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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A8_E5_B7_A5_E7_c62_645717.htm 一、事故的“人”的

因素 大量实践表明，由于管理部门缺乏监督检查，在生产中

人的麻痹大意、失职、差错、技术、精神等方面的原因，造

成的事故占了极大的比重。不容置疑，事故中存在着人的因

素。人的因素，大致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管理、违章、知

识与素质。现分述如下： （一）管理 就大的方面来说，建立

安全监察机构，制定各种法规，定期开展安全活动（如安全

月），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交流经

验，提出问题，确定一段时期内安全工作的重点，是“管”

。就小的方面而言，在厂矿企业内部，明确各级领导直到每

个工人的安全职责，设立必要的安全机构（如安全技术科）

，在车间一级设立专职的安全员，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消除

隐患，定期对职工进行安全技术教育等等，也是“管”。 （

二）违章 按其程度可分为错、违、蛮三种。错是过失，违是

有章不循；蛮是胡作非为。 错 按错了电钮；拉错了电闸；该

开甲阀而开了乙阀；该关的反而开了；该开的反而关了；该

往设备内通风以保证在容器内检修工人的安全，而误送了氮

气，导致窒息死亡；用错了焊条；上错了垫片；阀装反；线

接错；国外一染料厂生产染料中间体时，应添加烧矸，而误

加入了硫化钠，使反应釜的温度和压力急骤上升无法控制而

爆炸；广州一家药店把硼酸当硼砂出卖，等等，都是错的实

例。 导致出错的原因： （1）主观上，没有专心致志，麻痹

大意，或急躁慌张，或判断失误。 （2）客观上，易出错误



的地方，都有某种相似处。一组并排相同的按钮，一排几何

形状相同的阀门，外观相近的材料、药品，在标记、符号、

颜色不清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搞混。 （3）人们在相互联系

时，使用语言、手势不准确。比如在电话里通知对方“提氧

”，对方很可能听成“停氧”。一个“提”，一个“停”，

相去远矣！有时使用手势联系，手势错误或者不清，也是出

错的一个原因。某单位在吊装作业中，负责传递信号的两个

人，忽然争吵起来，其中一个作了个向上的手势，开卷扬机

的人远远看见，误认为是启动信号，开动了卷扬机，结果把

一个正在处理故障的人手指压断。 违 这里主要探讨一下违章

的原因： （1）懒 图省事、怕麻烦。化工设备停车时不按程

序进行，停车后该置换的不置换，该上盲板的地方不堵盲板

，人为留下许多隐患。开车前不作周密细致的检查，准备工

作不扎实，升温、升压、升速，不按规定步骤进行。不给运

转设备的润滑点加油就急于开车。在正常生产中，不进行巡

回检查，甚至在岗位上睡觉，或者“串岗”、“脱岗”，生

产中的隐患不能及时发现。在登高作业中，为了省事，不搭

脚手架，随便在高空的管道上爬来爬去，在高层楼上清理脚

手架和杂物，随便往下扔。 （2）赶 赶时间、抢任务。设备

有了问题，凑合着使用（赶进度）；明知容器内部温度尚高

（降温要时间），明知设备内有可燃易爆气体（置换费时间

），不采取严密的措施，就命工人冒险作业，或者是对周围

情况心中无数，盲目工作。 （3）习惯 把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带到工作上。在多数化工厂一个平时吸烟问题，一个在检修

期戴安全帽问题，似乎成了老大难。再如留长辫、穿裤头、

背心、高跟鞋上班⋯⋯ （4）遗忘和大意 有个炼油厂停车检



修时，用蒸汽扫线，把蒸汽管线和油品管线联通的那个阀门

打开了。扫完线后，此阀忘记关闭，待再次开车时，油品通

过此阀流入蒸汽系统而导致火灾，后来又用油品污染过的蒸

汽灭火，等于“火上浇油”扩大了事态。 蛮 （1）不知利害

乱动机器设备。 （2）充英雄好汉。明明知道容器内有毒气

偏要“我进去试试看”。还有这样一件可笑的悲剧：两个青

年人在锻压机旁开玩笑，一个说“我把头放上去你敢踩闸？

”一个说：“敢。”一个真的垫上了头，一个也真的踩了闸

（这里指开关）⋯⋯某矿山放炮，有位青年不隐蔽，声称要

看“天女散花”，结果被炸身亡。 （3）不讲科学。如某化

肥厂领导，不听工人劝阻，强行把一个常压的碳铵结晶器，

改为在七个压力下使用。加压时法兰漏气，顶盖变形鼓起，

于是就把顶盖焊死，在顶盖上加一根槽钢补强，工人不敢操

作，工段长和一名副班长亲自开车，结果，在爆炸声中两人

同归于尽。 （三）知识和技能 1）对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物质

组成、性质等基本知识无知。 2）缺乏普通的和专业的安全

知识。不采取任何措施，直接救护触电者或中毒者，结果是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叼着烟卷乱倒石油液化气，导致

