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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梁维、逯之玮、梁明杰、刘凯、刘明旭、袁中锋、甄海源、李康松、王宏义、

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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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山东省地方标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

通则》《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的要求，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国内风险管理相关标准、现

代安全管理理念和医药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风险（以下简称风险）管理经验，融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及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相关要求，结合山东省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编制而成。 

本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山东省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达到降低风险，杜绝或减

少各种事故隐患，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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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工作程序和内容、

文件管理、分级管控效果和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山东省内医药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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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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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DB37/T 2882-2016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 

DB37/T ****-2017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2-2016、DB37/T ****-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如有，请增加本行业的术语与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成立组织机构 

成立公司级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作为领导小组组长，各生产相关专业部门

领导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公司选派工艺、设备、安全、计量等公司专业骨干员工作为工作小

组成员，根据公司专业管理情况，必要时可以外聘相关专业的专家参与公司风险分级管控工

作。 

根据公司的规模适当建立车间级和班组级组织，重在全员参与，让各级员工充分参与到

风险分析、评价和管控工作中来。 

4.2 实施全员培训 

    企业应分层级对员工进行风险分析、评价方法的培训，使各级人员掌握相应的方法，能

够熟练的运用方法来分析评价本单位风险。方法的培训要结合实际，可采用实践练习的方式，

以提高培训效果。培训对象主要包含生产系统管理人员（工艺、设备、安全、计量等专业管

理人员），班组长和生产系统骨干。这些员工是需要具体参与到风险分析、评价工作中来，

掌握方法，并能够带领和引导全体员工参与到风险分析、评价工作中来。每个分析评价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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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组长，企业应重视对风险分析、评价小组组长的培养，小组组长的能力直接关系到该单位

风险分析、评价的效果。 

    企业应组织对分析、评价出的结果及相应管控措施分层级进行全员培训，从公司高层到

基层员工都需要根据围绕自身的岗位职责掌握和了解相应的风险点信息。 

    公司高层需要掌握公司级管控风险点所在，掌握自身挂靠风险点的重点管控措施，了解

公司级管控风险点的管控要求。 

    管理部室专业管理人员要掌握公司级管控风险点所在，掌握本专业需要具体执行和监督

执行的管控措施，了解与专业工作紧密相关的风险点控制措施。 

    车间管理人员要掌握本车间区域内的公司级和车间级管控风险点信息（包括风险点包含

的范围、等级、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控制措施），了解班组级管控的风险点信息。 

    班组长需要掌握所负责班组的风险点信息，了解车间级风险点管控信息。 

    岗位员工需要掌握本岗位的风险点信息，了解本班组的风险点信息。 

    相关培训过程做好记录，对培训效果进行验证。 

4.3 编写体系文件 

    企业要建立《风险管控制度》，制度中明确目的、职责、范围、工作程序、分析评价方

法和准则、具体管控要求等。编制作业指导书，并形成风险点清单、作业活动清单、设备设

施清单、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记录、安全检查表分析（SCL）评价记录、风险分级管控

清单、危险源统计表等有关记录文件。 

5 工作程序和内容 

5.1 风险点确定 

5.1.1 风险点划分原则 

    医药化工以间歇生产为主，风险点划分的目的是便于企业实施分级管控，所以企业应根

据生产特点、组织机构等情况将生产活动、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风险点。一个风险点由一个或

多个活动，一台或多台设备组成。针对医药化工间歇生产的特点，风险点通常既包含人的活

动也包含设备设施。 

    对于相对连续化的生产工序，或一个岗位的人员在一个区域或场所内从事多项作业活动

和操作，可根据设施、部分、场所或区域进行划分。例如：蒸馏回收设施 、MVR 设施、蒸

馏岗位、包装区域、装卸站台等。（具体范例可见附录 A中表 A1） 

5.1.1.1 操作及作业活动 

医药化工多以操作和作业活动进行风险点划分，操作和作业活动又可分为常规活动和非

常规活动。例如：操作活动包括备料操作、氢化工序（岗位）操作、缩合工序（岗位）操作、

离心作业、干燥工序、整粒工序、污水处理工序、溶剂回收工序、分析操作工序等；作业活

动包括：更换滤芯作业、清理集尘器、取样作业、装卸车作业等。 

5.1.2 风险点排查 

5.1.2.1 风险点排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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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排查的内容应包含公司生产经营的全部区域、场所、装置（设备）、活动。区域

和场所是指该区域、场所的设备、装置以及在这个设备和场所中所进行的活动。生产经营活

动包括常规活动和非常规活动。医药化工企业中常规活动包括工艺的操作、设备的操作、包

装的操作、分析的操作等，非常规活动包括检维修作业、特殊作业、清洁现场、开工、停工、

回收品处置等。装置（设备）如果需要人为操作，建议将装置（设备）和所相应的操作（作

业）活动统一定为一个风险点。 

5.1.2.2 风险点排查的方法 

风险点的排查应先明确各级组织（车间、班组等）所负责的区域、场所、装置和活动，

之后再根据功能、类别、大小等要素，结合企业实际管控层级进行详细的划分。 

按照功能划分风险点，可将同一目的活动划分为一个风险点。例如缩合工序、氧化工序、

纯水制作工序、分离工序、干燥工序、粉碎工序、废弃物处置等。 

按照类别划分风险点，可根据装置或设备的类别进行划分，例如反应器类、储罐类、离

心机、精馏塔、双锥干燥器等。 

划分风险点要充分考虑风险点的大小，风险点过大，其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较多，所确定

的风险点管控等级会过高，会形成都是重点的情形，从而忽略了真正的高风险所在。风险点

划分范围过小，致使企业的风险点数量增多，致使企业管控难度增大，不利于各级人员对控

制措施的掌握。所以风险点的大小划分要充分考虑到各单位的组织结构、职责划分、功能区

域等要素。 

5.2 危险源辨识 

危险源辨识要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原则开展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

全员参与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要考虑到生产经营的各生命阶段，各个环节、不同时间点

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要系统和全面，就要根据不同的辨识对象选择合

适的方法。 

5.2.1 辨识方法 

     当对以人的操作或作业为主体的作业或操作活动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时，采用工

作危害分析法（JHA），此分析方法是按照操作和作业的顺序将工作和作业活动分成若干个

步骤，并逐个对各个作业步骤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作业活动范例见附

录 A2） 

 对装置、设备等，以物本身为主体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时，采取安全检查表（SCL）

