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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油天然气行业风险较大，事故后果严重，通过安全文化建设更新安全管理理念，不断探索，持续改进，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最终达到本质安全，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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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has relatively high risks and serious consequences. The safety manage-
ment concept is upda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cultur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con-
tinuous improvement, and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ultimately achieving intrinsic safety and en-
suring saf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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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文化的概念、起源 

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凌晨，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特大核

子反应堆爆炸事故，爆炸事故产生的辐射，泄漏的放射性物质，污染了前苏联的西部地区、北欧的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东欧地区等，事故直接导致了整个普里皮亚季城的废弃，此次事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

亡，以及后期还有很多的人员遭受着辐射疾病的困扰，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高达 2 千亿美元，而且事故后

的长期影响和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针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最先提出了安全文化的概念，这是安全文化的首

创者，在 1991 年出版的(INSAG-4)报告中，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对安全文化给出了一个相对初步的定义：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后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健康安全委员

会核设施安全咨询委员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进行修正认为，一个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单位的价值

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 HSE 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敬业程度。 
我国从 50 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部分工业企业仓促上马，再

加上早期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安全理念也没有深入人心，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国内一九七九年发生

的渤海二号事故；二零零三年发生的重庆开县罗家 16 井特大井喷事故；二零一三年发生的青岛输油管道

爆炸事故；二零一五年发生的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等等，这些重特大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遇难，财

产受到空前损失，社会影响巨大，企业形象受损，最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损失甚至都无法估量，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惨痛的教训，一次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必须加强安全文化的建设，倡导和

发展安全文化，提高全民安全素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和灾害带来的损失。 
安全文化在高风险操作、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中体现更为明显，安全文化主要包括安全观念、行为安

全、系统安全、工艺安全等几方面。 

2. 安全观念文化 

安全观念文化是一个企业安全文化的核心，是提高安全文化的基础，安全观念主要是指领导和广大

员工都共同接受的安全理念、价值和意识。目前，我们需要建立的安全观念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

念，建立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质量等观念。安全观念的建立需要各级领导、管理者和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努力，真正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 
在 2002 年，我国颁布了《安全生产法》，在这个安全生产法里面，直接规定了 “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也明确了主要负责人的职责，明确了从业人

员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违反安全生产法的法律责任。直接明确了“安全第一”的安全观念。在 2001 年

我国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对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职业健康相关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明确，

确保从业人员职业健康[1]。在石油天然气行业，生产现场装载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发生石油天然气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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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的概率较大，石油和天然气存在的特性，天然气的爆炸极限是 3.8%~13%，一旦发生石油天然气泄漏，

如果现场有火花或者明火，将会引发站场内爆炸或者火灾事故。我国安全生产理念是以人为本，人永远

是第一位的，发生事故的时候，首先要保护人，再来对现场进行应急处置[2]。 
90 年代初，CQ 厂一些井站进行开发，由于井站处于较为偏僻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都相当简陋，

当时站场还没有通电，也就没有照明，为了解决 24 小时工作的问题，当时的人员，将天然气用 4 分水管

接入值班室，在水管头上安装 1 个气灯，通过点燃气灯照明整个值班室，从而达到生产条件。在某年春

天的一个晚上，由于风较大，值班员工巡检回来，发现值班房内的气灯已熄灭，整个值班房一片漆黑，

于是顺手划燃一根火柴，悲剧就此发生了，一根火柴导致整个值班房内发生闪爆和燃烧，该名员工严重

烧伤，鉴定为 4 级工伤，日常生活自理困难。分析事故原因：该厂上下安全观念淡薄，在实际生产执行

过程中，生产排在了首位，安全第一没有落到实处，井站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采

取接气灯的方法，这是极不科学的；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天然气在较为密闭的环境中，达到

爆炸极限后，可能会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 
在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企业员工整体安全观念和意识都很淡薄，安全知识也很缺乏，产生了

