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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发电厂危险源辨识和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垃圾发电厂危险源辨识和评价、监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垃圾发电厂危险源辨识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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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Vf205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18485 生活垃圾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6164.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 1 部分热力和机械

GB 26860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

GB厅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厅 2800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AQ 303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AQ 3036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DL612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规程

DL647 电力工业锅炉压力容器检验规程

DL 5027- 2015 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险 risk

在某一特定环境下， 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3.2 
危险源 hazard sources 

垃圾发电厂在生产运行期发生可能导致死I.＆伤害、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上述情况组合的

根源或状态。其因素包括物的不安全状态与能量、不良的环境影响、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

缺陆等。

3.3 
危险源锵识 identi.fication for hazard source.s 

对危险因素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识别危险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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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危险源评价 evaluation of hazard sources 

在对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从涉及生产活动的作业人员、作业机械、材料、作业方法、作业环境

和安全管理等，分析事故发生的概率后果，建立数学模型和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危险源的风险等级、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及严重程度。

3.5 
重大危险源控制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major hazard sources 

向用检测技术、 工程技术和管理手段，对重大危险源的状况实时监视， 并发出相应控制指令，消

除、控制重大危险源，防止危险源导致事故、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工作。

4 基本规定

4.1 垃圾发电厂应对危险源进行辨识，并宜每 3 年进行评价。

4.2 危险源应分级管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出符合 GB 18218 规定．

4.3 危险源辨识后的进行评价、发布、控制，并制定安全措施。
4.4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对辨识及评价山的重大危险源进行备案、监控。
4.5 改建、扩建成周边外界条件发生重大改变时，应重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及评价。

5 危险源辨识

5.1 辨识的对象和范围

5.1.1 垃圾接收、 储存及投料系统：地磅房、 垃圾运输军辆的运输： 垃圾分选系统和设备：倾倒垃

圾、卸料平台作业：垃圾仓；渗滤液收集池或渗滤液收集沟道作业、渗滤液输送；垃圾吊运，排渣破

碎机；临边作业等。

5.1.2 垃圾焚烧炉系统：焚烧炉启动、运行、停止： 润滑油系统、柴汕／天然气等辅助燃烧系统操作、

锅炉液压汕系统、焚烧炉和辅机检修 ， 高空区域的巡视检查：锅炉培灰处理作业、锅炉人士放渣作

业、锅炉打焦和积灰清理作业等。

5. 1 .3 烟气处理系统：脱酸药剂、脱硝药剂、烟气处理药剂的装卸作业，反阿塔内、洗涤塔、气气

换热器、活性炭吸附喷射装置、活性炭喷射装置、脱硝反应器内的作业，除尘器内作业，烟道内作

业等。

5.1.4 灰渣A渗滤液处理系统： 飞灰整合药剂与炉渣装佣、吊装、运输作业；渗施液调节池清淤处

跟：渗滤液厌氧系统作业：生化池内、脱泥池内作~lk；厌氧／好氧冷却塔的作业：污水处理系统管

道消淤。

5.1.5 汽轮机及汽水系统：汽水品质分析、承压部件和辅机检修，高处作业：吊装；密闭空间作业；
投运及停运作业，高温高压的区域巡视检查，蒸汽烫伤，凝汽器酸洗作业。

5.1.6 电气设备系统：临时用电， 电气照明，倒闸操作，设备停、送电，变压器、互感器、开关柜、

电动机等强电设备的检修，高压设备的交流耐压试验，直流耐压试验， 接地装置的电阻测量， 高压设

备绝缘电阻测量，在高电压辐射区域巡视检查。

5.1.7 热工设备系统：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汽轮机保护系统，主要辅机联锁保护等。

5.1.8 化学设备系统：原水品质、除盐水品质水、循环水晶质、生产废水系统，锅炉受热面化学监
督，凝汽器化学监督， 入厂药剂质量检验， 卸酸碱作业， 在线化学仪表等。

5.1.9 公用设各系统：消防系统，取供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采暖通凤系统，生活污水处理系
统等。

5.1.10 沼气利用系统： 沼气系统投入操作，系统隔离后置换操作， 沼气系统巡回检查，动火作业，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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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道与存储设备检修作业。