分析法。此分析方法是将设备、设施按照结构、功能等进行划分若干个单元，并逐个对单元

查找危险、有害因素，并确定查找的标准。 

 当对工艺过程，尤其是高危工艺、单体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装置可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研

究方法（HAZOP）进行工艺安全分析。 

5.2.2 辨识范围 

（1）规划、设计和建设、投产、运行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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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规、非常规和异常活动； 

（3）事故及潜在的紧急情况； 

（4）所有进入作业场所的人员的活动； 

（5）原材料、产品的运输和使用过程； 

（6）作业场所的设施、设备、车辆、安全防护用品； 

（7）人为因素，包括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8）丢弃、废弃、拆除与处置； 

（9）气候、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等。 

5.2.3 危险源辨识 

5.2.3.1 JHA 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和要求： 

（1） 以班组或工序、岗位为单位，将其所涉及的作业活动，填入《作业活动清单》； 

（2） 确定（或选择）待分析的作业，明确参加分析、评价人员； 

（3） 将作业划分为一系列的步骤。操作过程的描述注意要以操作者为中心进行描述，

描述与实际操作相符；如果有操作规程，应按照操作规程的描述，将操作目的相同的操作划

分为同一操作步骤；注意不要忘记辅助性操作步骤。根据经验，一项作业活动的步骤一般不

超过 10 项，如果作业活动划分的步骤实在太多，可先将该作业活动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进

行危害分析；保持各个步骤正确的顺序，顺序改变后的步骤在危害分析时有些潜在的危害可

能不会被发现，也可能增加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危害。 

 例如：需要将 100kg 的料包用电动葫芦吊起，然后运至反应罐口，解开料包出料口，让

物料落入反应罐内。这一个操作过程是以投固体料为目的的，所以划分为一个操作步骤。如

果将这个操作分别划分为吊料、运料、投料三个步骤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会降低工作效率。

如果和之后的液体投料合并为同一操作步骤的话就容易在第二部分危害辨识环节发生漏项。 

（4）辨识每一步骤的潜在危害。这一过程容易出现危害辨识不全面的问题，究其根源主

要是由于步骤划分和描述不准确，或和分析人员的知识、能力、经验有关系。 

（5）危害因素产生的主要后果。后果描述主要是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器工具伤害、

起重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锅炉爆炸、容器爆炸、爆炸、中毒、

其他伤害（扭伤、跌伤、冻伤、咬伤等）、质量事故、停工、环境污染（厂房周边，厂区内，

厂区外）、（19）财产损失；其它伤害的种类：挫伤、创伤、刺伤、擦伤、骨折、脱臼、烧

伤、冻伤、腐蚀、听力损伤、中窒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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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后果的描述要做到“表象+后果”。例如：丙酮的泄露可能会引发火灾或爆炸，这

时要描述这一后果时不要单独的描述“火灾、爆炸”，而应准确的描述后果“丙酮遇火源可

燃烧发生火灾，泄漏的丙酮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预火源可能会发生火灾、爆炸。” 

注意描述主要的后果和直接后果，例如有火灾、爆炸的风险后就不要再描述财产损失等风险

了。 

5.2.3.2 SCL 分析方法的基本步骤和要求： 

（1）既要分析设备设施表面看得见的危害，又要分析设备设施内部隐藏的内部构件和工

艺的危害。 

（2）对设备设施进行危害识别时，应遵循一定的顺序。大而言之，可以先识别厂址，考

虑地形、地貌、地质、周围环境、安全距离方面的危害。厂区内可以先识别平面布局、功能

分区、危险设施布置、安全距离等方面的危害，再识别具体的建构筑物等。对于一个具体的

设备设施，可以按照系统一个一个的检查，或按照部位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或从前到

后都可以。形成设备清单，对设备清单逐个进行分析。（设备清单范例见附录 A3） 

（3）分析对象是设备设施、作业场所和工艺流程等，检查项目是静态的物，而非活动。

故此所列检查项目不应有人的活动，即不应有动作。 

（4）检查项目列出后，还要列出与之对应的标准。标准可以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可以

是行业规范、标准、本企业的有关操作规程、工艺规程或工艺卡片、设备说明书的规定。检

查项目应该全面，检查内容应该具体可操作，达不到标准就是一种潜在危害。 

5.2.3.1 HAZOP 分析的基本步骤和要求： 

（1）选择一个子系统，即节点（Node）； 

（2）应用“引导词”找出可信的偏离正常工况的情形； 

（3）找出导致偏离正常工况情形的原因； 

（4）在不考虑现有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确定可能导致的最终后果； 

（5）找出现有安全保障措施； 

（6）提出必要的建议措施，以消除或控制所发现的问题； 

（7）重复应用“引导词”； 

（8）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完成所有的节点。 

 

5.3 风险评价 

5.3.1 风险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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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化工企业宜选择风险矩阵分析法（LS）、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等方法对

风险进行定性、定量评价。分析对象是人的操作或作业活动建议采取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

（LEC）。分析评价结果要填写工作危害分析评价记录（见附录A中表A4）和安全检查表分析

评价记录（见附录A中表A5）。 

5.3.2 风险评价准则 

医药化工企业在对风险点和各类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价时，至少应考虑人、财产和环境三

个方面存在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明确事故（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严重性和风险度取值标准，确定适用的风险判定准则，进行风险分析，判定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判定应遵循从严从高的原则，各企业根据本企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行制定，具体

包括：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设计规范、技术标准； 

    ——本单位的安全管理、技术标准；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等； 

——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相关方的诉求等。 

5.3.3 风险评价与分级 

危险源辨识完成后，应对潜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依据风险判定准则对风险度进行分

析判断，确定风险等级。风险一般分为 5 级。 

E 级\5 级：稍有危险（或可忽略风险）。目前对该危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措施能够有效的

控制其风险，该风险处于可接受状态。员工应引起注意，基层工段、班组负责控制管理，可

根据是否在生产场所或实际需要来确定是否制定控制措施及保存记录。需要控制措施的纳入

风险监控。 

D 级\4 级：轻度危险（可以接受或可容许的风险）。目前对该危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措施

能够有效的控制其风险，该风险处于可接受状态。车间级应引起关注，负责危险源的管理，

并负责控制管理，所属工段、班组具体落实；不需要另外的控制措施，应考虑投资效果更佳

的解决方案或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改进措施，需要监视来确保控制措施得以维持现状，保留记

