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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班组实际生产过程中所获取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从生产设备状态、操作人员状况和人员素质

等方面，分析了造成安全事故的几个原因，提出了一线操作人员加强自身的安全管理的一些方法，从了

解、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规范操作行为等多方面进行提高，实现从“做什么”到“怎么做”，

再到“这样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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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afety management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tea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safety accid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status, operator status and personnel qual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thods for front-line oper-
ators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safety management. From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safety 
knowledge, improving safety awareness and standardizing operation behavior, the transforma-
tion from “what to do” to “how to do” and then to “do like this” can be improved and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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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或细节管理不善，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安全事故频发，对于企业

及家庭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生产线来讲，从原材料的转注、储存，到产品的制出，生产过程

涉及诸如有毒液体、高温气体、易燃易爆化学品等危险因素，且分布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安全隐患

众多，生产管理的难度大，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下，以全方位全覆盖的安全

管理进行重新定位，建立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安全保证体系[1]。 
班组是一个单位的细胞，是直接面对生产一线的前沿阵地。管理者是否能够及时掌握生产环境和工

人状况，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2]，一线操作人员是否能够做好安全管理，并且运用安全

知识在原料液储存管理、生产控制、设备维护维修等过程中进行安全生产，两者直接决定了班组生产工

作的能否顺利进行。让操作人员在安全方面自己管好自己，认真遵章守纪，就能有效地促进班组安全生

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把好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2. 生产线安全问题原因分析 

2.1. 生产线长期高负荷连续运行 

随着近几年生产任务越来越重，对于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生产线连续运转的时间逐步加长。生

产线近三年平均每年生产时间超过 300 天，生产设备每天 24 小时连续运转，两三个月不停车的状况经常

发生，为了保生产、赶任务，操作人员需要长年累月进行倒班，此种工作状态下身体容易疲劳，精神上

容易产生麻痹，操作人员的自身安全意识逐渐降低。 
2020 年 8 月 4 日下午 6 时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巨大爆炸，爆炸接连发生两次，造成

至少 190 人死亡、6500 多人受伤，3 人失踪，30 万人无家可归，损失高达 150 亿美元。此外有 5 万栋房

屋、9 家大型医院和 178 所学校受损。爆炸发生的港口已经被夷为平地，距离爆炸地点半径 10 公里以内

的建筑物全部被破坏，碎玻璃、石块挤满了街道。港口半径 100 米内的建筑在 1 秒内被夷为平地，6 公

里以外的机场受损。贝鲁特港口 12 号仓库的管理存在严重疏忽，因为仓库内除了发生爆炸的 2750 吨硝

酸铵，还存放了大量的烟花和爆竹。 

2.2. 操作人员工作内容繁杂 

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需要班组人员白班和夜班轮换值守，操作人员的工作内容除了控制、监视生

产设备的运行，同时需要负责生产现场的巡检，接收各种原料液进行转注，高低压配电设备的操作和巡

查，厂区内上千种大小电机、程控阀、管路、容器等的检修、维护等工作，上述工作需要接触到有毒气

体、液体，高、低温液体、强腐蚀性碱液等，涉及着火、爆炸等危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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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身安全意识淡薄，缺乏责任心 

一线操作人员通常认为是“上级要我安全”，并非发自内心的去思考和执行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

也就是常说的“要我安全”和“我要安全”的关系。一旦长时间开车生产，操作人员思想上就容易放松

警惕，工作不靠规程而是靠经验、安全制度不遵守、习惯性违章、把问题留给下一班等等做法，长期在

一线操作人员思想和行动中存在，为了自己省力而过分相信自己过往的经验，不使用安全工具进行设备

的操作，认为只要我在岗期间设备不出现问题，下一个班生产是否正常与我无关，这些问题稍不留意就

会导致严重安全事故的发生。 
2019 年 3 月 21 日 14 时 48 分，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的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 78 人死亡、76 人重伤，640 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 198,635.07 万元。该事