5.1.11 危险物质存储：乙抉、沼气、天然气、氨水、汽油、柴汕、浓硫酸、氢氧化锅、盐酸、活性
炭、石灰等危险物质临界存储量鉴定按 GB 182 18 标准执行．

5.1.12 检修和改造：设备的检修、技术改造工作：厂房等建（构〉筑物的检修。

5.2 主要危险源及控制措施

各区域或作业活动主要危险源及控制措施应符合表 I （~J规定。

表 1 备区域或作业活动主要危险源及控制措施

序号
区域成作业

主要危险源 存在风险 -F.型控制措施
r.ri动

一 地放接收、储存放投料系统

J .内道路行驶 车辆伤害
自〉厂区内规定行军路线，设置隔离措施．

b ） 广内车辆遮度不超过5阳山

＆占燃M~暴物品 火灾
a）严然垃圾年内吸烟．

b）严祭牢辆 k携带~燃扬爆物I日，

垃圾洒落 臭气污染、中海
a）应采用液压拉极军．

应级运输 b）车辆箱门密纣良好

a）严梯执行冰叫；路l创的行李速度、车距及有关刹车

规定．

冰雪路面行驶 车辆伤吉
的果取垃圾卸料大厅和核边防冻措施．
c）冬季的厂区迫路、被迫采驭防线冰、防滑技术

措施．

d）发现纺冰禁止车辆驶入，除冰后放行

高处坠落、车辆
a）雨雪天气，饵l料平台来－驭防结冰、防滑技术措施．

垃圾宅卸料翻车 b）严然术开士在圾京后益，直接操作卸料斗升起．
伤害

c）防止~辆倪j料时越过限位，装＇j'(

2 挫极创料火厅
1在

铲车、叉车的卸
车辆。lj~号 使用铲宅、叉~－：：fiP料H‘I，可Z辆闲f间不得有人走动

a）卸料i l前防捕、防峪乎在措施齐全．
卸料u作业 高处坠落 b）现场配坦指示灯、 ，平示牌、软梯必防火、防？带等

安全设施

a) 4J火作业应办理 a级动火工作票．
b）垃圾仓（池）内照明设施采用防爆型，安装有毒
有在气体检测设备．

硫化氢、氨、甲
中毒、燃烧、爆

c）进入域极仓（池〉前检测手ia1 、 -ti平等气体的浓
就、 一氧化碳等有 度，作业期间应那］~盘测．

炸
l:J有w气体 d）士在极仓保持徽负陈运行，降低仓内有毒有害气体

浓度．

e ) .（£垃圾池内作业内穿戴M专用防护用品，使用安
3 I率极仓 〈池〉 全绳，准备好应忽然材．经少两人监护

池边无护栏或不
高处坠落

a）垃级池周边设置护栏、揭脚板．

完善 b) I恼边作业时执行向处作业安全措施

a）进入挫极池作、lk前:!C!JJi：：支全区域内限制j堆高．

推向的垃圾、垃
b ） 底部用.t>l圾铺平、压实（条件允许时作业前活空

钥塌 垃圾仓）．
圾池底部不平整

c）消除垃且是仓 （池〉内的斜坡， 工作l丘域铺平、
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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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区域必作业