录。 

C 级\3 级：显著危险，需要控制整改，要增加必要的控制措施。部（处）室级（车间上

级单位）应引起关注，负责危险源的管理，并负责控制管理，所属车间具体落实；应制定管

理制度、规定进行控制，努力降低风险；应仔细测定并限定预防成本，在规定期限内实施降

低风险措施。在严重伤害后果相关的场合，必须进一步进行评价，确定伤害的可能性和是否

需要改进的控制措施。 

B 级\2 级：高度危险，应制定必要的工程技术控制措施，并进行控制管理。（公司或厂)

级应重点控制管理，由各专业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具体落实。当风险涉及正在进行中的工

作时，应采取应急措施，并根据需求为降低风险制定目标、指标、管理方案或配给资源、限

期治理，直至风险降至可接受或可容许程度后才能开始或继续工作。 

A 级\1 级：极其危险（不可接受风险或不容许风险），应立即整改，不能继续作业。只

有当风险已降至可接受或可容许程度后，才能开始或继续工作。 

5.3.4 确定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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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是指该风险点的固有风险，重大风险的确认是为了企业确定风险点等级的需

要。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 

——发生过死亡、重伤、职业病、重大财产损失的事故，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

在的； 

——根据GB18218评估为重大危险源的储存场所；  

——运行装置界区内涉及抢修作业等作业现场9人以上的； 

——相关方投诉涉及事故隐患的； 

——涉及危险工艺的工序； 

——涉及剧毒化学品产生和使用的工序； 

——可能导致一个或多个产品异常停工并造成一般及以上事故的设施、活动。 

5.3.5 风险点级别确定 

风险点级别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

色标识。风险点的级别由其中的危险、有害因素的最高风险级别确定。 

——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级别为 A 级/1 级、B 级/2 级则其所在风险点可确定为重大风险； 

——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级别为 C 级/3 级则其所在风险点可确定为较大风险； 

——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级别为 D 级/4 级则其所在风险点可确定为一般风险； 

——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级别为 E 级/5 级则其所在风险点可确定为低风险。 

  例如：将缩合工序作为一个风险点，其中备料作业活动的向易燃液体中投放固体物料

这一步骤中存在“固体物料投料过程发生静电放电”B 级风险（高度风险）的危险有害因素,

因此缩合工序这个风险点的级别应确定为重大风险。 

5.4 风险控制措施 

5.4.1 控制措施的选择原则 

控制措施首先要考虑工程技术措施，然后是管理措施、教育培训措施和劳动防护措施，

要有对该危险有害因素在异常和事故状态下的应急措施。C级\3级及以上风险的危险有害因

素要制定相应的工程技术措施。 

5.4.1.1工程技术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基于工艺自身的技术要求，例如温度操作上限、滴加速率、投料方式、原料取代等； 

——基于过程控制的设备设施，例如工艺参数的检测设施（温度计、压力表等）、报警

和人员干预设施、安全仪表系统、惰性气体保护系统、物理保护（释放系统）、释放后的物

理保护（围堰、防火堤等）等工程技术类控制措施； 

——基于设备自身检修维护的措施，例如：润滑要求、检维修要求、检验检测要求等； 

——基于对危险的警示和提示标志、警示语、危险性告知、操作提示牌等； 

——基于对工艺过程以外的操作和作业的工程技术措施，包括：动火作业的气体检测，

登高作业搭设脚手架，临时用电作业的一机一闸一保护、挂牌上锁的要求，抽堵盲板作业的

加设盲板位置分析等。 

5.4.1.2管理措施。管理措施包括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文件中的管理要求，例如：维

护保养的要求、巡检的要求、复查核对的要求、记录的要求、监护的要求、清洁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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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3劳动防护措施。主要指员工个人劳动防护设施，包括防毒口罩、防尘口罩、防

护手套、防护眼镜、安全帽、防化服等。 

5.4.1.4应急措施。主要指该危险有害因素发生异常和事故状态下的控制措施。控制措

施内容参考该工序或场所的《现场处置方案》，措施内容要具体而直接，主要是现场员工应

采取的紧急措施。 

5.4.2 控制措施实施 

    5.4.2.1 通过落实改进和新增控制措施，降低危险有害因素的风险。企业应对改进和新

增的控制措施形成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要求、负责人和完成时间。 

5.4.2.2通过分级实施《隐患排查治理清单》所涉及到的各项排查内容，确保控制措施

达到效果。企业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落实公司、车间、班组、岗位各级管理层级的检查内

容。 

5.4.2.3通过定期组织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评审，确保体系的有效运行，风险点受控。 

5.5 风险分级管控 

5.5.1 风险分级管控的要求 

风险分级管控是根据风险点等级的划分，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实施不同层级的管控，从

而使控制措施得到有效的执行，注意上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级应同时负责管控，逐级落实

具体措施。 

应结合企业自身的机构设置，合理确定风险的管控层级。通常可分为四个级别进行管控： 

——重大风险由公司级管控即实施公司、车间、班组、岗位四级管控； 

——较大风险由车间级管控即实施车间、班组、岗位三级管控； 

——一般风险由班组级管控即实施班组、岗位二级管控； 

——低风险由岗位管控即实施岗位一级管控。 

 

5.5.2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风险辨识和评价后，应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附录A.6，包括全部风险点和风险信

息），逐级汇总、评审、修订、审核、发布、培训、实现信息有效传递。 

5.5.3 风险告知 

企业应将风险点的信息在生产区域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司级公示A级/1级、B级/2级

风险点名称、位置、负责单位、风险点等级；车间级在本单位区域显著位置公示本单位A级

/1级，B级/2级，C级/3级风险点名称、位置、负责班组、风险点等级。 

班组要将风险分析、评价的结果及控制措施对员工进行告知，告知要便于员工学习和获

取。告知可采取学习手册、展板等形式，告知内容包含岗位的危险有害因素，可能产生的后

果，相应的控制措施及风险等级等。 

6 文件管理 

企业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至少应包括风险管控

制度、风险点登记台账、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记录，以及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危险源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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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等内容的文件化成果；涉及A级/1 级，B级/2 级风险时，其辨识、评价过程记录，风险

控制措施及其实施和改进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7 分级管控的效果 

通过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企业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每一轮风险辨识和评价后，应使原有管控措施得到改进，或者通过增加新的

管控措施提高安全可靠性。 

——完善重大风险场所、部位的警示标识。 

——涉及重大风险部位的作业、属于重大风险的作业建立了专人监护制度。 

——员工对所从事岗位的风险有更充分的认识，对危险有害因素的控制措施能够

得到更加有效的实施，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 

——保证风险控制措施持续有效的制度得到改进和完善，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加强。 

