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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2_B0_E5_88_B6_E9_c62_645189.htm 摘 要 目前社会安全

生产事故频频发生,形势非常严峻。在机械制造业中,如何对安

全生产事故进行有效的预防,保持良好的安全生产秩序,这对安

全生产,维护安全稳定是至关重要的。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机

械制造过程中,人- 机器-环境这一封闭的系统,每一个环节进行

了分析,从而总结出了预防事故的方法和原则,对实际的生产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机械制造 安全 事故 1 问题的提出 

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各类事故都在100 万起左右,死亡人数

在13 万人以上,造成的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 %左右。根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在机械制造业中全世界每年因工死亡人

数约为10 万人,丧失工作能力的约150 万人,可见,机械制造业中

的安全事故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它不仅影响企业的声誉与效

益,而且严重伤害员工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在制造企业有秩

序的生产活动和过程中发生的不测事件,不仅造成生产的中断

或干扰,而且造成生产设施和材料的损坏,直接延误了生产,给

员工和企业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开展安全

与事故研究是现代机械制造业的重要工作。本文从系统分析

的角度,对机械制造业中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

提出了预防措施。 2 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 在制造企业中事故

发生原因往往是复杂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在制

造过程中,操作者- 机器- 环境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任何一个

环节的失误与过错都可能引发事故,同时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影响也会引发事故。 2. 1 操作者的因素 在整个系统中,操



作者的因素是最主要的。无论是废品或设备事故或人身伤亡

事故,其中人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例。由于操作者的因素引起

事故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1. 1 

操作者的技能因素 国外学者比较了有3 年经验的639 名年轻工

人和1 组552 名有相同经验的老工人,在18 个月期间,年轻工人

组的事故发生率为每1 000 小时4. 0 次,而老工人组为3. 4 次。

研究认为,1～3 年工龄的年轻工人事故最为频繁.在这之后,事

故率下降,65 岁的工人事故率最低。这充分说明了操作者技能

越娴熟,引发事故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操作技能越差,引发事

故的可能性越高。 2. 1. 2 操作者的心理因素 操作者的心理因

素包括注意力、观察力和判断力及情绪等。大量的事实表明,

在工作过程中,操作者注意力不集中,不能克服一切干扰,造成

事故频繁发生。有时操作者必须同时操作两项及以上的活动,

如果注意力不能有效分配就会造成动作协调错乱而发生事故

。同时操作者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与事故的发生之间也有很大

的关系,一个有敏锐观察力和判断力的操作者,在工作中发生突

发事件时,可及时有效地控制及预防事故的发生。操作者的情

绪在很大程度上对事故的发生起很大的作用,操作者情绪过度

兴奋或低沉都有可能引发事故。 2. 1. 3 操作的合理性 由于在

现代机械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中,离不开机械运转、电力传输

、化学合成,其中有些可以自动控制,有些是半自动控制,有些

则是人工操作。在这种环境下,高速、高温、高压、剧毒等强

大的物理、化学能量,随时都可能造成机械伤害、爆炸燃烧、

化学中毒、电击电伤等严重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操作者

如果不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擅自改变操作顺序或控制参数,

进行违规、违章操作,这都有引发事故的可能。把安全工程师



站点加入收藏夹 2. 2 机器的因素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机器的状

态、性能及可操作性等,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机械加工过程中,

尤其是在交接班的过程中,机器或机床已经过长时间的运转,本

身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引发事故.或其参数

没有被及时初始化,没有搞明白机器的状态,在操作过程中极其

容易引发事故。在机器的设计方面,机器本身存在性能缺陷,尤

其是一些企业为了贪图便宜,购置了伪劣设备,而导致事故的发

生。由于设计者的原因,在设计机器时,没有正确处理好人机工

程学的问题,使得人机关系不融洽,机器的可操作性太差,引起

操作者的误操作而导致事故。 2. 3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的影响

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个方面。在自然环境这一方面

主要指的是环境温度、湿度、粉尘、光线等,由于环境的变化

会引起操作者情绪的变化,也会引起机器状态的变化,从而导致

事故的发生。人为环境在这里主要指由于人的因素而营造的

一种氛围。如管理的方法和管理者的态度不当,引起操作者情

绪的变化,或机器的状态变化,而引起事故。 3 事故的控制方法 

综合以上事故发生的原因,要防止或预防事故的发生,必须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 3. 1 3E 原则 3. 1. 1 技术(Engineering) 对策是保