k妥危险~ 葬在风险 主要控制措施
t~4』

3 垃极仓 〈池） 仰扫雪辩入垃圾仓 火灾、爆炸
a）动火作业办姆，if1批手续：消除周边易燃物．

b）动火作业时执行动火作峨安全揭施

a）特种设各注册并定.WI检验． 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并

地极投料设备 运4/J功能、起日 机械伤害、高处
定期审格．

4 b），也巫设备下严缤站人．
运行和价修 作业的向吧势能 坠落

c) r既然疲劳作业、洒肝作业．
d）起重设备上检修作业时执行高处作业安全措施

垃且是傲。于， 、 磁i选 机械伤害、触电
a）破部府对J'Jt铁采用电磁l民附．

b）锁碎采J+J~L械外力做仰，易造成伤杏
士在极分地、

5 给料系统 a）巡检人纠正确穿戴974/JI防护用品，规范巡梭，严

运行}ft.维护
设备巡枪 机械伤害、触电

然违章作业．
b）机械设备要京猿剧}.E :t萨布在．

c）机械安全防护被置光好和断电保护装置安仓口I综

a）使用防爆1［！动机、京被气体检测设备、除失风机．

？拿泌j锐廊迫和
妨，极发醉产生的 中字号、爆炸、火

b ） 工作前进行伯温风工作、进入前检测有海有在气
6 渗滤液收~池 体：＆钗含量}ft.工作阴间定时迸行挽测．

有7号钉在·气体 灾
运行和检修 c）备好应急救援设备．

d）作业时应穿戴好专用防护用品， 至少两人监护

一
辅助燃料系统 〈天然气、汽、柴油、燃煤等系统〉

a）汹锚区域设v.困培然！I:无关人员进入．禁止携带
火种， 执行放佛也措施．
b）汹甘迫远离町温’11逝并在只外法兰装防护罩壳，
汹管隐蔽败设l盔、加1设置•YJll的管迦标识防止重尿，在汹

汹F尔和1燃汹
管道区域附近到J火作业应钱 ’级动火措施执行，防止泊

7 柴油成汽油泄漏 火灾和爆炸 管迢泄漏着火．
系统

c）法兰J公然H二川l泼皮、塑料等．
d ） 燃汕系统驱动也气元件及设备采用防爆型．
e）汹ti'沟进入ill筑物附设咒防火隔墙．
f）燃汹系统驱动电气元件及设备采用防爆型．
g）控制存储i1 t

a）确认泊燃烧德共仔良好的雾化性能及严密性：应
有调风格及稳燃辈革宜．

b ） 在饮用泊燃烧然时． 应保证汹温、汹压符合要

8 
点火＆辅助

燃烧不先全
爆炸、火灾、环 求． 经＇ijl; 1监视燃烧俯说， 及时调整：做好泊系统及燃烧

燃烧器系统 挠质量不达标 器的维护、 'tl'J!l .
c）入U炯风t'I板， l业开关白如且关闭严密：盘车装

'fl要保持良好，气预热银发生火灾时~及时隔绝及盘

平． 在低负何必燃汹期间．连续吹￥.

a）管逝去我符合天然’（lj'f迫安全要求，远离高温
设备和管道，保路？？边防护汹漆良好，发现脱落及时
补充．

b）加强天然气’l'l'迥'l'l' J哩，建议设备台账，加强管道

9 
天然气』生

天然气泄漏
火灾、 爆炸、中 航测，加强口称巡视检查．

助燃系统 毒和窒息 c）天然气系统的作业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纳入重

点防火范｜斜管理，区域内动火办理一级动火工作票， 保
证良好迦风．

d）卖给·可燃气体消漏拟铃仪及}JIJ强日常监测．
e）在路口行车辆通过的地方，对甘迫进行防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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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区域或作业

主要危险源 存在风险 主要控制措施
活动

a）停止给煤机运行，切断电源并挂“有人工作、禁
LI:合阔” 工作牌，同时办理工作票孚续．

发生卡煤、蜻煤 机械伤害、 物体
b）检修过程中，平台下不衔，站人， 平台下方人员应

10 给煤机 远离．
疏通作业 打击

c）检修人员在内部消煤作业前， 应关闭给煤机上闸

板， 同时对给燃机下煤口i进行封闭．

d）系好安全带，并采取可靠地防滑防摔措施

a）使用前对电动工具进行检查测试，不合格的工具

电动工器具漏电 触电
禁止使用．
b）使用电动工具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c）使用砂轮机应戴好防护眼镜

a）起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由起重作业人员负责
指挥， 其他人员不得指挥， 参加人员发现问题都有权耍