8 根据改进的风险控制措施，完善隐患排查项目清单，使隐患排查工作更有针对性。持续

改进 

8.1 评审 

企业每年至少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或更新。 

——变更风险管控。企业应及时对变更事项，新改扩项目在活动发生前或装置运行前进

行危险源的辨识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点等级。 

——企业应根据自身组织特点，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要素维护或系统维护。 

——企业应每3年对系统各要素进行全面的更新和评审。 

8.2 更新 

企业应主动根据以下情况变化对风险管控的影响，及时针对变化范围开展风险分析，及

时更新风险信息： 

——法规、标准等增减、修订变化所引起风险程度的改变；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危险源的再评价； 

——组织机构发生重大调整； 

——补充新辨识出的危险源评价；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调整。 

8.3 沟通 

医药化工企业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风险管控沟

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风险信息，树立内外部风险管控信心，提高风险管控效果和效率。重

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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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风险点登记台账 

**公司**车间风险点清单 

（记录受控号）单位:XX车间                                                                         No：4 

序号 风险点名称 类型 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 区域位置 所属单位 备注 

001 缩合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中毒 5厂房三楼 XX车间  

002 离心工序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 5厂房一楼 XX车间  

003 氢化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 5氢化厂房 XX车间  

004 触媒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灼烫 5触媒厂房 XX车间  

005 水解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中毒 5厂房二楼 XX车间  

006 酰化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灼烫 5厂房二楼 XX车间  

007 离心工序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 5厂房二楼 XX车间  

008 包装工序 作业活动 物体打击 5厂房一楼 XX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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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蒸氨工序 作业活动 中毒、灼烫 5厂房一楼 XX车间  

010 汽提工序 作业活动 中毒、灼烫 5厂房一楼 XX车间  

011 拆分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中毒 6厂房南侧 XX车间  

012 消旋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 6厂房南侧 XX车间  

013 离心工序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 6厂房北侧 XX车间  

014 浓缩工序 作业活动 化学灼伤、灼烫 6厂房南侧 XX车间  

015 投料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 6厂房东北侧 XX车间  

016 母液处理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 6厂房北 XX车间  

017 脱甲基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 7厂房 XX车间  

018 氯甲烷回收工序 作业活动 火灾、中毒 7回收区域 XX车间  

019 浓缩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 7厂房 XX车间  

020 扒炭工序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 7厂房 XX车间  

021 结晶工序 作业活动 灼烫 8厂房四楼 XX车间  

022 干燥工序 作业活动 粉尘爆炸 8厂房二楼 XX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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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离心工序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 8厂房三楼 XX车间  

024 粉碎工序 作业活动 粉尘爆炸 8厂房二楼 XX车间  

025 包装工序 作业活动 物体打击 8厂房一楼 XX车间  

026 纯化水工序 作业活动 化学灼伤 8厂房二楼 XX车间  

027 MVR工序 作业活动 化学灼伤、灼烫 **车间 MVR厂房 XX车间  

028 开工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火灾、

爆炸、中毒和窒息、化学灼伤 
各班组 XX车间  

029 停工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火灾、

爆炸、中毒和窒息、化学灼伤 
各班组 XX车间  

030 动火作业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触电 各班组 XX车间  

031 受限空间作业 作业活动 中毒和窒息、化学灼伤 各班组 XX车间  

032 登高作业 作业活动 高处坠落、触电、其他伤害 各班组 XX车间  

033 临时用电作业 作业活动 触电 各班组 XX车间  

034 抽堵盲板作业 作业活动 化学灼伤、机械伤害 各班组 XX车间  

035 吊装作业 作业活动 起重伤害 各班组 XX车间  

036 设备检修作业 作业活动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火灾、

高处坠落、中毒和窒息、酸碱灼伤 
各班组 XX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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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装车作业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化学灼伤、中毒 物控组 XX车间  

038 卸车作业 作业活动 火灾、爆炸、化学灼伤、中毒 物控组 XX车间  

039 分析取样操作 作业活动 化学灼伤、中毒 实验组 XX车间  

040 污水处理 作业活动 中毒、化学灼伤、淹溺 污水组 XX车间  

041 压风供应 作业活动 物理爆炸 动力组     XX车间  

填表人： 刘凯                         审核人：梁明杰           审核日期：  2017 年 4 月 6 日 

（此表是初步划分风险点时的记录表格。可能导致事故类型：参照 GB644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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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作业活动清单 

**公司**车间**组作业活动清单 

（记录受控号）单位:**车间**组                                                                        No：1 

序号 作业活动名称 作业活动内容 岗位/地点 实施单位 活动频率 备注 

1-1 脱甲基反应 中间体备料，用电动葫芦转移到指定位置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脱甲

基岗

位 

1-2 脱甲基反应 将 XXL高纯盐酸用泵转移至脱甲基罐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3 脱甲基反应 开脱甲基真空系统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4 脱甲基反应 开紧急排气吸收系统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5 脱甲基反应 开盐酸排气吸收系统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6 脱甲基反应 用电动葫芦从罐口投 A固体 XXKg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7 脱甲基反应 气密性检测和氮气置换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8 脱甲基反应 启动氯甲烷回收系统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9 脱甲基反应 缓慢升温至 XX℃、压力 XXMPa，反应 2小时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10 脱甲基反应 反应温度控制在 XX℃、压力控制在 XXMPa，反应 11小时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11 脱甲基反应 反应结束降温至 XX℃以下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1-12 脱甲基反应 降温结束后用氮气压料至浓缩罐 脱甲基岗位 **组 频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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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业活动名称 作业活动内容 岗位/地点 实施单位 活动频率 备注 

2-1 浓缩反应 用真空吸入脱甲基液约 6000L进入浓缩罐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浓缩

岗位 

2-2 浓缩反应 升温减压浓缩，温度不超过 XX℃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3 浓缩反应 反应结束加纯化水稀释溶解，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4 浓缩反应 投入 XXKg活性炭，控制温度在 XX℃进行脱色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5 浓缩反应 浓缩打料泵打入二次脱色罐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6 浓缩反应 脱色液压滤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7 浓缩反应 清理压滤机，收集废活性炭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8 浓缩反应 清洗设备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2-9 浓缩反应 取样分析 浓缩岗位 **组 频繁进行 