障安全的首要措施之一，当设计机械装置或工程项目以及工

厂时,需要认真地研究、分析潜在危险之所在,对可能发生的各

种危险进行预测,从技术上解决防止这些危险的对策。进行这

种分析应当和技术设计结合起来,即进行技术设计就应考虑安

全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安全性一般包括功能安全性和操作

安全性。功能安全性与机器有关.而操作安全性则与操作者有

关,并取决于技术上的、组织上的和人的行为上的因素。如机

械安全性高,则通过提高生产组织水平,掌握所有有关化学物质



、材料、机械装置和设施,了解其危险性、构造及控制的具体

方法,从而获得较高程度的系统安全性。 3. 1. 2 教育对

策(Education) 在产业部门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安全教育和

训练,教会如何对待各种危险进行预测和预防。其次在教育机

关组织的各种学校,同样有必要实施安全教育和训练。教育的

目的是保持和强化在学校或进工厂学习期间就获得良好的安

全知识和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从而在工作中自觉地培养安全

意识。 3. 1. 3 法制的对策(Enforcement) 法制的对策是从属于

各种标准的,作为标准,除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外,还有工业标

准、安全指导方针、工厂内部的工作标准等。制定有关安全

的各类法规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事故,保障安全。因此,法规必须

具有强制性,但是法规又必须具有适用性,应使最低标准的法规

适用于所有场合。 3. 2 4M法则 3. 2. 1 生产活动中的人(Man) 在

这里,指车间里除本人外的其他的人,可以是伙伴或上下级等。

没有同心协力的关系和互助,就难以执行命令指挥,或指示与联

络动作。因此,人们的横向和纵向的人事关系是很重要的。至

于在确定人的对策方面,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和睦的、严肃的车

间气氛,使人认识到由于危险物而导致的事故的危险性和严重

性,从而在思想上能够重视,在行为上慎重,并能认真遵守安全

规程.提高操作者在危险作业时大脑的意识水平和提高预知危

险的能力.在进行危险作业时,要防止由于意外事件的插入而产

生差错.对于非常事件,应预先设定实 际对策,包括实施内容、

方法和顺序,并应进行反复训练,以防止人在紧张状态下因思维

能力下降产生误操作而引发的人为失误性事故。 3. 2. 2 机

械(Machine) 在机械方面,要预防事故的发生必须做到以下几

点: ①对于重要的机械,可以使用连锁装置及故障安全装置。



②设计设备时,要贯彻“单纯最好”(Simple is best) 的原则。对

于紧急操作设防,应采取一触即发的结构方式(one touch

shutdown) 。③要有合理的机械形状和配置,操作装置是适当

的,合理的作业条件,信息指令要恰当,以及环境条件要良好。

④为了易于识别而又能有效地防止误操作,对于紧急操纵部件

涂装荧光粉或醒目色彩。⑤重视大量危险物的处理,尤其应设

有防止伤人的保护装置。⑥维修作业应当作为危险作业对待

。 3. 2. 3 媒体或环境(Media) 除了作业环境设计应符合人机工

程学要求外,还应考虑以下几点: ①用无线电对讲机进行通话

时必须认真研究紧急通话方式。②对于非正常作业要事先制

定作业指示书。③对使人感到有危险的地方应用红色警示标

志,要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可采用动的标志。④尽可能防止系

统以外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 3. 2. 4 管理(Management) 健

全系统安全管理体制,强化人的安全意识,进一步挖掘潜力,调

动人的积极性,把提高人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实施强制性的行

政法律措施结合起来,以便在人- 机- 环境系统实现安全的、高

效的、合理的群体和个体行为。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

机械制造业中事故进行科学的预防,以达到科学生产、安全生

产、文明生产,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在事

故的认定与处理过程中,提供了科学的有效的依据,有一定的实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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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