“引火烧身”。把安全带挂在一头悬空的毛竹上，自欺欺人

。不知农药和大多数有毒物质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人体，接触

和使用这些药物时，只穿裤头背心，袒胸露体。 3）缺乏专

业知识和生产技能。企业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

操作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生产工艺的稳定，影响对

事故的分析判断和处理。 4）缺乏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比如

你工作的周围有没有缺盖子的阴井？你的头顶上会不会落下

什么物件？你所踩的架杆牢固不牢固？合不合规范？你要按



电钮的那台机器上还有没有人在工作？你要开的这个阀门，

对下一道工序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对这次情况不了解，那就

千万别动手。 5）缺乏严密的施工方案。 犯经验主义。犯经

验主义的人只知按经验办事，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主观片面：

只注意大的，忽略小的，事故偏偏就出在细枝末节上；注意

难的，忽略容易的，事故往往发生在某些常见的事情上；注

意开头，忽略收尾，事故偏偏就出在快要竣工的时刻。 6）

固步自封，人为制造障碍。某个厂设备无专人管理，今天你

管，明天他管，大家都不负责，台帐不清，稀里糊涂。有的

工人不认真交接班或不等接班者到岗就提前走了。有的人，

不学习、不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满足于一知半解，

甘与愚昧同伍。 （四）素质 思想素质 指挥者的官僚主义，独

断专行，违章指挥；操作者的不负责任，擅离职守或违章操

作，不是直接酿成事故，便是播下了事故的种子。隐瞒事故

真象，知情不报，弄虚作假。 精神素质 （1）失常。酒后工

作，神经失常。 （2）心情。闷闷不乐，神思恍惚飘移，思

想不集中。过于兴奋，得意忘形。 （3）思想疲劳。执行一

项预知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任务，起初高度重视，异常小心，

思想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当工程快到收尾时，回头一想

，觉着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下子由极度紧张降到极度松弛

，思想解除武装，事故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身体素质 

（1）疲劳。疲劳时大脑处于抑制状态，指挥失调，不是出错

，就是力不从心，勉强工作最易出事。有个青年工人早八时

下班后，到未婚妻家叫上他的女朋友上街置办结婚用具，一

直忙到晚上九时。休息了两个小时又上夜班，由于过度疲劳

，上班十分钟以后，掉到原矿翻板机中，接着滚落到破碎机



里被活活绞死！ （2）残疾。老弱病残者，自然是不宜在生

产第一线工作的。 二、事故的“机”的因素 车、铣、刨、钻

、炉、塔、罐、釜以及液压、电动、风动、机械等专用工器

具，在事故学中被划归为“机”的范畴。因为事故是由“机

”的本身发生的，所以一般可归纳为如下六种原因：虚、实

、泄、塞、串、“咬”。 （一）虚 虚者，非实也。凡因设备

强度不够，部件不齐，重心不稳，仪表不灵，或其本身就是

薄壁容器（如大型油罐），或是如玻璃制品、细小的仪表管

线，属易碎的制品，带来的灾害都属“虚”。强度不够那是

因为： 1）材料不符合要求。 2）先天缺陷：裂纹、砂眼、夹

渣等。 3）紧固件松动，如螺丝没把紧或经过长期运行受震

动而松动。 4）焊缝没焊透。 5）设计失误安全系数选择过小

。 部件不齐有如下情形： 1）裸露的转动部分（如皮带轮、

靠背轮、滚筒）没有防护罩。 2）缺保安装置。如高压容器

上缺安全阀、爆破板，高转速的透平机上缺超速脱扣装置等

。 3）缺紧固件。 4）缺监视仪器和检测仪器。 重心不稳有如

下情形： 1）汽车吊不伸支腿或转臂倾角过大。 2）脚手架梯

子一类架设不牢，安放不妥。 3）地基下沉基础倾斜。 4）高

速行驶的汽车急拐弯。 5）不能正确使用千金顶。 仪表不灵

有如下情形： 1）线路接点因锈蚀或其他原因接触不好。 2）

取压管、风管、液位计的小阀门因积水、积渣、积油堵塞。

3）调节阀的膜片坏或阀头卡涩。 （二）实 超载、残留、腐