3-1 开工 单机试车 所有岗位 **组 特定时间进行 开工 

3-2 开工 联动试车 所有岗位 **组 特定时间进行 

3-3 开工 动力供应 所有岗位 **组 特定时间进行 

3-4 停工 动力停供 所有岗位 **组 特定时间进行 停工 

3-5 停工 更换滤布（滤芯） 脱甲基岗位 **组 特定时间进行 

4-1 检维修作业 更换垫片和阀门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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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业活动名称 作业活动内容 岗位/地点 实施单位 活动频率 备注 

4-2 检维修作业 转动设备润滑和保养    所有岗位 **组 定期进行 修 

4-3 检维修作业 仪表和安全阀送检（拆卸和安装）    所有岗位 **组 定期进行 

4-4 受限空间作业 脱甲基罐内完好性检查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5-1 吸收液更换 真空系统吸收液到期更换清水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吸收

液 

5-2 装车 废盐酸装车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装车

作业 

5-3 卸车 高纯盐酸卸车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卸车

作业 

6-1 异常处理 不合格品返工处理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异常

处理 

6-2 异常处理 罐体泄露，罐内物料转移操作和现场应急处置 脱甲基岗位 **组 定期进行 

填表人：刘凯        填表日期： 2017年 4月  2 日     审核人：梁明杰   审核日期：  2017 年 4 月 3  日 

（活动频率：频繁进行、特定时间进行、定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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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设备设施清单 

**公司XX车间**组设备设施清单 

（记录受控号）单位:XX车间**组                                  No：1 

序号 设备名称 类别 位号/所在部位 所属单位 是否特种设备 备注 

1 电动葫芦 起重运输类 
脱甲基岗位

M306 
**组   

2 脱甲基罐 反应器类 
脱甲基岗位

R303 
**组 是 5 

3 浓盐酸储罐 储罐类 
脱甲基岗位

V301 
**组   

4 浓盐酸打料泵 动力类 
脱甲基岗位

P302 
**组   

5 回流冷凝器 冷换设备类 
脱甲基岗位

E304 
**组   

6 排气冷凝器 冷换设备类 
脱甲基岗位

E305 
**组   

7 浓缩罐 反应器类 浓缩岗位 R307 **组  3 

8 浓缩冷凝器 冷换设备类 浓缩岗位 E308 **组  3 

9 回收盐酸储罐 储罐类 浓缩岗位 V310 **组  3 

10 盐酸打料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11 **组  3 

11 水流喷射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13 **组  5 

12 循环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14 **组   

13 循环槽 其他类 浓缩岗位 V315 **组   

14 纯水计量罐 储罐类 浓缩岗位 V316 **组   

15 浓缩打料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17 **组  3 

16 浓缩过滤器 其他类 浓缩岗位 F318 **组  3 

17 
L-380转移液计量

罐 
储罐类 浓缩岗位 V319 **组   

18 L-380转移液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20 **组  2 

19 排气缓冲罐 其他类 浓缩岗位 V321 **组   

20 排气吸收塔 塔类 浓缩岗位 T323 **组   

21 循环水槽 容器类 浓缩岗位 V324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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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循环泵 动力类 浓缩岗位 P325 **组   

23 循环冷却器 冷换设备类 浓缩岗位 E326 **组   

24 液碱储罐 储罐类 回收岗位 V330 **组   

25 液碱打料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331 **组   

26 废气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342 **组   

27 蒸汽包 其他类 回收岗位 V333 **组   

28 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508 **组   

29 稀盐酸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503 **组   

30 降膜吸收器 反应器类 回收岗位 E506 **组   

31 稀碱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505 **组   

32 压缩空气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336 **组   

33 氮气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337 **组   

34 盐酸排气回收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342 **组   

35 盐酸排气吸收塔 塔类 回收岗位 T340 **组   

36 盐酸排气循环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343 **组   

37 废水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347 **组   

38 空压机 动力类 回收岗位 C518 **组   

39 稀盐酸罐 储罐类 回收岗位 V502 **组   

40 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512 **组   

41 水洗塔 塔类 回收岗位 T507 **组  2 

42 碱循环冷却器 冷换设备类 回收岗位 E510 **组   

43 5度水换热器 冷换设备类 回收岗位 E515 **组   

44 稀碱罐 储罐类 回收岗位 V504 **组   

45 碱鼓泡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511 **组   

46 氯甲烷气柜 储罐类 回收岗位 V513 **组   

47 旋风分离器 其他类 回收岗位 E516 **组   

48 冷冻干燥器 反应器类 回收岗位 E516 **组   

49 固碱干燥器 反应器类 回收岗位 E517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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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盐酸排气离心风机 动力类 回收岗位 M344 **组  2 

51 集油器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520 **组  5 

52 氯甲烷冷凝器 冷换设备类 回收岗位 E519 **组  4 

53 氯甲烷储罐 储罐类 回收岗位 V521 **组 是  

54 空压机前储气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E341 **组   

55 压缩机后缓冲罐 容器类 回收岗位 V336 **组   

56 循环水槽降温泵 动力类 回收岗位 P346 **组  2 

57 电焊机 手持电动工具 保全组院内 保全组  2 

58 手电钻 手持电动工具 保全组院内 保全组  2 

59 切割机 电动工具 保全组院内 保全组   

填表人：王爱民 填表日期：2017年 4月 2日审核人：王伟 审核日期：2017年 4月 3日 

（填表说明：1.设备十大类别:炉类、塔类、反应器类、储罐及容器类、冷换设备类、通用

机械类、动力类、化工机械类、起重运输类、其他设备类。2.参照设备设施台帐，按照十大

类别归类，按照单元或装置进行划分，同一单元或装置内介质、型号相同的设备设施可合并，

在备注内写明数量。3.厂房、管廊、手持电动工具、办公楼等可以放在表的最后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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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记录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组工作危害分析（JHA+LEC）评价表 

（记录受控号）单位：**车间          岗位：脱甲基岗位                风险点（作业活动）名称：脱甲基岗位               No：**-01 

 

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管

理）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别 

管

控

级

别 

建议

新增 

（改

进）措

施 

备

注 
工程技术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1-1 

中间体

备料，用

电动葫

芦转移

到指定

位置 

液压拖车在

上下坡和转

弯操作托送

物料 

过程中液压

拖车可能将

操作者脚部

挤伤 

地面光滑、

平整，无磕

绊 

岗位员工每次

使用前对液压

拖车进行检查 

进行事故案

例培训，讲解

操作要点 

穿防砸鞋 

液压拖车

有异常及

时汇报班

组检修；

液压拖车

挤伤脚部

及时就医 

3 2 7 42 D 

较

大

风

险 

地面

坡度

≤10

度 

 

