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HSE 基础知识 

 

第一部分  QHSE 基础知识 

 

1、什么是 QHSE？ 

     答：QHSE 是质量（Quality)、职业健康(Health）安全

（Safety)、环境(Environmental)三个管理体系的简称.是对质

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进行管理的组织结构、职责、程序、

过程和资源。 

2、我厂按什么标准建立 QHSE 管理体系？ 

      答：我厂的 QHSE 管理体系是依照 GB/T19001—2000 

idt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GB/T28001-2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GB/T24001-1996 idt ISO14001《环境

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分别建立各自的管理体系,

并使之形成一个综合的管理体系。 

3、我厂 QHSE 体系建立的步骤有哪些？ 

答：我厂 QHSE 体系建立的步骤： 

(1)初始评审； 

(2）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 

（3）体系策划； 

(4）体系文件编制; 



（5)体系试运行； 

（6）体系完善； 

（7）体系正式运行; 

(8）申请认证。 

4、法律、法规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中的

地位是什么? 

答：遵守法律、法规是企业建立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

管理体系的最基本要求。 

5、说出法律法规包括哪五项内容？ 

答：①法律 ②条例 ③规章 ④制度 ⑤标准 

6、QHSE 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的整个过程的总要求是什么？ 

        答：QHSE 管理体系建立和保持的总要求是“写所

要做的，做已所写的,记录所做的记录所做的 。每个员工都要遵照这个

总要求认真做到： 

（1）熟悉并理解我厂的质量方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环

境方针； 

（2）熟悉所在部门的职能; 

（3）明确本人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职责和权力； 

（4)清楚本人工作所依据的文件； 

（4）熟练掌握岗位工作技能。 

7、我厂管理体系文件分成几层?分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作用？ 

答:我厂管理体系文件分三个层次，分别是管理手册、程序文



件和作业文件. 

      管理手册是阐述组织方针并描述管理体系要素的指

导性和纲领性文件. 

      程序文件是描述为实施管理体系诸要素所涉及到的

各个职能部门的活动的文件,包括系统性程序文件和运行操

作性程序文件，它是手册的支持性文件，可被视为组织内部

强制执行的法规性文件. 

      作业指导书或操作规程是组织针对全过程中每一项

活动或每一道工序而制定的控制性文件，它侧重于操作岗位

或某一局部活动，是对程序文件的细化、补充和展开，相当

于程序文件的实施细则。 

8、QHSE 体系中对最高管理者的要求是什么？ 

     答:(1）批准并贯彻质量方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环

境方针 ; 

（2)制定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目标及实施方法； 

(3）掌握本组织各部门职责和重要的接口方式； 

（4)了解本组织体系基本情况. 

9、QHSE 体系中对管理者代表的要求是什么？ 

      答：(1）熟悉本厂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体系和

体系文件构成; 

（2）了解相关的其他文件(如技术文件） 

（3）熟悉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方针、目标及部门工



作职责； 

（4）掌握内部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审核和管理评审

情况； 

(5)熟悉本组织的质量工作情况。 

10、QHSE 体系中对部门领导的要求是什么？ 

       答：（1）理解质量方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和环境

方针; 

（2)理解质量目标、职业健康安全目标和环境方针目标和指

标； 

（3)熟悉本部门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职责和相关的

体系文件； 

（4）熟悉本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接口； 

(5)明确对下属的工作要求; 

（6）掌握本部门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工作情况。 

11、QHSE 体系中对文件管理人员的要求是什么？ 

     答:（1）熟悉所管理的文件范围; 

(2）熟悉文件管理程序； 

(3）掌握文件修改情况； 

(4）熟悉文件的归档工作； 

(5）随时可出示所需的文件。 

12、QHSE 体系中对岗位人员的要求是什么? 

     答:（1）理解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的方针; 



（2）熟悉本岗位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职责； 

（3）清楚本岗位工作所依据的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

体系文件; 

(4）了解与本岗位有关的工作接口; 

（5）做好工作中所需的记录； 

（6）了解本厂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体系组织机构、

管理者代表 等； 

（7）了解实施系列标准的目的及所实施标准的基本知识。 

13、体系审核原则是什么？ 

       答：体系审核的原则有以下三个部分：  

（1)所执行的标准； 

（2）受审核方的管理体系文件； 

（3）适用于受审核方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14、审核前准备的目的是什么？ 

       答：（1）保证近期进行审核. 

