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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D_B1_E9_c62_590630.htm 危险性分析是预防事

故、建立HSE管理体系的前提。危险性分析是指对系统、设

备或人员某项操作过程的危险和激发事件进行分析，部析它

们的因果关系，分析事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估计事故的发

生概率。其目的是尽量防止采用不安全的技术路线、使用危

险性物质、工艺和设备（即使必须使用的也可以从设计、工

艺上和操作过程中考虑采取安全措施），使危险不致发展成

为事故。 危险性分析包括危险辨识和危险评价两方面的内容

。危险辨识是确认危险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是危险

性发生的概率和危险和谐的定量化。危险评价是指危险指标

的目标值与危险定量化的比较，从而消除、减少危险或把危

险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危害

识别评价是由一系列系统分析方法组成，常用的方法有安全

检查分析表（SCL）、初步危险分析（PHA）、故障模式和

影响分析（FEMS）、工作危害分析（JHA）、事件树分析法

（ETA）、事故树分析法（FTA）、可操作性研究（O.S.）等

，这些都是危险性分析所用的成熟的方法，它们不但能进行

定性，也能进行定量的分析。但很多单位和人员在HSE初始

状态评估中，对识别的危险源和风险评价等级还有尚需探讨

的内容，所以在评价过程和分析步骤上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有一些危险性分析的深浅不一，有很多潜在的危险性被