物料吊装上

升过程中可

能会发生物

料坠落 

造成物体打

击人身伤害 

1、防脱钩

完好； 

2、有重量

限制标志； 

3、有重量

显示； 

1、制定《电动

葫芦操作规

程》，不允许将

重物长时间将

重物悬在空中，

不允许同时按

班组每年进

行一次设备

专项培训，包

含此项内容，

有培训案卷 

戴安全帽、

穿防砸鞋 

1、异常

情况按紧

急停车按

钮，报告

车间进行

维修。 

1 1 15 1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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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4、设置吊

物警戒线，

人员不允许

进入。 

相反的两个按

钮。严禁人站立

在吊物下方。 

2、有经过专业

培训的人员进

行此项操作； 

2、使用

中刹车失

灵，物体

急剧下

落，应立

即按上升

按钮，使

重物上升

少许，再

按下降按

钮，反复

多次，使

重物缓慢

降落，报

车间检

修。 

1-

2 

将 XXL

高纯盐

酸用泵

转移至

脱甲基

罐 

盐酸过量输

送到脱甲基

罐中 

盐酸打满泄

漏后化学灼

伤操作人员 

1、流量计

要定期进行

维护、校检； 

2、储罐上

设置磁翻板

液位计； 

1、严格按照 SOP

操作，打料前先

对罐体、管路、

阀门、泵进行检

查，确定其正常

状态，核对物料

液位，检查开关

正确； 

三级安全教

育，每年再培

训时间不少

于 20课时；

开工前进行

开工培训；工

正常操作佩

戴过滤式防

毒口罩、防

护眼镜、防

护手套； 

处理异常要

穿防酸衣。 

1、物料

输送过

量，停泵，

将多余的

物料转入

备用罐

中； 

2、物料

1 1 15 15 E 

增 加

定 量

连 锁

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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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2、双人打料操

作，打料人员在

打料期间严禁

离开，注意观察

液位变化； 

3、按时填写 BPR

记录，操作时间

填写准确。 

4、投料前要进

行巡回检查，反

应过程每两小

时进行巡回检

查一次，并填写

记录。 

艺和设备培

训并闭卷考

试和操作考

核。 

输送过量

进入真空

系统，停

泵，真空

系统更换

吸收液； 

3、异常

跑损造成

人员化学

灼伤，脱

去衣物，

用大量清

水清洗 30

分钟后就

医， 

盐酸从法兰

处泄露 

盐酸泄漏人

员烧伤 

1、法兰防

护罩； 

2、使用四

氟垫片 

停泵，用

真空将管

路中的物

料吸入脱

甲基罐

中，更换

法兰垫片

和护罩。 

3 1 7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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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脱甲基罐底

阀未关闭或

内漏 

物料发生跑

损，盐酸外

溢伤人 

1、设 置 罐

底阀泄漏报

警装置。 

2、每 个 季

度更换一次

罐底阀 

1、观察上展式

罐底阀阀芯高

度检查罐底阀

开关情况； 

2、每三批物料

下罐检查罐底

阀完好性。 

  

1、出现内

漏及时停

止打料，

将物料用

氮气转移

到备用

罐；清洗

置换后并

更换罐底

阀。 

3 1 7 21 D  

1-3 

开脱甲

基真空

系统 

循环水泵损

坏或磨损 

酸水飞溅伤

人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1、使用前要先

手动盘车，转动

顺畅后，开泵。 

2、有异常声响

及时停泵，报车

间维修； 

3、泵运转过程

中人与泵保持

安全距离。 

操作时人员不

得离开现场，及

时观察物料进

出的变化 

4、下雨天开关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和操作

考核。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

套；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配备绝

缘手套，雨

天使用。 

更换零部

件，人员

伤害对眼

部 

3 1 7 21 D 

纳 入

预 防

性 维

护 记

录 

管路法兰处

泄露 
人员灼伤 法兰防护罩 

法兰腐蚀

停止打料

及时更换 

3 1 7 21 D 

开泵

现场

设置

警示

线或

标识 

打料泵按钮

盒漏电 
触电 

规范开关的

下方接线，

接线口密封

漏电停止

使用通知

电工维修 

1 1 15 15 E  



DB37/ XXXXX—XXXX 

28 

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完好； 泵按钮，佩戴绝

缘手套。 

1-4 

开紧急

排气吸

收系统 

循环水泵损

坏或磨损 

酸水飞溅伤

人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1、使用前要先

手动盘车，转动

顺畅后，开泵。 

2、有异常声响

及时停泵，报车

间维修； 

3、泵运转过程

中人与泵保持

安全距离。 

操作时人员不

得离开现场，及

时观察物料进

出的变化 

4、下雨天开关

泵按钮，佩戴绝

缘手套。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和操作

考核。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

套；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 

配备绝缘手

套，雨天使

用。 

更换零部

件，人员

伤害对眼

部 

3 1 7 21 D 

纳 入

预 防

性 维

护 记

录 

管路法兰处

泄露 
人员灼伤 法兰防护罩 

法兰腐蚀

停止打料

及时更换 

3 1 7 21 D 

开泵

现场

设置

警示

线或

标识 

打料泵按钮

盒漏电 
触电 

规范开关的

下方接线，

接线口密封

完好； 

漏电停止

使用通知

电工维修 

1 1 15 15 E  

1-5 

开盐酸

排气吸

收系统 

循环水泵机

封损坏或磨

损 

酸溢出伤人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使用前检查，操

作时人员不得

离开现场，及时

观察物料进出

的变化。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供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佩戴过滤式

防毒面具、

防护眼镜 

清洗就医 3 1 7 21 D  

管路法兰处

泄露 
人员灼伤 法兰防护罩 

通知保全

维修及更

换，人员

3 1 7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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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考试和操作

考核。 

清洗就医 

泵密封磨损

变形，易发生

泄漏 

造成人员灼

伤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发现及时

停泵，并

对泵体进

行检查 

3 1 7 21 D  

1-6 

投

L-3630

中间体

XXXkg 

拆卸和上紧

罐盖力臂扳

手滑脱 

磕碰造成挤

伤或扭伤； 

操作人员被

盐酸气化学

灼伤； 

人员坠落到

罐内 

1、配备和

使用专用扳

手； 

2、检查罐

卡的完好

性，螺纹清

晰，螺帽完

好无明显磨

损； 

 

