内涵性的，要透过现象才

能分析判定。因此，事故隐患呈现了内在本质的薄弱点（或

称危险点、危险源），靠人的知识和经验，靠科学的评估和

计算，靠科学检测仪器的探测和监视，才能予以发现，并想

出对策措施予以整治后消除，把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2）诊断或辨识事故隐患是一项有一定技术含量和难度的工

作，必须从大量采集的现象中进行技术分析来发现和查寻。 



建筑施工行业大体上可由下列途径来获取事故隐患存在的信

息。 1）施工班组每天上岗前检查和作业中检查，工地安全

员每日每时巡回监督检查，不间断地收集动态信息。 2）设

备、安全、技术、施工、消防、卫生等各种专业人员的不定

期检查，了解关键设备、重点部位、受监控的危险点（源）

和安全卫生、消防设施的工作状态，从中可能掌握安全信息

。其特点是专业性强，有针对性和仔细全面。这一点对企业

加强对关键要害（重点）部位和过程安全监控力度，更为重

要。因为关键要害（重点）部位和过程的安全状况对企业的

安全生产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可以这样说，管

好了关键要害（重点）部位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基本掌握

上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的大局。 （3）各种形式的安全生产大

检查（例如季节性安全检查、节假日前安全检查、每月一次

的公司大检查等），可以从面上得到大量安全信息（如问题

、缺陷、苗子甚至直接的隐患）。 （4）在基础和主体结构

施工中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分部分项质量评定等，从中发现

结构安全隐患或缺陷、问题。 （5）通过机械设备大检修、

中修或紧急停机后的抢修，获取有关机械设备的实际安全信

息。 （6）通过事故分析，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寻找隐患

。 （7）运用危险性预分析、安全评价、风险评估、事故树

逻辑分析等各种安全科学方法，寻找潜在危险，发现事故隐

患。 思想上对隐患的错误认识，是最大的隐患，首先要消除

企业领导头脑中对安全不重视的隐患。不认真整改事故隐患

，就是不重视安全工作，就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就是没有执行好国家有关安全的法规，就是对企业和

职工极大的不负责，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因此，企业领导



应认真组织整改隐患工作。整改隐患．工作的本身就是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就是采取安全措施保障安全生产，就是预

防和消灭事故。企业在组织隐患整改时。应认真制订实施方

案，其措施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可靠性、长远性。可操

作性。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的安全装置

，具有安全可靠性，易操作。易维修。还应考虑少花钱节省

费用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实施方面要定人定时间，明确整改

工作责任人，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安技部门要审查整改措

施，验收整改工作。最后还应制订措施，保证所整改的内容

能够得到巩固，发挥作用，而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失去作

用，那就失去了整改的意义和效果了，这点非常重要。 资金

是保证整改．工作的重要条件，缺少资金就难以整改隐患，

这个问题在当前较为突出，没有资金的投人就必然隐患依旧

，企业就不能安全生产。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效益安全都

是企业的生命，缺少那一方面企业都难以生存，整改隐患虽

然投入了一些资金，但消除了危险源，防止了因事故所造成

的重大损失，也就是效益。投人资金治理隐患，关键是领导

对安全的重视程度，怕花钱整改隐患，看起来省了些钱，一

日酿成事故企业就会遭受重大损失甚至破产，岂不因小失大

。因此保证整改隐患所需资金，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决策者

的选择。 善于发现和辨别动态的隐患。无数事故分析证实。

隐患存在是事故的成因。多一个隐患就多一个发生事故的危

险．同时，隐患也是变化的、动态的，有生产活动就会出现

隐患，老的隐患解决了新的隐患又出现了，有的隐患是动态

的，有的是静止的，有的隐患会反复产生，有的隐患是直观

的，有的是潜在不易发现的．有些隐患是随着时间而发牛变



化，有的隐患会在瞬间发生裂变．隐患有着不同程度的危险

性，隐患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原因，认识隐患是预防隐患的

重要前提，要运用监测监控手段、管理的手段、技术手段，

做好预防隐患的工作，防止隐患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

、制造、产品、安装、生产过程中不留下隐患。开展经常性

安全检查，及时整改隐患，不给隐患有存在和发展的机会。

防隐患比整改隐患更具有意义。 为维护企业安全，避免事故

，安全监督部门应制订措施，加强整改隐患的监督工作，责

令企业及时整改。对不整改隐患的企业，应追究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人的责任，迫使企业认真对待整改隐患工作。监督的

职能不仅是指出企业存在什么隐患，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整改

隐患，直到达到目的为止，这样才发挥了监督的作用。 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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