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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Ａ．1 事故树分析法（Ｆａｕｌｔ Ｔｒｅｅ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略语为ＦＴＡ）又称事故逻辑分析，对事故进行分析

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事故树分析法是对既定的生产系统或作

业中可能出现的事故条件及可能导致的灾害后果，按工艺流

程，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绘成的程序方框图，即表示导致事

故的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以分析系统的安全问题或

系统运行的功能问题，并为判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之间的关系，提供的一种表达形式。 Ａ．2 事件树分析法（

Ｅｖｅｎｔ ＴｒｅｅＡｎａｔｙｓｉｓ略语为ＥＴＡ）。 来

源：www.examda.com事件树分析是一种归纳逻辑图。是决策

树（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在安全分析中的应用。它

从事件的起始状态出发，按一定的顺序，逐项分析系统构成

要素的状态（成功或失败）。并将要素的状态与系统的状态

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以查明系统的最后输出状态，从而展

示事故的原因和发生条件。 附录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

析规则》编制说明 为了便于了解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调查分析规则》，本文就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作如下说明

： 1 制定本标准的重要性和过程 我们的党和政府十分关心、

重视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指出：“安全生产是全国一

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头等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神圣职责

。”要求劳动部门、科研单位不断探求解决减少伤亡事故的

途径，保证工人的安全健康。目前，职工队伍发生了很大变



化，一大批青年骨干走上了生产岗位。因此，加强职工安全

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要加强

劳动保护工作，采取科学管理措施，保证劳动者在生产过程

中免遭伤害。 建国三十多年，我国还不曾有过关于“《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的标准；也没有这方面详尽

的条文指导我们去研究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在事故的报告

处理上，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作指导，执行中，各地区

、各部门也不尽相同；对事故的调查、分析流于表面，不深

不细，以致不能查明事故的真正原因；重复事故时有发生。

制定劳动保护法规，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迫在眉睫。 为此

，劳动人事部下达制订《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

的任务。我所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承担了这一工作。在此期

间，收集了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广泛的

调研，参加了一些事故的调查处理，翻阅了大量的事故调查

报告，为起草本标准，掌握了宝贵的素材。 我们在总结国内

经验的同时，参考并吸取了国外资料的精华，在一九八三年

三月完成了标准初稿；并在全国各省、市劳动部门、中央各

产业部以及重要工、矿企业、有关科研所征求意见，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以后，劳动人事部有关领导又进行

了二次审核。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再

次分发全国进一步征求意见。同时在上海、山东、湖北等省

市劳动厅（局）一些科研所和工厂召开了征求意见会，所有

与会者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都给予肯定，并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修改意见，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了汇总和整理，对标

准稿又作了一些修改。最后形成本稿，并经评审会审定。 在

三年多的工作中，承蒙国内劳动、司法部门、各产业部门和



有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支持。其中，劳动人事部劳动保

护研究所、冶金部安全技术研究所、四川省劳动人事厅、青

岛市劳动局等单位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2 

编写本标准的指导思想 来源：www.examda.com在标准正文的

前言中，明确了本标准是劳动安全管理的基础标准之一，是

企业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包括急性中毒事

故）进行调查分析的依据。作为国家标准《规则》主要是用

于事故发生后的调查分析，并为易于重复发生的事故的预防

提供指南。 在起草过程中，考虑和兼顾了标准的科学性、先

进性和实用性。在总结三十多年劳动保护经验的基础上，为

适应管理科学化的要求，内容又有所突破，即考虑了当前和

将来的需要。按我国劳动保护工作的现状、条件、手段、人

员素质都存在问题。完全按标准要求去作，尚有困难。但是

，正如有的省、市同志讲：“虽然目前执行起来还有一些困

难，不能因为现在条件不行，就不这样订了。”作为一个标

准，一经发布，就具有了制约效力。按着条文的要求，克服

困难，通过学习、实践，标准的内容就会得以巩固，显示出

它的作用。 我国目前仍在执行一九五六年发布的“国务院职

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而新的“国务院企业职工伤亡事故

报告和处理条例”尚未实施。“标准”是“条例”的补充和

说明。“条例”作为一个法规，只能是原则性要求，而“规

则”可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特别是把事故调查分析具体

化了，对事故调查分析的方法步骤，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本规则和“条例”紧密相关，名词、术语和规定都是一致

的。同时，为将来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事故资料的贮存、统

计、分析、研究和处理创造了条件。 3 关于名词、术语的说



明 在名词、术语一章中原送审稿中还对“人身伤害”和“事

故”作了解释。审定时根据代表的意见，从正文中删去了。

只保留了“伤亡事故”。定义修改为：“伤亡事故是指企业

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删去

了原来的“生产区域”和“与本职生产、劳动有关”的提法

。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要求明确

算不算伤亡？我们建议再搞一个关于“伤亡范围”案例说明

，作为执行中的细则。 4 关于事故调查程序的说明 在前言中

明确了事故调查分析的目的，强调从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作起

，从中接受教训，采取相应措施，目的是防止类似事故重复

发生。这是事故调查宗旨。需要申明：调查的目的绝不仅仅

是为了发现某人的问题和责任给予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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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