保证双人操作；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供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和操作

考核。 

佩戴防护手

套，穿防砸

鞋 

用力过猛

或注意力

不集中造

成，如造

成人身伤

害，进行

简单包扎

后就医； 

化学灼伤

清 洗 就

医。 

3 2 15 90 C 

考虑

对罐

盖采

取先

进的

方式。

开罐

盖人

员要

佩戴

安全

带。进

行技

能演

练，写

入班

组安

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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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动日

记录

中。 

罐盖卡子掉

落 
砸伤  

检查掉落

卡子，磨

损及时更

换 

3 1 7 21 D  

电动葫芦挂

钩松脱或料

包挂绳断裂 

落物掉落致

使伤人 

防脱挂钩完

好，定期检

测 

按电动葫芦 SOP

操作，操作前检

查防脱挂钩是

否完好，吊物前

点动试车，严禁

超载，料包袋完

全在防脱钩内，

电动葫芦下严

禁站人。 

及时停止

吊 装 作

业，并将

人员远离

次区域更

换绳索及

维修电动

葫芦 

3 1 7 21 D  

电动葫芦运

行 
碰撞伤人 

立即停止

作 业 人

员，如有

人身伤害

对手上人

员进行急

救 

1 1 7 7 E  

电动葫芦吊

料配合失误 

导致人员伤

害。 

立即停止

作 业 人
1 1 7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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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员，如有

人身伤害

对手上人

员进行急

救 

风机引风口

风量小盐酸

气体外溢 

人员检查过

程造成人员

化学灼伤 

1、使 用 前

确保其他风

口 是 密 闭

的，保证风

量； 

2、一个月清

洗风筒一次。 

按照 sop要求进

行操作，操作时

注意观察风量

变化 

穿戴防护用

品，戴防护

眼镜 

检查风机

风口风

量，并穿

戴防护用

品，戴防

护眼镜，

风机磨损

及时维修 

1 2 7 14 E 

确 定

风 量

范围，

小 于

此 风

量 对

系 统

进 行

检修。

每 个

月 用

风 速

仪 检

测 一

次。 

2、风

机例

入检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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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计划

中 

  

投料速度过

快或有中间

体结块现象 

盐酸气体外

溢造成人员

化学灼伤 

1、有 专 用

投料漏斗； 

2、有 大 块

物料要粉碎

后再投料； 

3、严 格 控

制中间体水

份符合质量

标准。 

1、投料前对物

料结块现象进

行检查； 

 

   3 1 7 21 D 

快速

水份

测试

仪，确

保质

量稳

定 

1-7 

罐口密

闭性检

测和氮

气置换

并检测

自动排

气和紧

急排气

系统 

罐口或与罐

相连的法兰

处泄露 

无法正常保

压，盐酸气

外溢伤人 

1、法 兰 有

护罩； 

2、盐 酸 紧

急 排 气 系

统； 

3、使 用 四

氟垫片； 

 

1、用氮气冲入

0.1MPa，2 分钟

后观察罐口连

接处是否有泄

露。 

2、SOP 中规定

氮气置换两次，

置 换 压 力

0.1MPa。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

套、护目镜。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 

罐口连接

处有泄

露，开盐

酸紧急排

气，泄压

后，打开

罐盖，开

真空，更

换垫片，

重新上紧

罐盖，重

新检测、

置换。 

3 1 7 21 D  

自动排气系 罐内压力无 1、保 证 自 1、第一次氮气    1 1 7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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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统和紧急排

气系统不畅

或未正常运

行 

法排泄，有

可能酸气外

溢伤人 

控阀的洁净

气源，每月

清理一次氮

气过滤器； 

2、自 控 阀

门 12 个月

维护校验一

次。 

3、吸 收 罐

密度保持在

1.05-1.07. 

置换从自动排

气系统泄压，检

测自动排气系

统的畅通； 

2、第二次氮气

置换从紧急排

气系统泄压，检

测紧急排气系

统。 

1-8 

启动氯

甲烷系

统，开盐

酸回流

冷凝器

进出降

温水阀

门 

氯甲烷系统

未正常开启 

罐内超压，

可能会从薄

弱环节泄

压，酸气外

溢，人员化

学灼伤 

1、压力表，

压力远传至

控制室，压

力设置报警

0.46MPa； 

2、安 全 阀

排放至吸收

系统 

使用前检查阀

门在工作范围

内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

套；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 

大量用水

清洗就医 
1 2 15 30 D  

冷凝器进出

降温水未及

正常开启 

冷凝器法兰

垫片损坏，

物料泄露可

能会造成人

员化学灼伤 

1、冷 凝 器

进水设置压

力表，压力

≥0.25MPa； 

 

1、复查制，在

BPR 上有复查要

求并签字； 

 

停止操

作，查找

原因，冷

凝水恢复

正常后开

始生产。 

1 2 15 30 D  

管路法兰处 人员灼伤 法兰防护罩 使用前巡回检 通知保全 3 1 7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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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泄露 查 维修及更

换，人员

清洗就医 

1-9 

缓慢升

温至

XX℃、压

力

XXMPa、

反应 2

小时 

蒸汽进入夹

层内，与夹层

内未排净的

冷凝水形成

水锤， 

可能致使夹

层超压撕

裂，将人员

烫伤 

1、开 蒸 汽

阀门前用压

风将夹层冷

凝水排净； 

2、缓 慢 打

开蒸汽，开

疏水阀旁通

排水，出气

均匀关旁通

排水，1 小

时内温度不

允 许 超 过

80℃。 

3、蒸 汽 安

全阀，压力

表。 

1、按照压力管

道管理要求严

格管理，检维修

人员要有压力

管道焊接资质； 

2、蒸汽管路中

残留冷凝水在

操作前要排空。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 

开工前进行

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套

和防护眼

镜；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穿防酸

衣。 

员工发现

夹层有 
3 2 7 42 D 

1、在

SOP 中

补充

压风

排水

的操

作； 

2、在

SOP 中

补充

蒸汽

管路

冷凝

水在

脱甲

基升

温前

排水

操作 

1、阀门、管

路泄露 

1、盐酸伤人 

2、氯 甲 烷

1、无纸记录

仪压力报警 

3、严格执行双

纪，每班至少两
停止反 3 2 7 4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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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中毒 次巡回检查 应，撤离

毒区，人

员做简单

处理后急

救，就医 

及时送医

急救。 

 

