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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6_9C_BA_E6_c57_647120.htm 近年来，中国工程

机械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发展迅猛。一方面，我国

经济建设持续稳定进行，工程机械社会保有量不断增加（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工程机械社会保有量大约为180万

台），另一方面，供大于求，工程机械出口量不断增加，

自2006年开始我国已从工程机械贸易逆差变为贸易顺差。但

是，我国工程机械乃至整个机械装备制造业，机械安全问题

依然突出，各类事故时有发生，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很大

危害。在出口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时必须面临CE认证等

市场准入要求，而认证的核心问题便是产品是否满足使用安

全要求。安全是人们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需求，是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

此，避免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成为现在和未来工程机械产

品设计、生产、使用、维修等整个寿命周期的迫切任务。充

分辨识危险源是正确进行安全风险评价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生命线工程和特

种设备安全保障关键技术与工程示范”的子课题：《场（厂

）内机动车辆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方法与新技术工程应用研究

》（专题编号：2006BAK02B04-0505）为我们开展对场（厂）

内机动车辆进行危险源辨识和安全状况评价创造了条件。该

课题的研究对于建立我国场车安全评估系统，促进场车安全

技术与国际接轨，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1危险源及其辨识的概念 1.1危险源的概念 危险源是指一



个系统中具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的、可造成人员伤害

、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的、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

为事故的部位、区域、场所、空间、岗位、设备及其位置。

它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或部位，是爆发事故的源头

，是能量、危险物质集中的核心，是能量从那里传出来或爆

发的地方。危险源存在于确定的系统中，不同的系统范围，

危险源的区域也不同。例如，从一个车间范围来说，某台设

备可能就是一个危险源，而从一个设备系统来说，可能是某

个零部件就是危险源。因此，分析工程机械危险源应将其看

作一个系统按不同层次来进行。 1.2危险源辨识的概念 危险源

辨识是发现、识别系统中危险源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工作，它是危险源控制的基础，只有辨识了危险源之后才

能有的放矢地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控制危险源。 以前，人们主

要根据以往的事故经验进行危险源辨识工作。例如，美国的

海因里希建议通过与操作者交谈或到现场检查，查阅以往的

事故记录等方式发现危险源。由于危险源是“潜在的”不安

全因素，比较隐蔽，所以危险源辨识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在系统比较复杂的场合，危险源辨识工作更加困难，需要许

多知识和经验。下面简要阐述一下进行危险源辨识所必须的

知识和经验： （1）关于辨识对象系统的详细知识，诸如系

统的构造、系统的性能、系统的运行条件、系统中能量、物

质和信息的流动情况等； （2）与系统设计、运行、维护等

有关的知识、经验和各种标准、规范、规程等； （3）关于

辨识对象系统中的危险源及其危害方面的知识。 1.3危险源辨

识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危险源辨识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系统的

分析，界定出系统中的哪些部分、区域是危险源，其危险的



性质、危害程度、存在状况、危险源能量与物质转化为事故

的转化过程规律、转化的条件、触发因素等，以便有效地控

制能量和物质的转化，使危险源不致于转化为事故。可以说

对机械产品进行危险源辨识的目的是为了评价其安全性。 在

我国现阶段开展危险源辨识及安全评价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

的：其一，降低设备设计、生产、使用等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减少人身伤亡事故；其二，提高我国机械产品本质安全水

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2国内外机械产品危险源辨识的概况

2.1国外概况 英国是最早系统地研究危险设施控制技术的国家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国外将机械产品的安全性评价纳

入产品合格认证的范畴，通过合格认证来保证机械产品的某

些安全性能。1968年随着德国“GS”标志制度的建立，使德

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家机械安全评价体系

，并开始实施国家监督管理制度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也形成了以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及地方主管部门为主体的

分散型产品安全性评价体系。其中，美国职业安全卫生局

（OSHA）等安全机构还制定、发行了各种安全检查表用于

危险源辨识。 1985年欧共体理事会批准了技术协调与标准化

新方法，其核心是：在需要制定欧共体指令（技术法规）时

，指令中只指出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面的基本要求，采用引

用标准的方法对产品进行规定。它首次采用了欧洲标准支持

的思想，使标准成为支持法规和安全监管的手段。从此，国

外逐步形成了根据标准、规范、规程和安全检查表等辨识危

险源的方法。 2.2国内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重视

危险源的辨识、评价和控制工作，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已

于2001年4月1日起实施的国家标准GBl8218-2000《重大危险源



辨识》，为我国有效地控制重大危险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该标准只针对爆炸性物质、易燃物质、活性化学物质和有

毒物质等4类、142种物质，并没有涉及工程机械乃至机械产

品的任何规定。 可喜的是，面对近年来机械安全问题对人身

安全和财产造成的极大危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与机构，认真贯彻“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

机械安全标准和技术规范。据初步统计，截至2006年底，属

于机械安全类的国家标准约300余项，行业标准约超过150余

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百项标准中专门用于工程机械危

险源辨识的标准还没有，也就谈不上以法规--标准--危险源辨

识为基础的工程机械安全评价体系。 相关推荐： #0000ff>常

用外墙保温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特别推荐： #0000ff>2011年一

级注册建筑师考试真题试卷汇总 #0000ff>2012年注册建筑师考

试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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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