故发生的原因为事故企业旧固废库内长期违法贮存的二硝基二酚、三硝基一酚、间二硝基苯、水和少量

盐分等硝化废料持续积热升温导致自燃，燃烧引发爆炸。天嘉宜公司无视国家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长期刻意瞒报、违法贮存、违法处置硝化废料，安全管理混乱。 

2.4. 业务素质不提高 

班组内的操作人员对生产线的新设备没有积极地去学习了解，不能掌握新设备、新工艺的具体操作

方法，对本岗位涉及的各项应急方案不了解，班组培训时又不用心地去学习安全知识，岗位应急设备装

备不会实际使用，不督促自己进行技能提升，只凭过往积累的经验去操作生产设备，难免会出现安全问

题。 
2016 年 11 月 24 日，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的重大事故，造成 73

人死亡，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197.2 万元，事故的直接原因即施工单位在冷却塔混凝土强度不足

的情况下，违规拆除模板，导致筒壁混凝土失去支撑坍塌。 

3. 加强安全管理的方法 

通过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结合生产运行过程实际案例，总结了下列加强生产一线操作人员安全管

理的方法。 

3.1. 强化安全意识 

没有安全意识就没有安全的操作行为。只有当一线的操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安全的重要性，才

能指导实际操作过程的安全操作。 
提高一线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首先，可以通过培训教育，通过定期班组专题安全培训，组织操作

人员学习化工生产相关的安全生产知识，并对所培训的内容进行及时的考核，考核形式可采用实操考核

或卷面考核等形式；其次，可以建立事故案例库，班组每一名操作人员通过搜集国内外自己印象深刻的

重大事故，摘抄进案例手册，分析该事故发生的原因、造成的损失、举一反三如何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

等，并在班组会期间把自己摘抄的案例与其他的操作人员进行讲解分享，谈一谈自己的感受，这样不仅

加强了自身的意识，还可以给班组其他操作人员普及安全知识；第三，在控制间和生产厂区的醒目位置

张贴安全警示标语，安全宣传画报等素材，并且不定期地进行更新，让操作人员时刻提醒自己安全的这

根弦要绷紧。通过上述方法，使得操作人员获得自身安全意识的不断强化。 

3.2. 严格执行生产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 

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液加注、生产过程各个参数的控制和产成品的输送等各个操作环节，一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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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都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绝不允许以自身经验进行主观判断来代替操作规程的各项操作

步骤。 
以有机热载体锅炉手动点火程序为例，锅炉的燃烧介质为易燃易爆的天然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首

先完成锅炉的吹扫，然后点火枪送电，最后天然气路开阀送气，上述三个步骤缺一不可，同时应顺序进

行，如果不严格执行上述三个重要步骤，或者操作顺序错乱，则有可能导致严重安全事故的发生，例如

锅炉爆炸。 

3.3. 认真负责地做好交接班工作，细致巡检 

一线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班组交接班制度，前后两班的操作人员在交接工作时，应做到交得清、接

得明。接班人员应认真听取上一班操作人员生产操作数据、设备运行情况、设备运行故障隐患处理情况、

上级交办的工作等内容，核对清除后做好记录方可完成交接班工作，严禁隐瞒当班期间发生的故障，不

传达给下一个班操作人员，留下安全隐患。生产线连续生产运行，除了控制生产设备各项运行参数之外，

操作人员在厂区内定期巡检、点检设备运行情况检查也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日常巡检和点检应