求停止作业．

b）使用前应进行检瓷，钢丝绳不得有断丝现象， 制

作业中的起重设 起重伤密、 物体
动装置应灵活好用．

c）起重作业应由特种作业人员负责指挥，其他人员
各伤人 打击

不得指挥， 参加人员发现问题都有权要求停止作业．

d）在人员i盛行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应设专入监护和

11 
输煤设备 栏籽，禁止通行．

J险修 e ） 在起吊孔的位置应有专入监护及设围栏， 站在起

吊孔位置边上作业人员应戴好安全带

a）带入枪修现场的起重t普普具陆经过检验合格， 起

重设备的保护装置应可报．

高处坠落、起重
b）起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肉，囱起重作业负责指

高处作业 掷，其他人员不得指挥，参加人员发现问题都有权要求
伤害、物体打击

停止作业．
c ） 作业前将作业面用跳扳铺平，去防完好．
d ） 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a）吊氧气瓶和乙烧瓶应分开吊运，利用特制的例筐

氧气、乙：快瓶之
爆炸

吊运．

间安全距离过小 b）使用氧气、 乙快，相隔距离在 8m 以七

c）严禁使用不合格的工具

一 垃圾焚烧炉系统- 一
炉腔正压 灼烫

制定措施维持锅炉负压运行，锅炉入孔门应关闭并锁

定，远离锅炉观察孔

12 进料口 a）履行作业审批程序．
入口培料清理 高处坠落 b）祭止直接站在料口内捅料， 搭设固定在料U边缘

的踏板上工作，作业人员应使用安全带 ｛防坠器）

炉膛温度低于 燃烧产生＿＿.：＿嗯
a）严格披要求控制炉防燃烧混度．
的飞灰按国家标准定期检测．

850℃，烟气停留 英、污染环境、中
c） 活性炭吸附。

时间低于 2s 海
d）飞灰进行稳定化处现，规范.tj'i组

13 垃圾焚烧炉
a） 飞灰妓’ GB 1 8485 规定定期检测．

飞灰处置不当 污染环挠、 中海 b ） 飞灰密闭运输．

c）飞灰进行稳定化处理，规范填埋

高掘烟气 灼烫、火灾 维持炉胞负压运行，禁止运行中打开人孔门

5 



DL I T 1843- 2018 

表 1 （续）

仔号
l泛域或作业

主要危险源 布在风险 主要控制措施
活动

a）作业人员j主持证上岗．

b）作业前应检查个人防护用品的有效性。

c）大型脚手架搭设应有施工技术措施和安全措施并

梅、拆j向于织作 高处坠落、物体
经过审核批准．

d）脚孚然搭设前需进行区域隔离禁止人员进入或~
斗k 打击、胡塌

行作业区域．

e）作业人员的工具应做好防止坠落的措施．

f）脚手架格设完成后应经过验收合格签字并挂牌方
可使用

a）工~器具良好并做好防坠落措施．
13 拉圾焚烧炉

高处坠落、物体
的作业区域下部有围栏或其他隔离措施，有人监护。

高处作业 c）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打击、树塌

d）严格放照胸j手架的承载能力设贸作业人员数悦和
放置材料

a）正确穿戴防止灼伤的专用〈防烫伤作业服）防护

J I~~~. 

运行中除焦及停
灼烫、高处落 的做好手在焦造成炉膛反正的安全措施．

物、物体打击、胡 c）作业前将作业面用跳板铺平，安防完好．
运后除焦 ta d）做好焦块掉落的风险措施．

e）作业区域下部有围栏，可装设其他保护装窍，有
入监护

割、拆受热而甘 高处坠落、物体 a）正确穿戴防腐蚀、灼伤的劳动防护用品．
排 打南、起重伤害 b）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高处坠落、物体
c）起草设备使用前应进行检查，钢丝绳不得有断丝