“低、老、坏”的状况，安全管理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不能达到真正的安全生产。随着我国整体国

力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大家对生活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创造一个更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成为大家共同的愿望，而我们的生产环境，最为重要的安全生产，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课题，

通过不断改进，不断持续创新，现在企业整体安全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安全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 

3. 安全意识 

(一) 行为安全管理 
行为安全管理的重点是针对“不安全行为”，很多企业中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反映出来的不只是员工

自身的行为错误，分析发现很多员工的不安全行为，都是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所致。 
在 90 年代末，CQ 厂某北高点集气站的一台立式分离器，由于原料气中含有硫化氢和杂质，立式分

离器发生堵塞，导致立式分离器上下游天然气压差过大。为了解决该问题，该厂制定了对立式分离器采

取酸洗的办法，即打开立式分离器的顶板，从顶部倒入盐酸，对分离器内部进行酸洗，以此达到清洁的

目的。在清洗方案定好后，现场操作人员，通过立式分离器的爬梯，将盐酸运送到分离器顶部，同时在

顶部用木板搭建一个简易操作平台，便于现场人员操作，在盐酸倒入分离器中几分钟后，分离器罐口和

周边区域冒出大量黄色高浓度硫化氢浓烟，简易操作平台上的员工，随即中毒倒地，在地面观察和指挥

的人员发现后，立即通过爬梯逐一准备上到平台救人，最终只有 1 人到达了分离器罐顶，在到达顶部的

同时，他也中毒倒下了，其他所有参加营救的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中毒，晕倒在平台和爬梯上，

随着盐酸和罐内硫化亚铁发生的反应减弱，罐口硫化氢浓度才逐渐降低，后面的救援人员才得以将所有

中毒人员施救出危险现场，该事故直接导致 1 人死亡，多人中毒。事故原因分析：在制定方案时，该厂

已经考虑到可能出现硫化氢中毒的风险，但是当时，没有安全防护器材，所有现场人员，对可能出现的

硫化氢中毒风险，都只有 1 条毛巾，捂住口鼻进行防护，完全不具备检修的安全要求。在此次事故之前，

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大家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最终酿成了悲剧。此次

事故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由于检修操作人员的不安全行为造成，但是分析后会发现，实际上这种不安全

行为是因为安全管理上存在缺陷所导致。 
对于员工的不安全行为，处理方式不能一味的去指责和处罚，而是分析员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安

全行为，帮助员工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及时纠正不安全行为。同时分析出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并整

改。解决好这些问题，可以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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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安全 
系统安全是指在系统生命周期内应用系统安全工程和系统安全管理方法，辨识系统中的隐患，并采

取有效的控制措施使其危险性最小，从而使系统在规定的性能、时间和成本范围内达到最佳的安全程度。

系统安全是人们为解决复杂系统的安全性问题而开发、研究出来的安全理论、方法体系，建立一套切合

实际的安全管理体系，从管理上作好安全管理，系统安全属于事前的预防和分析。 
我们的目前在这个方面，通行的做法是，企业编制企业 HSSE 手册，体系含盖了职业卫生、环境、

公共安全、安全四个方面，从建立方针和目标开始，通过策划、支持、运行、持续改进 PDCA 循环，达

到体系的符合性、适宜性和有效性。基层单位结合本单位的情况，编制 HSSE 作业指导书，明确现场操

作流程，具体的操作工序，进行认证或者审批后执行，在员工经过培训学习，能够掌握后，再到现场进

行操作，如果发生现场违章的行为时，重点是对员工进行处罚，进行教育，而管理层没有进行一个深入

的分析，是不是制度制定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制度不合理，是不是制度可操作性差、是不是制度不完善，

是不是制度风险识别不到位，只是强调员工执行力差，“低、老、坏”总是不能杜绝，能不能从管理上

多挖掘一下，从管理上、执行上同时入手，完全落实“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安全先进理念，值得