严格执行班组巡检制度，无论交班前、接班后，早晨或夜间，无论刮风、下雨都应坚持厂区定期巡检，

用心检查每个生产环节设备的运行状况，对出现的任何异常运行情况都应细心观察、仔细判断并及时进

行处理，针对暂时处理不了的故障或者当班操作人员不明白的问题，禁止盲目操作处理，应及时上报班

组长询问处理方法，既要认真发现问题，也要谨慎处理问题。掌握生产设备的运行状况，是保障安全生

产工作的重要措施。 

3.4. 积极参与班组的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 

一线操作人员长期在生产一线工作，对各个生产环节的设备运行状况、生产作业环境的变化最为了

解，对各个生产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变化情况最为明晰，生产工作环境细节变化往往都是一线操作人员最

先感知，如果能在危险征兆的细节出现时，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或者上报，就能大大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

概率。例如，夜班生产期间，生产系统里的产品管路法兰连接处，有一处法兰垫片损坏，导致产品泄漏，

当班操作人员定期巡检发现情况，发现后因顾忌到若对其进行维修，则需要进行上报、停车等一系列工

作，故意装作没看见，把隐患留给下一班的操作人员，此时极有可能发生着火、爆炸等事故，若当班的

操作人员及时处理了此隐患，不仅避免了事故的发生，还保证了操作人员自身和生产线其他操作人员的

安全，同时确保了生产设备的安全运行。 

3.5. 不断提高个人安全素质 

操作人员应不断提升个人安全素质，应积极参与到班组应急演练中去。一线操作人员应掌握应急处

理的基本常识：例如危化品泄露、人员触电等事故应急处理方法和流程；应急处理设备如洗眼器、正压

式呼吸器、干粉式灭火器、水基型灭火器、消防栓等的使用方法等等。一线操作人员掌握的基本常识之

后，方能具备异常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从容地胜任一线岗位工作，也能在事故发生的当时及时地处理问

题。 
另外，操作人员应积极参与安全合理化建议征集、安全知识答题、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积极参与

安全标准化的具体执行，锻炼自身水平的同时还可以为班组带来荣誉，提升个人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

这样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扩容自身的安全知识库。一线操作人员从了解、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

识，规范操作行为等多方面进行提高，实现从“做什么”到“怎么做”再到“这样做”的转变，从而使

得个人安全素质获得不断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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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丰富安全培训、教育形式 

安全培训与安全教育，在生产一线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发现，常规的会议、答题形式的教育方式，多

数流于形式，参加培训的操作人员缺乏参与感，培训课结束之后，不能讲课堂上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

中的行动指导。 
初步拟定的改善上述不足的方法如下： 
可以采用安全知识竞赛的形式，提升操作人员的参与感，具体方式如下： 
以安全教育、安全培训为基础，操作人员从课堂知识中归纳自身获得的知识，通过设计选择题的方

式，学习并强化所学知识，出题人员所在的班组或者个人，获得积分； 
知识竞赛以自由组合的形式组队，各个参赛队的组员所设计选择题被纳入竞赛题库的数量作为各队

的基础分； 
通过抢答的形式累计各参赛队的成绩； 
操作方式可提升级别，由各部门替代班组，按照公司级进行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竞赛； 
按照班组或各部门进行奖项设置，同时设置个人奖项。 
采用授课学习并转化为操作人员互为授课形式，具体操作方法为： 
综合操作人员提出所在班组常见问题，选择较多操作人员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的进行题目设定； 
操作人员可选择其中一个题目，通过自身经验、学习资料整理、总结等方法，整理出一套可以脱稿

讲述对应问题的十分钟课堂，同时设置现场问答环节，“听众”设置比例中包含非本班组成员； 
组织操作人员进行实际授课，讲述清晰、问题解答全面、现场提问环节“听众”投票，综合进行计

分，成绩优秀者，可在班组之间互为学习、沟通，以达到强化所学知识的目的。 

4. 结束语 

安全是化工企业的头等大事，一线操作人员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基石，通过分析生产线安全事故发生

的原因，并对具体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引导操作人员做好自身安全管理，从而确保一线操作人员的安全

意识获得不断的提高。只有一线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了，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才更容易地去进行，

各项规章制度也才能更好地去发挥作用，同时也就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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