去装、焊接管排 现象， 保护装置可靠．
焚烧炉“四 打击、起重伤害

d）起草作业应由起草作业人员负责指挥，其他人员14 'i'l' ” 
不得指挥， 参加人员发现问题都有权要求停止运行．

高处坠落、物体
e）在人员通行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应设专人监护和1

吊装管排 栏杆， 禁止通行。
打击、起重伤富

。在起用孔的位置应有专入监护及设围栏，站在起
吊孔位置边上作业人员应戴好安全带

a）使用电动工具j当使用漏电保安楼（选漏电电流为
IOmA 的漏电保安器），带入容器的电动工具应检查电
动工具的完整性．

不正确使用工苦苦
触电、机械伤害

b）容器内作业使用照明不超过 t2V，进入容器前和

具 作业过程＆.装设不间断的通风装置，设专入监视．

c ） 工作，，，挟扳手的人不要正对打锤人，应在侧丽挟

好，打锤不许戴手套．
d）在孔洞处作收．应设防护栏或防滑益扳

压力容器及管 a）准备好消防器材， .1t-设专人盹护．
15 的容器内作业应穿绝缘靴， 戴绝缘皮孚套．道法刊、 阀门

c）容器内进行气割草草l焊接作业时，电焊线应架空，
焊接作业 火火、爆炸

电焊线不得与容器内壁接触，同时电焊线不得与乙烧、

氯气管接触； 气节在j时要检查气管不应有漏气现象：气割
结束，要关好各气门

a）进入容器前，将容器和连接的管道、设备、疏水

容操、管道残余
管和旁路管等llf靠隔断， 并将被隔断的阀门上锁，挂上

灼烫 警示牌。
蒸汽或热水

的进入前须将容器内的汽水放掠，在松开法兰螺栓
时，应小心避免正对法兰站立，以防烫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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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

1¥吨
区域或作业

斗4必危险源 存在风除 主要位~~IJ倍施
活动

a）作业前将作业面用跳板铺平，去防完好．

高处势能
高处坠落、物体 b｝尚处作业人员应系安~m.

打击 c）作业区域下部有围栏．可装设其他保护装置，有

消理烟道、民
入监护

16 边，拆除烟、 a）执行有限空间作业措施，包括通风、防护、检

风逍保温 测、照明、通信、应急救援措施并经审批．
炯迫、风道内作

中瓷、雪是息
b）定时测量有毒、 -(Ej＂鲁气体，并做好测量记录．

、I~ c）正确穿戴防止中部、骂Z息的专川防护用品．

d）炯道内作业， 应有一人在外经常和1：刷道内工作人
员保持联系

a）严续进入异常机械运行区域．

设备俗仇’运行 机械伤害、触也
b）对异常运行的机械在威胁入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

立即停止设备运行．
c）带病运行中加装隔离措施

a）设备检修前， 应切断电源， n上警示牌．
17 转动设备 b）在机械完全停止以前，不得ill:行修理工作．

c）检修人员不允许自己进行试运行操作：应办理试

防护辈辈rt缺失 人身伤害
i三股东悦，转运设备启动时用灿在转动机械的输向位

'i'J.. 
d）转动机械检修完毕后， 转动部分的防护装置l监牢

园地装生l.
e）运行中防护装置缺失. :I曾加隔离措施

四 烟气处理系统

a）加强对氨水接卸系统的U常检盒，接卸氨水前做

J/.f防止氮水泄漏的措施．
b）氮水发生泄漏时，作业人员应当使用正压式呼吸

接卸系统氮水泄
氮水腐蚀和灼伤

糕和l防峻碱作业服进入7llt漏现场lit行操作．
漏 c）关闭输送氮水的传迫问川、切断泄漏源，采取措

t19i耻行隔离旦旦抢修．
d）抢修结束后对泄漏现场进行消消处理，防止次生

18 脱硝系统 节严故的发生

氮水；军发 腐蚀和l灼伤
a）氯气收集装置完好．
b）氮水储存问通风措施完好

a）保证脱稍等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系统缺陷
烟气氨钗化物超 b）调’应氮水的用量及温度场的选俘．

标、氨逃逸率过高 c）任何环保设备系统放回导致烟气排放不达标立即
停止仲．产

二二氧化硫、氯化
a）保证脱硫反应增、石灰浆系统等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
19 脱硫系统 系统缺陷 氢等酸性气体超标