(2）使员工了解审核的方法和要求，能正确对待审核。 

(3）进一步改进工作，尽可能减少不合格。 

（4）组织力量,以便以最快的速度纠正审核中提出的不合格。 

（5）给审核组留下良好印象。 

15、审核前准备的总要求是什么？ 

      答：（1)全体员工清楚地、主动地、轻松自如地迎接审

核. 



（2)从各个方面体现一种与体系标准精神一致的管理水平。 

（3）应努力体现一种真诚追求提高管理水平,不单纯为了取

证的思想境界。 

(4)应使全体员工都注意体现谦虚认真的工作作风。 

(5）应坚决防止在审核中推卸责任、转移责任和不礼貌行为。 

16、如何正确对待不合格？ 

        答：(1）不怕出现不合格； 

 (2）尽可能减少不合格； 

             （3）尽快纠正不合格。 

17、如何应对审核？ 

        答：受审核方应认真听，不懂就问，一定搞清楚所

问问题。 

18、审核员常用问式有哪些？ 

       答：审核员常用问式 

——怎样做？ 

-—是什么？ 

--何时？ 

--何地？ 

—-谁？ 

—-为什么? 

——请告诉我……等。 

19、受审核方回答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1)依据文件回答； 

（2）依据实际回答； 

(3）围绕主题，不要扯得太远; 

（4）语言简单明了； 

(5)不要假设审核员不懂。 

20、受审核方应怎样回答审核员提出的问题？ 

       答：（1)只说自己的事，不说别人的事； 

（2）只说该说的事； 

（3）用证据说明问题; 

(4）自信而又不失谦虚； 

（5）多解释， 不争论； 

(6）有误解时把解释权让给更明白的人。 

         回答的禁区 

（1）说别人的事； 

（2）推卸责任; 

（3)谋求帮助; 

（4)争论不休； 

(5）不礼貌。 

21、在审核中出现争议如何处理? 

        答：(1）依据证据耐心解释； 

（2）由权威的人物解释； 

（3）决不能发展成冲突。 



22、审核中有哪些纠正行动？ 

答：（1）力争在审核组离开前纠正不合格。 

      (2）举一反三，采取主动的纠正措施。 

      (3）审核员确认。 

23、体系审核分哪两种？ 

答：内部体系审核和外部体系审核。 

24、内审的目的是什么？ 

答：内审的目的主要是: 

⑴保障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和持续改进； 

⑵为第二和第三方审核做准备； 

        ⑶建立一种有效管理手段。 

25、简述内审的三项目的？ 

答：①所写的文件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②所作的是否符合文件要求； 

③体系运行的效果是否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26、什么是管理评审? 

答:管理评审是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就体系方针、目标和指标，

以及体系的现状和适用性所进行的自我评价。 

27、管理评审的目的是什么? 

答：管理评审的目的是验证体系是否持续有效、适宜，是否

需随变化了的内、外部条件而修改. 

28、体系记录的管理范围是什么？ 



答：体系文件中已明确设置和使用的记录。 

29、建立完善的记录系统有哪些作用？ 

答：⑴为企业实行有效的管理提供信息； 

⑵为管理体系的改进提供依据； 

⑶对外提供管理体系运行的证据.    

 

 

 

第二部分  职业健康安全基础知识 

 

1、我厂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厂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依照 GB/T28001—

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来进行的 。 

2.什么是职业健康安全？ 

答：职业健康安全是指影响工作场所内员工、临时工作人员、

合同方人员、访问者和其他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3、什么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总的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便于组

织对与其业务相关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管理.它包括为制

定、实施、实现、评审和保持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所需的组织

结构、策划活动、职责、惯例、程序、过程和资源。 

4.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意义？ 



（1)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2）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 

（3）提高安全卫生效益，从而降低成本； 

（4）改善企业形象，改善与社会的关系； 

（5）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卫生素质，

形成企业安全文化。 

5、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多少个要素组成？ 

答:体系由 5个一级要素组成,一级要素又可分解为 17个二级

要素. 

      5 个一级要素分别是: 

4。2 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4。3 策划； 

4。4 实施和运行; 

4。5 检查和纠正措施； 

4。6 管理评审。 

   17 个二级要素分别为： 

4.2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4。3。1 对危险源辩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策划； 

4。3.2法规和其他要求； 

4.3.3目标； 

4。3。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 

4。4.1结构和职责； 



4。2 培训、意识和能力； 

4。4。3 协商和沟通； 

4。4。4 文件； 

4.4.5文件和资料控制； 

4.4。6 运行控制； 

4.4.7应急准备和响应; 

4.5.1绩效测量和监测； 

4。5。2 事故、事件、不符合、纠正和预防措施; 

4.5。3 记录与记录管理; 

4.5。4 审核； 

4。6 管理评审. 