蚀、相碰为实。 超载。包括超温、超压、超速、超装以及失

去控制的化学反应。 残留。（1）虽经卸压排空，但生产系

统中还有少量残留物存在。近年来发生过的所谓空苯罐爆炸

事故和停用了三年的废硫酸罐爆炸事故，就是因为有苯和酸



的残留所致。（2）虽无残留物，但容器内的温度尚高。如某

厂干馏炉，置换合格后，工人进去清理，铲下来的油泥在高

温下析出大量一氧化碳，清扫的工人被中毒致死。（3）虽无

残留物，也无“温度”，但工作过程会产生新的有害物质。

这可认为是一种意外的残留。如在容器内进行氩弧焊，会产

生紫外线等多种有害射线。 介质腐蚀。介质对设备的腐蚀是

引起化工厂换热器管板及列管泄漏的主要原因，腐蚀会使高

压容器壁厚减薄，强度降低，导致在正常工作压力下发生爆

炸。在交变应力的作用下，腐蚀危害更大，能使机体龟裂损

坏。 不该接触的部位相摩擦。缺润滑油烧坏轴瓦（轴和弹子

直接摩擦），一些离心泵叶轮和壳体摩擦（因背帽螺丝松动

或间隙太小）不是烧毁电机，就是打坏机壳。 （三）泄 1）

泄者，物质外溢也。 2）垫片毛刺、焊缝漏，阀门填料坏，

导致跑、冒、滴、漏。 3）受压容器爆破，物料大量扩散往

往造成灾难。 4）在石油化工企业里未加盖板或密封不严的

废水沟、管沟、 5）阴井等，往往有易燃易爆物扩散。 一些

无法进行密闭的或是间歇式的生产过程，如矿山、水泥生产

、轻纺等部门，常常伴有粉尘的扩散，因粉尘发生爆炸的例

子也时有发生。 裸露的导线，绝缘不好的用电工具漏电。如

手电钻、电动砂轮，震捣器及家用电器的外壳带电。泄漏是

造成多人中毒、大面积火灾及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四）

塞 1）工艺管线冻堵和结晶。 2）设备内部防腐的漆皮脱落，

触媒结块，作为填料的瓷环破碎，阀芯脱落都能造成工艺管

线或设备的出入口堵塞。 3）工艺介质中杂质含量高，在生

产系统中积累过多，造成机泵入口过滤器堵塞。 4）气阻。

某些离心泵往往会因泵体内有气相存在而打不上量。 5）该



开的阀没有打开，设备上的安全阀定压太高，或是锈死，到

了规定压力不能起跳。 生产过程中，在某些条件下，因发生

副反应而生成某种固相，把整个反应釜堵死。如我国几个大

化肥厂，生产尿素过程中使用由法国引进的二段蒸发分离器

及其后面的升压器常因形成的缩二尿的大量积聚而堵塞。 （

五）串 串者，互通也。抚顺石油三厂保健站一名女工，在厂

区厕所内，被通过地下水管串出来的硫化氢活活熏死。某炼

油厂水串到了高温热油中，等于往油中投了一颗重型炸弹水

会迅速汽化而导致容器超压爆炸。浙江某厂空气串到合成氨

的工艺气中，便发生了一起我国化工史上多台容器爆炸事故

。还有，太原某化肥厂尿素车间开工时，稀硝酸串到蒸汽系

统，所有蒸汽管线腐蚀报废，等等。在化工生产系统中，工

艺管线错综复杂，甲设备连着乙，乙连着丙，丙又和甲相通

，往往存在着许多暗桥，或因阀门漏，或因调阀失灵，或没

有采取隔离措施，或因设计不合理，都可能导致互串。 （六

）“咬” “咬”者，机械伤害也。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形： 1

）打。高速旋转的飞轮破裂，受压容器爆破，拉紧的钢绳突

然断裂⋯⋯ 2）砸。吊车倾翻、抱杆倒塌、物体高空坠落、

塌方、使用郎头敲打失误⋯⋯ 3）挤。齿轮咬伤，皮带绞伤

，电梯挤伤⋯⋯ 三、事故的“物”的因素 深水可以溺人，煤

气可以使人中毒，汽油可以着火，强酸、强碱可以破坏皮肤

，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物”的危害也变得更严峻、更离奇了。关于“物”对人类

的危害，在浩如烟海的物质面前，这里也只能是作个轮廓性

介绍。 （一）毒害类 1）剧毒型。金属汞、氰化物、农药、

煤气等，毒性都非常大。 2）窒息型。二氧化碳、氮气属窒



息性的气体，因为它们的存在人们会因缺氧而死亡。 3）腐

蚀型。某些强酸、强碱属此类。 （二）着火、爆炸类 快型。

炸药爆炸，汽油着火燃烧，氢气、石油液化气等 可燃性气体

同空气混合到一定的比例形成的爆炸性混合气体的空 间爆炸

，都发生在一瞬间。除此以外，现在人们还逐渐认识到： 1

）浓硝酸和甲醇相遇会爆炸； 2）高纯度的氧或氯酸钾漏进

油箱会发生爆炸； 3）磷与浓硫酸相遇会因剧烈化学反应而

燃烧； 4）无水酒精遇到高锰酸钾会迅速燃烧。 “快型”类

物质造成的灾害，因为其快，人们防不胜防，危害极大。 “

慢型。所谓的”慢型“危害是这样：该物质或是因为不稳定

自行分解，或是慢慢聚合，或是同另一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最终导致着火爆炸。这种现象因其进程缓慢，象一颗定时