的任何环保设备系统故陈导致烟气排放不达标立即
造成环境污给

格1主和检修

环搅污染、’fl
a）检测烟气中的粉尘浓度，超标时应进行检查和检

20 布袋除尘器 ,(p袋破损 修．
毒、粉尘

b）定期检查和更换布－袋

雾化部 （继〉装 物体打击、机械
a）作业区域下都有闺栏， uf辈革设其他保护装置，有

21 脱酸反应站 入监护．
卸 伤害

的 工器具良好；在孔洞处作业， j假设防护栏

7 



DL I T 1843 - 2018 

表 1 （矮〉

rt-哈
ix:城或作业

主~危1均源 存在风险 主要战制措施
活动

消现罐A哇 尚处坠落、粉尘
a) jf.确穿戴防粉尘的劳动防护JU~~ •

b）尚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21 脱酸反应培

分配器更换 物体打击
作业区域下都旬国栏，可装设其他保护装置，有人监

护

物料装饲J 高处坠落、粉尘
a) iE确w戴防粉尘的劳动防护用品．
b）向．处作收入员应系安全111

22 活性炭系统 a）设｝~＇.通风除尘装置．
军问粉 g主 翅

粉尘爆炸 b）设备、管道做好消除盼咆拍’施．( -tn: ）标
c）保持现场赠活

设备泊J!ll. 粉尘 正确穿戴防粉尘的劳动防护JU A白

23 石灰浆系统 尚处坠落、机械 a）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倍．
设备检修

伤＇.！； b ） 玉器具良好、在孔洞处作业， 应设防护栏

灰扫雪.＆渗滤液处理系统

a）车辆驾驶人员符证上肉．
b）保证山渔间照明满足妥求．

运输车辆 车辆伤w c）设置规范的行车路线，设咒防J黛t段，设立人员同
行隔离边也．

d）跨越道路的管道，应设咒限商标，共和l防撒设施

24 
炉豁出渣

高温炉滔烫伤 灼烫
a）严禁；高溢炉滔吊Ill渣坑．

和运输 b）溃坑四周设置不低于 l.2m 的固拦

a) f在特种设备管理要求保证炉滥起蓝机械安全可

物体打击、高处
都．

吊＇f-运行、检修 b）检查作业现场上部有无乎在物的可能．
坠落

c) 1：作地点下部设有国栏，专入监护．

d）而处价＝~~人员应系安全带

a）车辆驾驶人员持证上！快~ • 

飞灰楼合 运输车辆 车辆伤密
的设置规范的行车路线，设立防J童墩，设立人员l司

行隔离通道．25 
和运输 c） 飞灰运输满足危除废物运输管到条例

川铲车装4二 车辆伤害 使川j铲车装车时，车辆周围不得有人走动

飞灰输送、存
a） 运行控制执行 GB 18485. 

飞灰扩散污染环 b） 厂内临时存放执行GB 18597. 
26 储、稳定化和l tb( 

境 c）达到J GB 16889 要求为叮外运．
输送过程

d）蚕托处置的单位妥求具备处置资质

a) fJJi处理池进行密封．

27 
rl泌液预 产生的有都有3 巾毒、窍息、爆 的配备有岱气体检测仪并也则迦视．

处理系统 气体泄漏 约－ c）用拟l风机将产生的气体拍到士在极仓后进入锅炉焚

烧

28 
渗泌液回啧 产生的有心句：每 中王军、窒息、爆 a）设备无腐蚀、渗漏．

系统 气体泄漏 炸 b）配备有3气体检测仪.1t-定期巡砚

29 
渗滤液生化

现场巡视 窒息、溺水
a）牛．化处理池进行密封．

处理系统 的配备何得气体检测仪并定期巡悦

30 浴泌浓处理问 设施以I洗作业 高处坠落、溺水
a）配备-H.岱气体检测仪并定期巡视．

的有.ii!i风防爆措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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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区域或作业

主要危险源 存在风险 主要控制措施
活动

六 汽轮发电机及汽水系统

a）设立独立的转速测量系统并能iE确显示和反馈．

b ）严格按有关规定检查、检修汽门 ， 提高检修质
盘，消除主汽门、调速汽门和抽汽止国门、 DEH 系统
伺Hbt阀等的卡涩或泄漏．

c）完善并做好调节系统的各项定期试验工作，其中
包括汽门严密性试验、危急保安器动作试验，及各汽门

（含向动主汽门、商热主汽门、高中ff调速汽门和抽汽

汽轮机训速系统 汽机超速毁坏，
11~回门）活动试验、 甩负荷试验等．

31 汽轮机本体 d）严格；险查对轮螺栓，保证正帘紧回．
故院或人员误操作 机械伤古

e）所有超速保安装置应按规定定期检查试验， 确保
完好并正常投入（含机械超速、电超速保护等〉．

f）做好机组大联锁试验，确保正确无误．

g）调节系统的改进应经充分论证和专家评审，确保
安全可靠。
h）汽轮发电机组停机时应先打闷后解列．
i）确保透平油、抗燃油泊质含格．
j）定期位查和试验 DEH 系统功能