探讨[3]。 
(三) 工艺安全管理 
工艺安全管理主要是对化工工艺危害的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和处理，从而降低或避免工艺危害事

故的发生。国内在 1997 年，颁布了《石油天然气加工工艺危害管理》标准，2010 年又颁布了《化工企

业工艺安全管理实施导则》，以强化工艺管理。 
90 年代末，CQ 厂在 1 座高山上有 1 口硫化氢含量很高的气井，硫化氢分压含量达到 7%，该井在正

常生产期间，一个星期需取一次地层水样，取样口就设在污水池上的放喷口，一个废旧的油漆桶挂在放

喷口上，用于取水样，需要取水样时，操作人员到流程区打开放空阀门，天然气和地层水会同时到达污

水池，油漆桶会接住部分地层水，当油漆桶内水量达到要求时，操作人员再回到流程区关闭阀门。该井

在一次取水样的过程中，由于当天天然气较多，地层水较少，操作人员打开放空阀门，油漆桶几次被天

然气吹进污水池，水样没有办法取到，于是该井当班操作人员，回到流程区打开阀门，直接用手拿着油

漆桶去放喷口取水样，该井是高含硫气井，而当班操作人员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在取样的过程中，

因为吸入高浓度含硫化氢天然气，直接倒在了污水池旁，一旁路过的老乡发现后，立即前去营救，随即

也倒在了污水池旁，后经过路人报告，送医院抢救，但因吸入高浓度的硫化氢，2 人都不治身亡。事故

原因分析：首先在工艺设计上不合理，取样口直接采用污水池的放喷口；其次这是一口高含硫气井，一

旦放喷或是取水样，就会出现硫化氢，现场操作人员事前完全没有进行风险识别，取样时没有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导致中毒身亡；同时路人在没有安全防护基本常识的情况下，冒险施救，也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加强工艺安全管理，是可以有效降低工艺危害事故的。 

4. 安全文化的对策 

通过加强对安全文化的建设和改进，最终以达到本质安全。安全管理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

变： 
一是通过安全教育转变大家的思想观念。企业要加大安全文化宣传的力度，大力普及安全知识，加

强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平台，彻底转变所有人员的思想，让安全理念深入

人心，从而达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觉认同这种安全管理体系，形成一种良好的安全文

化氛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需求仅仅停留在温饱层面，但随着经济向前发展，人民的需求开始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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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层面转化到精神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人民的需求也随之改变，由低层次转化为高层次。只有与时

俱进，安全文化才能得以推进。 
二是安全文化认识功能的转变。企业的安全文化是在安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企业的安全文化会涉

及到安全方面的很多法律、法规和标准，具体到一个企业，安全标准需要严谨、细致，贴近生产，通俗

易懂，不能脱离生产实际，如果不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标准只是浮于表面或者是过于繁琐、冗

杂，现场操作人员就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制定标准必须对整个安全管理的流程进行简单化，贴近生产实

际，要求现场操作人员认真巡检，把安全风险识别准确，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及时发现隐患，

及时整改治理，操作人员认真学习操作流程，编制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定时认真演练。企业必须通过

种种扎实有效的措施，结合生产实际，让相对较为抽象的企业安全文化，更加容易被全体成员认识、理

解和接纳。 
三是安全导向功能的转变。我国安全文化的理念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企业在以前

是保设备，现在是保安全，保护人民的身心健康。把人员的安全和职业健康放在第一位，从本质安全入

手，从源头设计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从安全的着手点抓起，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让大家从心底认识

到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让这个理念影响每个员工的安

全素养，以及安全观念的正确形成，管理全体员工的安全行为，以人为本，这个既是职工个人目标也是

企业目标。 
前些年，石油天然气行业发生的几起特大安全事故，损失了非常多优秀的工作人员，给经济造成了

重创，同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这些事故给大家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看似简

单的安全工作，需要大家认真对待，转变理念，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彻底转变思路，安全才能回

家，所有的梦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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