遗漏了，这就使得实际工作中难以实施有效的安全措施，也

为今后再次进行危险性分析造成了困难。下面具体谈一谈进



行危险性分析应当注意的问题和笔者的一些体会。 1 系统框

图和可靠性框图的绘制是进行危险性分析的前提 1.1 危险性分

析必须绘制系统图和可靠性框图 在进行危险性分析时，往往

忽略了系统框图和可靠性框图的绘制，这就容易使分析产生

遗漏和偏差。根据系统图和对系统本身的分析，做出可靠性

框图，这是进行危害分析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危险性分析好

坏的前提。 对于简单的系统可以用流程代替系统图；对于复

杂的系统可以绘制各功能子系统图，如设备结构、燃料系统

、控制系统、动力系统等，这些子系统图不但要各项功能完

整，而且也要能清晰的表明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各个系统

之间的关联点往往也会引发事故，其危险性分析不容忽视。

要想分析清楚其危险性就必须绘制系统框图和可靠性框图。 

之所以首先强调系统框图和可靠性框图的绘制，是因为通常

进行危害性分析时不太重视这一步骤。还要强调的是由于系

统所完成的功能不同，系统图和可靠性框图往往是不一样的

。 1.2 明确危害性分析的目的 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都是

根据系统图和可靠性图进行分析。进行危害性分析的目的是

分析操作过程的危险和所激发的事件，即重点是分析危险产

生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逻辑推理

的方法分析研究对象（如设备、附件或子系统以及人员操作

失误）出现故障或发生问题后，对整个设备或系统所导致的

危险性进行分析、评定和预测，而分析研究对象发生故障的

机理或原因则是根据分析的研究对象所生产的后果再进行。 

例如，对某配电室电气设备进行分析，当分析到交流接触器

，重点要分析该接触器发生故障后对控制线路（不能及时停

、送电）的影响以及所控制设备不能操纵的危害，找出该接



触器故障后最大影响程度是否在可控制范围内，然后制定出

该接触器故障后的排故方案，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把

危险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至于接触器故障是由线圈短路引

起的还是由粘连引起的不是分析的重点。 2 关于设备、系统

或人员经验性违章问题的辨识问题 所谓经验性违章就是人们

在设备生产过程中，出于某种目的而改变设备、附件功能或

性能或者省略操作步骤、改变操作规程的行为。 人们操作的

经验性违章就是操作的随意性，不严格按照规程、条例、要

求进行操作，省略操作步骤、改变操作规程，这很大程度上

就是操作人员的侥幸心理在起作用。在进行这方面危险性分

析时往往不容易辨识，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辨识时要分清是制

定的操作步骤、规程不完善、不合理，还是操作规程、制度

对操作者的约束力不强，必须从这两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分

析工作。 关于设备或系统的经验性违章在生产中有很多，也

不太容易辨识。下面以一起事故为例，说明设备改造的经验

性违章进行辨识的重要性和方法。摘录如下，某企业液化气

站自2003年×月×日进行停产例行年度检修，×日上午×时

，机械维修工×××在检修1、2号丙烷气体压缩机过程中，

启动了1号丙烷气体压缩机，大约在10分钟左右，中间冷却器

侧面封盖突然爆裂（封盖属铸铁材质），冲出来的气体和碎

片将该维修工×××击倒在距压缩机3.2米排水沟处，造成维

修工左小臂骨折，动脉血管严重堵塞，脾脏严重受损的重伤

事故。 事故调查报告认为事故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这是一

起“典型”违章操作是造成的事故。 在安全阀、压力表没有

安装、进口阀门开启、流程出口阀门关闭、没有操作人员配

合，不具备启动运行条件的情况下，启动1号丙烷气体压缩机



，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如果在启动前认真检查安全阀、压力

表安装完整，系统压力超过安全阀校验压力（0.45MPa）时，

（考试－大）安全阀会自动起跳卸压，如果流程阀门打开，

这次事故就不可能发生。 在安全阀与安全阀座之间安装截止

阀就是一种设备维修的经验性违章。安装截止阀的初衷是为

了在安全阀到了校验周期时，方便安全阀的拆卸，确保设备

的连续运转。但是安装了截止阀就有使安全阀失去作用的可

能，因此，必须对该截止阀的功能进行危害分析（在安全阀

安装规程中，有安全阀安装的明确要求）。 类似这样的“设

备改造”问题，在生产中有很多，由于这样的技术改造确实

有其合理的一面，人们对这样的经验性违章就视而不见，以

至于“见怪不怪”。在实际生产中也往往是这样的“改造”

最容易引发问题。因此，企业在实施HSE安全管理中，进行

危险性分析时就不要遗漏了对人和设备的这类违章进行分析

。 由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辨识，笔者总结了一条经验：凡

是与操作步骤、规程不相符的内容，都要分析原有的制定操

作步骤、规程的理由，分析实际操作步骤、规程的可行性；

凡是改变系统、设备以及附件功能、要求的“技术改造”，

都要查清楚是否能改变设备、系统、附件原有功能和安全状

态。 3 系统或设备具有隐蔽功能的危险性分析 所谓隐蔽功能

，一是该功能在设备工作时起作用，但中断作用时没有警告

指示；二是该功能在设备工作时不起作用，但在使用前没有

明确标示好坏。在进行危险性分析时，也往往漏掉设备或系

统隐蔽功能的具体分析。 例如，在系统或设备自动灭火系统

中，一般都含有烟雾、火焰探测器以及存储消防剂的设备或

容器，这两种附件在平时无论状态的好坏都不会对系统或设



备的安全造成影响，但是都有隐蔽功能。烟雾。火焰探测器

在设备工作时要起作用，但是其中断作用时没有信号警告指

示；储存消防剂的设备或容器在系统工作时不起使用，但一

旦需要其工作时也往往没有明确标示好坏。从这里也可以看

出，隐蔽功能是保证设备或系统安全的，必须对其进行危险

性分析，这也是进行这项工作容易遗漏的内容。 在进行危险

性辨识时，如果不对设备或系统所具有的这样隐蔽功能进行

分析，就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危险性分析报告。 4 关于评估

报告的运行与监测 根据危险性分析所制定的评估报告和事故

预案，应注意可操作性研究，以保证其实用性，特别是有表

明其不在实用的情况下，更需要复查和内部审核。 HSE危险

性分析首次正式报告完成后，要经常更新，（考＊试大）定

期组织管理评审，不断持续改进，这是一个循环渐进式的工

作。当条件变化或碰到新情况时，风险自身也会发生变化，

就必须对风险评估报告和事故预案进行更新。 安全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要深入现场，对危险性分析和评估报告条款

进行现场模拟实验，从而发现与现场检查不相符的地方。必

要时要用演习作为强制性的检查手段。 5 结束语 进行危险性

分析是建立安全管理方案、编制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基础。

在进行初始状态评审时，要用到危险性评价，而且在正常运

转的体系中也能够用到危险性分析的方法。初次进行这项工

作时，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上面的讨论问题涉及到危

险性分析和危害辨识的完整性问题，尤为要引起重视。另外

，还要注意在建立HSE安全管理体系时，即使规模、性质类

似的企业也不能相互机械照抄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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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