a）对同期回路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校核， 条件允
许时进行模拟断路器的孚动准同期及自动准同期合
闹试验，同时检查整步表与自动准同期装置的一致

性．
b ) fjjj送电试验或发－变纽带空载母线升压试验． 校

发电机同期装置
核同期电压检测二次回路的正确性，并对整步表及｜司期

发电机烧坏、系 检定继电器迸行实际校核。
32 发电机 设备故陈i:£人员误

统不稳定 c）假同期试验，进行断路器的手动准同期及自动准
操作

同期合闸试验，同期继电报闭锁试验， 检查m步表与臼

动推｜司期装置的一致性．
d） 断路器各操作控制二次回路电缆绝缘满足要求．

e）核实发电机相序与系统相序一数．
f）发电机自动核准同期并网时应先在“试验”位置

检查魁最表与自动准同期的－致性

a）彼特种设备管理，定期进行锅炉压力容器内检和
外检．

b）鳞作人员将证上肉．
c）执行 DUf 612 和 DL 647 定期对安全阀，压力

表、温度表、水位表等安全附件进行校验．

d）运行中严防锅炉缺水利超温超压发生，严禁在安

全阀解列的状况下运行。

高温高压的水和
e）锅炉热授、联锁、保护系统性能应符合要求： 按

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进行验收，定期校核、检查和管
33 汽水系统 水蒸气泄漏、爆 灼烫

理，严禁在失去保护 F运行．
管，压力斗字母带爆破

f）保证吹灰系统正常投入， 定期吹灰或根据运行参

数变化吹灰．
g) 5-liWl进行金属监督和汽水品质监督工作．
的在外部发生泄漏、爆臂、 压力容器爆破不可控

时 ， 切断汽水系统故障点处来源并采取有效隔离措
施。

j）汽水系统内部发生爆管时，根据情况做出停运

措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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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ff哈
庆域或作斗k

主要危阶源 存在风险 主要控制措施
活动

a）核特种设备管理，定期进行锅炉压力容器内检和

外粉．·
b）操作人员辩证上向．
c）管道安全阀， 压力表、温度表定期进行校验．

d）运行中严防锅炉缺水和超温超压，严禁在安全阀

汽水管道和l 高温高压的水和l
解列的状况下运行。

34 灼烫 e）锅炉热控、联锁、保护系统性能应符合要求，定
承j主部件 水蒸气泄漏

期校核、 价货和管理，严禁在失去保护~ I-"运行。

f）加强1次灰系统的管草草、运行和l维护．注意做好技

入前的充分暖管、保证吹灰苦苦动作可指性和系统内的严
密性．

g）如距离控制室或值班室距离较近，采取防护措施．
的切断水汽来源，并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a）采用钢制轴承箱和组合油管道。
b）汹管道法ι避免使用胶皮垫、塑料垫或石棉纸

垫．

c）消除汹挡渗漏汹。
d）汽轮机头下部热体附近汹管道采取踊热防火指

施，热体保温完好并包好铁皮．

汽轮机~Jr骨汹 润滑汹、抗燃油
e ) ffi.时消除漏点，汽缸}fl.管道保温层辛辛被汹污染应

35 火灾、设备损坏 及时妥善处理．
系统 泄漏

。在主汹箱、 密封泊装置等重要部位装设火灾检测
和灭火设施．

g ） 主油箱事故放油门的配置应符合安全要求，方便
操作．

h）事故油池应消班干净，处于备用状态，汹管道应

畅通．
i）停运润滑油系统、切断轩火点来源

七 也气系统

a）梭盒停电措施是否落实，接地线是否安装完成，
并在上述地点按 “有人工作禁止，合闹”警不炯，！ .