炸弹，对人类构成威胁。 （三）高能与低能类 高温。蒸汽、

熔融的金属、弧光等可致烧伤。 高速型。高速砂轮破裂的碎

块，高压水枪及由高压管线、设备泄漏处刺出的高压流体，

高空坠落物，子弹、弹片、高速车辆等。 锋利型。车屑、刀

具、钻头、玻璃等伤害。 低能型。液氧、液氨干冰等可致冻

伤。 （四）粉尘类 在工业生产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粉尘

。采煤作业中的煤粉，矿山打眼放炮中的石英粉；生产绝缘

材料要遇到云母粉；橡胶生产中的碳黑粉；纸厂要接触石灰

粉；生产石棉制品的石棉粉；卷烟厂的烟草灰；化肥生产中

的尿素粉；电解铝过程中会产生含氟烟尘；各种工业部门都

离不开电焊作业，而电焊作业中又必然会遇到“电焊烟尘”

；工艺美术厂玉器抛光作业中会遇到白泥浆粉尘，等等。 （

五）有害射线及波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放射性。放射性物

品按其物理状态的不同有固体、晶体、粉末、液体和气体；



按其品种有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化学制剂和化工制品、放

射性矿石和矿砂、涂有放射性发光剂的工业成品。 随着原子

能的开发，放射性同位素在科研、教学、医药、采矿等部门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因此对防止放射性物质的伤害应提到劳

动保护的议事日程上来。近年来，在美国发生过原子反应堆

放射性泄漏事故。我国某科研单位和某工厂，发生过丢失放

射源的事故，并由此而造成伤亡。 红外线。在冶金、机械、

陶瓷、玻璃等行业中，生产工人经常接触炉、窑等高温热源

，这些场合正是产生大量红外线的源泉。由于红外线不能被

人们的肉眼观察到，也不易引起急性眼疾，所以它往往被人

所忽视。红外线对人眼会产生慢性损伤，轻则引起早期老花

眼，重则有失明危险。 来源：www.examda.com 紫外线。工业

上电焊、气焊、氯弧焊、熔断金属，可产生紫外线，它的主

要危害一是引起皮肤过敏反应，一是引起急性电光性眼炎。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激光。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激

光装置被广泛用于科研、医疗和生产。激光是由光量子形成

的电磁能。激光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其主要机理是来自于激

光的热效应。伤害的主要部位一般是皮肤和眼睛。皮肤吸收

激光后会立即发红并失去知觉，这种现象可持续数天，有时

会被激光灼伤结痂。激光对人眼的危害，比对人的皮肤伤害

严重，主要是损坏视网膜。防护办法是：激光装置上，配备

光束档、安全罩、联锁装置、穿防护服、戴防护镜。 噪声。

噪声是一种高频的声波。化肥厂、热电厂大型的蒸汽透平、

大型电动马达、水泵；高压放空气流及风动工具等，都是巨

大噪声的源泉。噪声对人体最明显的作用是对听觉器官的损

害，轻则听力下，重则造成耳聋。在噪声下长期工作，会使



人心烦意乱，头晕脑胀。防止噪声危害的主要办法是利用消

音装置或隔音装置。隔音装置如用隔音材料把机器的声源部

分罩起来，在噪声污染的空间单独设置隔音室，使用防护耳

罩等。 次声波。和噪声不同，次声波是一种低频波，它的波

段在人的正常听觉波段以下。功率很强的次声波，能把耳膜

“刺”破，能把人致死。现代科学发现：海啸、雪崩、地震

都会产生较强的次声波。 高频电场。在强电磁场作用下，可

引起神经衰弱症候群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突然表现出头晕

头胀，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女工会引起月经不调。随着

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国防现代化，广播、电

视、通讯、雷达、理疗等方面无线电技术的应用与日俱增，

电磁波的污染也日益严重，而且因为它看不见、闻不到，极

不易觉察，所以至今没有被人们重视。高频电磁场对人的危

害也表现为热作用。这种危害具有可逆性，当人们不再接触

高频后，健康状况仍可恢复。 微波。微波技术广泛应用于军

事、科研和农业。微波对人体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热效应，可引起体温增高；非热效应，可引起消化系统溃疡

和微波白内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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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