6、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是什么？该模式的核心

思想是什么？  

      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戴明模型，或

称 PDCA 模型。戴明模型是一种适用于管理系统的系统化模

式，包括策划（Plan)、行动（do）、检查（check)和改进（act）

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通过这四个环节构成一个动态循环并

呈螺旋上升的系统化管理模式。 

戴明模型的核心思想:通过持续改进使管理系统更健康、更高

效、更优化。 

7、W。E.戴明模型的四个过程各是什么？ 

答:①P-计划：②D-实施：③C-检查：④A-改进。 



 

答:职业安全健康方针是用人单位建立和运行体系所应围绕

的核心,它规定了用人单位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发展方向

和行动纲领，并通过将其要求在体系诸要素中具体化和落实,

从而控制各类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并实现绩效的持续改进。 

9、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是谁？主管安全

工作的厂领导是谁？ 

答: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是刘长胜副厂长。 

        我厂主管安全工作的厂领导是姚宏亮副厂长。 

10、职业健康安全方针通常包括哪些内容？ 

答:①阐明用人单位整体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②适合于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性质和规模，以确保

其对具体化目标的指导作用； 

③包括对持续改进和事故预防、保护员工健康安全的承诺; 

④包括至少遵守现行适用的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和其他

要求的承诺。 

11、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制定包括、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制定包括 两个承诺，一个框架两个承诺，一个框架 ，其

含义是什么？ 

答:两个承诺是指遵守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承诺、持续改进

的承诺。 

一个框架是指提供建立和评审目标、指标框架。 

12、永坪炼油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方针的内容是什么？



答： 永坪炼油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方针是: 

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持续改

进；为广大职工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永坪炼油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方针是由宋振东厂长批

准的。 

13、什么是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答：职业健康安全目标是组织在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方面所要

达到的目的。 

理解要点: 

目标应与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一致，可行时应予以量化,

以便测量。组织在制定目标时，可在适当的层次上展开,将目

标分解为各单独的子目标，并为各个不同层次的子目标和目

标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 

14、简述制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的五项依据？ 

答:①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②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③风险控制计划；   

④员工及相关方观点；  

⑤技术、经济、运行及经营要求。 

15、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目标的内容是什么？是由谁

批准的？ 



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目标是: 

生产死亡事故为零； 

生产重伤事故为零； 

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事故损失不大于 10 万元； 

安全避雷设施测试率达 100% ； 

无职业中毒事故，职业病发病率为零； 

安全设施、器材完好率 100% ； 

安全教育取证率达 98% ； 

安全制度执行率达 100% ； 

年度检审验驾驶员合格率达 99％以上,交通事故四项指数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25% ； 

创建、巩固安全合格班组达标率 84％; 

管理方案完成率达 80% 。 

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目标是由宋振东厂长批准。 

16、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共有多少个? 

答：我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共有 38 个。 

1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要求企业建立并保留哪方面

的记录? 

答:①管理评审记录; 

②危险源辨识记录; 

③风险评价记录； 

④风险控制记录; 



⑥作业环境检验记录； 

⑦审核报告; 

⑧组织内外协商记录； 

⑨不符合、事故及事件报告; 

⑩风险控制措施跟踪报告； 

⑾职业健康安全会议记录； 

⑿医疗测试及健康监督记录； 

⒀个体防护设备发放和维护记录； 

⒁应急响应演习记录等. 

18、什么是危险源？ 

答：可能导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

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19、什么是危险源辨识? 

答;危险源辨识是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 

20、什么是风险？ 

答：风险是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 

21、什么是风险评价？ 

答：风险评价是评估风险大小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的全过

程。 

22、什么是可容许风险？ 

答：可容许风险是根据组织的法律义务和职业健康安全方



针，已降至组织可接受程度的风险。 

23、什么是事故？ 

答：事故是造成死亡、疾病、伤害、损坏或其它损失的意外

情况。 

24、什么是安全？ 

答:安全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25、两类事故隐患的定义？ 

答:直接隐患：人、机、环系统本质安全不完善或被削弱、破

坏的环节。 

间接隐患:安全管理不到位的环节。 

26、什么是绩效? 