高处坠落、物体
b）脚手架搭设应经过验收合格后使用．

拆 〈接〉引线 c）作业人员应系去全带．
打击、触电

d）作业人员应使用工具袋，工具应用绳子拴牢固防

止掉落，拧螺丝时用力要均匀，防止滑脱．
e）拆下的引线用铜线绑定在一起

a）现场严祭吸烟和动火．
滤油或注汹汹漏 火灾 b）现场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品．

36 变压器区域
c ） 定期位查和消理事故汹坑卵石层

a）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的吊装作业司机应持有特种作业证， 专入监督和寻｜

拆（装）变压器 高处坠落、起草
导伪装作业， 并确保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

c）高处作业人员应使用工具袋， 工具应用绳子拴牢
附件 伤害、物体打击

阁防止掉落，现场作业应戴安全俯．

d ） 吊装作业现场隔离，禁止在起吊重物下面站立或
停留

高处坠落、物体
a）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安全带．

变压器堵漏 b）现场作业1号戴安全帽；高处作业人员应使用t具
打击

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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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j字号
区域或作业

.£~危险源 存{J：风险 主要抑制措施
活动

且）加强对变压器类设备的甘理．
b）对交Bi器和1i感器，按规定和安求进行严格骗
收，使已经明确提出改进捕施的问题在制造、安装、试

l览中加以解决，确保投产ll·t不边贸间类型问题．
c）采取可靠措施，防止变压糖和互感器进水受潮：

防止套管、引线、分接开关引起的可I故．
d ）为防止泊温过高引起变压然绝缘劣化或发生事
战， 应投交J:k器冷却也源中晰的保护袋置： l必装设上层

设备术定期进行
汕lb.＼遇测装置并加强监视．

变压着骨损坏、 咒 。〉变压器的保护应先稀可靠，不准无保护的变压
36 变压器区域 试验和维护，人员

感器爆炸事故 ；传投入运行或继续运行；虫瓦斯保护应投入跳闸，如
误操作

创ii!出 iii;瓦斯保护时， l应放先制订安全惰施，并经批
准．

f）坚持变压器、互感嚣的定期预防位试验，发现问

JI!＆时解决．
g）坚持开展对受压器、同【感缝汹质的色谱分析，发

现异常应跟踪分析． 预测故邸，及时处理．

的按规定完善变压糠的消防讼施并加强管理，防止
由于消防设施不完善或管理不曾在变压揣着火时扩大事

t恢

a）母线上部清扫作业人员J也 ：1斗做好路宅坠落的指

施．
b）办理母线室清扫预试工作珉，隔离作业范围，实

部线在消扫预试 高处坠落、触电
行j跑道管理．

c） 相邻带电设备应装设盼jU的事手告标志．

d）使用的工吉普兵要有绝缘防护，禁止金属部分外

露．
e）作业人员要戴绝缘孚套

a）进入工作现场前应戴好友金帕，穿好工作版。

断则~{t排位修及传 物体打击、机械
的使用角向磨光机时t作人员J也戴防护II良镜。
c）千斤顶使用前校验， 不合格不准使用．

动 伤害
d）安伞阀门的螺栓时，内用撬棍校正，不准用手指

技.ti二

也归＼ !i.~事楼清扫 a）使用电源时不能私拉乱後临时也源，导线采用橡
37 高低压配也室 预试 胶软线，无裸露，摆放规范．

触电 b）电动工具姿有检验合格证，绝缘良好．

rt!.流互感器清扫 c）工器具要按有漏电保护糕，使用人员要戴绝缘孚

预试 -ft: . 
d）工作暂时停止，应关掉也正工共开关

t＇空断路然状态 易发生误操作、 a）定期巡检．

指示1J诙 停电财产损失 b）定期状态核对

操作机构故障
误动作、停电、

>i：期位测和核对
触电

不按停送电程序
进行装设、拆除接 触电 按操作规程正确操作、现场监护
地线

-1' E确使用绝缘
触电

a）定期校验安全用品．

JM~ b) l正确使用橡胶绝缘孚瓷、绝缘，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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