自控阀失灵，

（故障关闭

阀） 

罐内超压，

可能会从薄

弱环节泄

露，盐酸化

学灼伤，氯

甲烷中毒 

1、罐设置安

全阀； 

2、紧急排放

系统； 

3、远程控制

喷淋系统； 

4、保 证 自

控阀的洁净

气源，每月

清理一次氮

气过滤器； 

5、自 控 阀

门 12 个月

维护校验一

次。 

6、吸 收 罐

密度保持在

1.05-1.07。 

7、罐 设 置

压力报警，

报 警 压 力

0.46MPa。 

 

1、在生产前对

系统进行检测。 
3 1 15 45 D  

1、气源失

效有备用

的气源系

统。 

2、阀门故

障，停止

蒸 汽 加

热，开紧

急 排 气

阀，泄压

至

<0.1MPa，

用氮气压

入到备用

罐中，对

阀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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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检修。 

1、停止蒸

汽加热，

开紧急排

气阀泄

压，待搅

拌具备正

常开启条

件时，点

动开启 
控制仪表 

故障 

超温超压泄

露致使人员

伤害 

1、定期校

验； 

2、压力是双

检测； 

1、反应过程中

每小时核对两

个压力表的数

值，并记录； 

1 1 2 2 E  

搅拌突然停

止造成超温

超压 

物料跑损，

设备损坏，

人员伤害，

环境污染 

1、罐设置安

全阀； 

2、紧急排放

系统； 

3、远程控制

停止升温，检查

搅拌 
3 1 7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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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喷淋系统； 

4、罐设置压

力报警 
 

1-1

0 

反应温

度控制

在**℃，

压力控

制在

**MPa，

反应 11

小时 

搅拌或者温

度计套管、罐

底阀腐蚀穿

孔造成盐酸

泄漏 

可能造成现

场人员化学

灼伤 

1、罐底阀每

季度进行更

换 

2、设置有罐

底阀泄漏报

警 

3、设置有远

程喷淋 

4、设置有搅

拌泄漏防护

罩 

每三批次进行

下罐检查 
 

1、操作人员

穿戴防护眼

镜 

2、异常情况

处理时操作

人员穿防酸

服，戴空气

呼吸器 

倒罐操作 3 2 7 42 D  

罐体穿孔，从

管路上泄漏 

可能造成现

场人员化学

灼伤，影响

产品质量 

1、每年进行

一次导电 

1、每三批次进

行下罐检查 

2、通过检查压

力表压力变化

情况，夹层压力

异常升高，自动

排气阀排气频

率降低 

3、通过检查疏

水器管路颜色

变化（变为黑

   3 2 7 4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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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色） 

1- 

11 

反应结

束降温

至

XXXX℃

以下 

开脱甲基罐

进出降温水

阀，开降温水

储罐循环泵、

管路、法兰等

有泄漏 

热水烫伤人

员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操作前检查阀

门开关正确；安

装法兰防护罩

及交接班检查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 

开工前进行

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套

和防护眼

镜；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穿防酸

衣。 

对设备进

行检修，

如有人员

烫伤，用

大量清水

冲洗 30分

钟 30分钟

后就医 

3 1 7 21 D  

1- 

12 

降温结

束后交

料 

阀门、管路泄

露 

盐酸伤人 

 

设备定期维

护管理 

严格执行双纪，

做好巡回检查，

报警器报警后

立即检查并处

置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 

开工前进行

开工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 

正常操作佩

戴防护手套

和防护眼

镜； 

处理异常泄

露时佩戴过

滤式防毒面

具、防护眼

镜，穿防酸

衣。 

佩戴好劳

动防护用

品对设备

进行检

修，如发

生人员伤

害停止操

作，撤离

毒区，人

员做简单

处理后急

救，就医 

3 1 7 21 D  

钢丝软连接

腐蚀或老化

裂纹 

盐酸泄漏伤

人 

1、每 年 打

压试验； 

2、转 移 罐

物料＜80摄

氏度，转料

温度记录到

BPR，双人复

查。 

 

1、观察外观，

发现有泄漏点

和磨损迹象，及

时更换。 

2、使用前检查

钢丝软连接并

确定软管处于

1 1 7 7 E  



DB37/ XXXXX—XXXX 

39 

分析人： 毛燕群、刘凯、胡中、焦柯、李健、曲京超  日期：2017年 4月 14日  审核人：梁明杰   日期：2017年 4月 12日   审定人： 逯之玮   

日期：2016年 9月 12日 

填表说明：1.审核人为所在岗位/工序负责人，审定人为上级负责人。2.评价级别是指运用风险评价方法，确定的风险等级。3.管控级别是指按照附录 A.7

风险等级对照表规定的对应原则，划分的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标识。 

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 管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管

控

级

建议

新增 

备

注 

正常状态。 及时送医

急救 



DB37/ XXXXX—XXXX 

40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组工作危害分析（JHA+LEC）评价表 

（记录受控号）单位：**车间          岗位：浓缩岗位                风险点（作业活动）名称：取样分析               No：**-02 

分析人： 毛燕群、刘凯、胡中、焦柯、李健、曲京超  日期：2017年 4月 14日  审核人：梁明杰   日期：2017年 4月 12日   审定人： 逯之玮   

序

号 
作业步骤 

危险源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管

理） 

主要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E C D 

评

价 

级

别 

管

控

级

别 

建议

新增 

（改

进）措

施 

备

注 
工程技术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2-1 

充 入 氮

气 至 常

压 

氮气充入量

大于常压 

氮气和盐酸

气的混合气

会从薄弱环

节泄压，可

能会致使化

学灼伤 

现场有压力

表； 

有排气装置 

有人复查 

培训时间不

少于 20课

时；开工前进

行开供培训； 

工艺和设备

培训并闭卷

考试和操作

考核。 

 

开排气至

常压，关

闭排气。 

1 1 7 7 E 

一

般

风

险 

  

2-2 

打 开 罐

卡，开罐

盖 

    

1、防毒口

罩、防砸鞋、

防护手套 

 1 1 7 7 E   

2-3 

用 取 样

器 放 入

罐 中 取

样、检测 

取样过程中

物料可能滴

溅到员工身

上 

可能造成人

员化学灼伤 
 

取样过程停止

搅拌； 

取样和检测的

过程不离开罐

口，检测完后，

样品及时倒入

罐中。 

对取样器进行

清洗。 

1、防毒口

罩、防护眼

镜、防酸手

套 

将污染衣

物脱掉，

立即用大

量清水冲

洗灼伤及

以 下 部

位。 

3 1 7 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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