答：基于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目标，与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风

险控制有关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可测量结果. 

      注 1:绩效测量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和活动的测量。 

      注 2：”绩效”绩效 也可称为也可称为 业绩”。 

27、什么是持续改进？ 

答：为改进职业健康安全总体绩效，根据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组织强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过程。 

       注：该过程不必同时发生在活动的所有领域。 

28、危险源辩识时应考虑哪些方面？ 

答:危险源辩识时应考虑三种时态，三种状态，七种因素。 

29、简述危险因素（危险源）的七种类型？ 



答：⑴物理性因素:如机械运动、电能、热能（高温）、低温、

粉尘、噪声、  振动、电磁场辐射等产生的危害; 

⑵化学性因素：如易燃易爆物质、自燃性物质、有毒物质、

腐蚀性物质等产生的危害； 

⑶生物性因素:如致病微生物、传染媒介物、致害动物、腐蚀

性物质等产生的危害； 

⑷人的心理、生理因素：如情绪激动、紧张等心理异常、体

力不支、听力超限、健康状况不佳等对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⑸人的行为性因素:如违章指挥、违章操作或指挥失误、操作

失误等对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⑹自然因素:如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危石危岩、雷电、

地震等产生的危害； 

⑺其他危害因素。 

30、辩识危害因素（危险源)时考虑的三种状态各指什么? 

答：正常-—企业生产过程中连续正常运转的状态; 

异常——开车、停车、检修、排除故障时的状态； 

紧急状态——发生火灾、爆炸、人身伤害事故或洪水、地震

等自然灾害时的状态. 

31、辩识危害因素（危险源）时考虑的三种时态各指什么？ 

答：过去——历史上同类生产曾经发生的事故或险情; 

  现在——生产现场、正常运行的生产线存在的危害因素； 

  将来—-在生产系统运行周期内,设备寿命周期可以预见的



危害因素，以及产品出厂后可能出现的危害因素。 

32、工业卫生的危害因素有哪些？ 

答：工业卫生的危害因素一般指：有毒有害气体、噪音、粉

尘、高温、低温、体力劳动强度等。 

33、我厂选用的危险源辩识和风险评价方法有几种?分别是什

么? 

答:我厂目前选用的风险评价方法有六种.分别是故障类型及

影响分析法（FMEA），危险和可操作性研究（HAZOP），矩

阵法,事故树分析法，火灾、爆炸危险指数评价法（F&EI），

一般作业风险评价法（LEC）。 

34、什么是 LEC 评价法？LEC 评价方法的 L、E、C 各代表

什么? 

答：一般作业风险评价法是指作业的危险性是 L、E、C 三个

因素的乘积，既    D=L×E×C 

其中:D-危险程度 

L-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的可能性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C-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35、什么是危险和可操作性研究（HAZOP)？其适用的评价

对象及其应用步骤？ 

    答：HAZOP 是基于工艺状态参数(温度、压力、流量等)

一旦与设计规范的基准状态发生偏离，就会发生问题或出现



危险的理论。其适用于工艺复杂的炼化装置。 

具体步骤：确定分析对象——收集资料—-选择关键词--确定

状态量偏差--分析产生偏差的原因——研究偏差造成结果—

—提出防范措施。 

36、什么是矩阵法？其适用的评价对象及其应用步骤？ 

答：在进行风险评价时,将潜在危害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对

地定性分为若干级,通常为五级；将潜在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相对地定性分为若干级。然后以严重性为表列。以可能性

为表行，制成表,在行列的交点上给出定性的加权指数。所有

的加权指数构成一个矩阵，而每一个指数代表了一个风险等

级。其适用于现场操作。 

具体步骤：确定对象--收集资料——分析危险因素-—确定风

险等级—-选择控制措施—-填写矩阵分析表。 

37、什么是故障类型及影响分析（FMEA）?其适用的评价对

象及其步骤？ 

答：FMEA 是对系统或产品各个组成部分，按一定顺序进行

系统分析和考察，查出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元件可能发生的各

种故障类型,并分析它们对单元或产品的功能造成的影响，提

出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以提高系统或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的方法。其适用于对装置和设备的分析。具体步骤： 

⑴明确系统的情况和目的（了解系统由哪些子系统、组件和

元件组成。它们各自的特性、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联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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