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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HSE监督管理在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中的运用,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目前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中HSE监督管理应用现状,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对提升石化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性有一定参考及帮助。 

[关键词] HSE监督管理；石化；直接作业环节；风险评估 

 

引言 

石化直接作业环节工艺繁杂,且持续性比较强,存在较大的风险性。无

论是新建项目,还是改建扩建项目,在作业中普遍存在作业空间有限、高空

作业量多、交叉作业频繁等问题,为安全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性。基于

此,合理应用HSE监督管理,可事先预防安全事故,将风险因素扼杀在萌芽

状态,从为石化直接作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 目前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中HSE监督管理运用现状 

1.1承包队伍繁杂 

目前石化直接作业承包队伍比较多,有的承包队伍综合资质较低,施

工人员技术水平有限,对HSE监督管理认识不足。此外,有的承包队伍虽然

具有安全资质,但分包和转包给其他不具备资质的分包队伍,就会导致石

化直接作业中发生HSE监督管理混乱,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1.2 HSE培训不够合理 

HSE监督管理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系统性,需要经过系统化培训,才能

掌握管理要点,落实到石化直接作业中。但目前很多石化单位在HSE监督管

理培训中,虽然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力,但取得效果甚微,主要原因培训

过程不够合理,比较重视安全防护措施,但对作业现场易发生泄漏、跑冒、

爆炸、着火、中毒的危险源告知比较少,致使很多石化直接作业人员无法

全面掌握现场危险源,从而引起安全事故。 

1.3缺乏系统化风险识别和评价 

很多石化直接作业中,一味的追求进度和成本,事前没有对直接作业

现场存在的风险进行系统、全面的识别及评价。主要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石化直接作业人员没有掌握风险识别和评价的方法,无法有效识

别风险,缺乏有针对性防治措施。HSE监督管理风险评估指标,包括：不安全

行为人百分数(%)和30min不安全问题数(项/30min)具体计算公式如下：不

安全行为人百分数=(30min不安全行为人数/30min被监督人数)X100。30min

不安全问题数=(不安全行为和状况数/安全监督总时间)。 

第二,缺乏风险识和评价的基本理念,比如：在受限空间作业时,使用过

的设备可能存在清理不彻底,存在易燃易爆气体等,从而影响作业人员的生

命安全。 

2 强化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中HSE监督管理应用效果的措施 

2.1加强承包商资质审核,持续推进HSE监督管理 

第一,通过项目管理部门联合安全部门对石化直接作业承包商的资质

进行全方位审核,审核内容包括：承包商的资质资格、经营许可资格、施

工许可资格等。并对承包商的作业经验、安全管理能力等进行审核。 

第二,对承包商HSE监督管理机构设置情况、管理体系、员工培训情

况等进行全面审核,通过采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退”的竞争机制,选

择具有HSE监督管理资格的承包商,促使HES监督管理相关措施能够落实

到实处。 

第三,对承包商HSE业绩进行评价,每天将石化直接作业HSE检查情况

进行汇总评价,并通过告示或者文件的形式展示出来,促使承包商可以及

时了解和掌控HSE管理情况。 

2.2加强培训,提升人员安全素质 

HSE监督管理安全培训可分阶段进行,可分为入场培训,作业前培训两

个阶段。其中入场安全培训包括：让作业人员掌握石化直接作业环节的特

性、标准、要求等,并对让他们熟悉石化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相关规定。

作业前培训包括：石化直接作业地点特性、环境保护要求、现场危险源的

种类及位置、安全施工使用工具设备等。此外,不同参见工种在作业中面

对的风险因素不同,要进行分类培训。 

3 做好风险识别和评价,提前制定预警措施 

严格按照《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管理程序》中的规定,通过JHA法和重

大环境因素评价分析表,对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系统

化识别和评价。并制定HSE防范措施和预警处理措施。按照风险可能发生

的概率及造成的影响程度,采取与之相适的安全措施。并规定石化直接作

业单位,每天都要做好当天工作内容、风险因素、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交底工

作,做到心中有数,降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保证石化直接作业能够安全、高

效、有序的完成。比如：某石化直接作业环节在2019年10月HSE监督管理统

计表中显示：HSE监督卡数为389,观察人数为864,不安全行为119项,不安全

状态113项。则不安全行为人百分数为=119/864X100%=13.8%。30min不安全

问题数=(119+113)/389=0.60。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HSE监督管理作用比

较明显,找到问题,及时改进、完善,保证不发生安全事故。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HSE监督管理在石化直接作业环

节中的运用,分析结果表明,石化直接作业环节众多,有序因素也比较多,

任何一个环节控制不当,都引起安全问题。通过运用HSE监督管理,可及时

发现风险因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从而保证各项作业安全

完成,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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