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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基层站队 ＨＳＥ标准化建设，从安全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以岗位员工为主开展行之有效

的自主ＨＳＥ评估，从而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现场存在的风险，达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目的。文章为

基层站队如何开展自主ＨＳＥ评估，将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标准要求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开展风险辨识，让所有

岗位员工能够掌握辨识方法，做到主动辨识并消除工作场所中存在的风险，提出了一套标准化评估流程，可供

油气田生产单位参考。

关键词　自主；ＨＳＥ；风险辨识；评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３１５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８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３１５８（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７００４

０　引　言

基层站队标准化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基层，以强化

风险管控为核心，以标准规范为依据。采取有效的方

法、善用标准规范，全面地进行风险辨识是进行风险

控制的前提，是消除事故隐患的必要保障［１］。从大量

事故中不难看出，岗位员工通常既是事故受害者，也

是事故的直接责任者，风险来源于现场，伤害的也是

现场岗位员工。风险安全管理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

调全员参与［２］，只有岗位员工都能做到安全操作、规

范操作，主动辨识并消除工作场所中存在的风险，出

现事故的概率才能有效降低。因此，开展自主 ＨＳＥ

评估，让所有岗位员工掌握风险辨识方法对于油气田

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１　自主ＨＳＥ评估内涵

所谓基层站队的自主 ＨＳＥ评估，即基层站队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本单位规章制度，

对生产现场存在及潜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查找本

单位在安全管理制度、流程上的缺陷，发现安全管理

上的短板。具体包括管理文件评估、现场设备设施评

估、员工能力测试３个方面。

自主 ＨＳＥ评估的特色在于从评估方案策划、检

查表编制、现场评估到最后的评估报告编写均让岗位

员工参与，旨在使岗位员工掌握现场隐患排查的方

法，形成标准化检查流程，改变以往风险辨识凭经验，

辨识效果受员工能力差异限制的问题。依据标准化

的检查流程和固定的方法、工具，风险辨识必然更加

全面，ＨＳＥ评估的效果也能得到保证。

开展自主 ＨＳＥ评估的主要工作是要让岗位员工

主动学习标准知识，结合现场对照标准查找现场隐患

以及管理上的缺陷，并持续改进。它是实现标准化管

理的一项重要方法，也是推动实现自主化管理的一种

大胆尝试。

２　自主ＨＳＥ评估主要做法

自主ＨＳＥ评估，落脚点在“自主”二字，即评估的主

体是岗位员工。自主ＨＳＥ评估分评估准备、评估实施、

报告编制３个阶段开展工作，具体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１ 评估准备

评估准备阶段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确定 ＨＳＥ评估地点及人员，成立评估小组。

评估小组成员包括被评估单位负责人、安全员、安全

监督及岗位员工代表，在评估过程中主管安全领导跟

踪进度，了解评估动态，给予指导，领导的参与、重视

和督促有效地保证了评估效果。

２）收集、整理与评估地点有关的现行有效法律法

规及标准规范。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收集是工作量

非常大的一项工作，管理人员需要结合被评估单位实

际情况，从庞大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库中进行筛选。

３）编制评估策划方案。评估策划方案是自主

ＨＳＥ评估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正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策划方案编制合理，评估工作才能有序

进行。方案主要是对评估小组成员分工、职责、评估

内容、评估方法及评估时间节点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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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自主ＨＳＥ评估流程

４）收集、整理与评估地点有关的管理文件。“无

规矩不成方圆”，管理文件就是生产过程中的“规矩”，

是责任明确、规范操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包括规章

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卡）、应急预案、风险辨识

清单等方面内容。

２．２ 评估实施

生产过程中危险和有害因素包括人的因素、物的

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４个方面
［３］。根据海因里

希事故因果连锁论，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物的不安全状

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事故的发生是一系

列危险和有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４］。因此，管理文

件的完善程度、现场设备设施状态、员工能力直接影

响着安全生产。ＨＳＥ评估实施阶段包括员工能力测

试、现场设备设施评估、管理文件评估３方面内容。

２．２．１ 员工能力测试

员工的能力受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工作岗位等

因素影响而参差不齐，只有岗位员工不断积累安全相

关知识，风险辨识能力提升，发生事故的概率才能有

效降低。对员工能力进行测试，摸清其安全技能短

板，才能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真正做到员工缺什么

补什么，提高培训效果。摸清岗位员工安全技能短板

的关键在于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本次员工能力测试

采取编制试题的方式，为确保测试效果，测试试题从

３方面考虑。

１）针对性，由于岗位员工岗位职责不同，所需要

掌握的内容也不同，因此测试内容按照岗位实际编

制，测试内容不讲究大而全，根据该岗位需要掌握的

知识进行测试。

２）全面性，测试试题尽可能涵盖员工所需要掌握

的安全知识，本次测试试题包括消防常识、安全防护、

防火防爆、电气常识、许可作业、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应急预案、风险辨识、环境保护等１０个方面内容。虽

然测试试题有如此多内容，但仍然需要根据岗位员工

职责加以区分，如同样针对电气常识，所有员工都需

要掌握一定的知识，但电工和普通巡检员工掌握程度

不同，即全面性和针对性需两者兼顾。

３）普遍性，目前企业培训虽然能做到一定程度的

一对一，但主要还是以集中培训为主，掌握大多数员

工的知识短板才是关键。个体的成绩不能代表员工

对知识掌握的普遍水平，因此，参加测试的岗位员工

越多，测试结果越准确，越具有代表性。本次评估过程

则对评估单位所有在岗员工进行了测试，摸清了大部

分员工安全技能短板，便于集中培训，而对于个别员工

欠缺某方面知识的情况，则可以采取一对一重点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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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方法摸排出员工在ＨＳＥ知识掌握方面的

短板，为后期有针对性的培训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

一段时间的培训工作中可以将本次测试结果作为培

训课时分布的依据，将员工能力短板作为培训的重点

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达到全员能力和员工个

人综合能力“双提高”的目的。

２．２．２ 现场设备设施评估

现场设备实施的评估是自主ＨＳＥ评估的一项重

点，也是一项难点。难在每个人对于 ＨＳＥ相关知识

的掌握程度不一样，风险辨识能力参差不齐。而且，

指导石油企业现场作业的各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企业标准等规范性文件很多，缺乏有效地整理［５］。为

减少员工能力不同对评估效果带来的偏差，一套标准

化的评估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这样评估效果就不会受

限于员工的文化程度及个人素质的差异，人人都可以

成为自己岗位职责范围内的专家。

１）明确岗位风险。实现油气生产现场风险点无

遗漏，必须要先确定员工岗位内有哪些检查地点，不

同检查地点有什么设备设施，而不同设备设施检查时

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执行什么检查标准。针对以上

问题，首先让不同岗位员工根据日常巡检地点，填写

各检查地点中对应的检查项目（仅以罐区和泵房为

例），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现场检查地点及检查项目统计

序号 检查地点 检查项目

１ 罐区
防火堤、防爆电气、消防管网、消火栓、

防雷防静电、呼吸阀、液压安全阀……

２ 泵房
防雷防静电、防爆电气、机泵、可燃和有

毒有害气体探测器、配电室……

２）编制适用于现场的检查表。由于不同地点涉及

相同的检查内容，如罐区和泵房都需要检查防爆电气。

此时管理人员需将基层员工所填写的统计表按检查项

目进行分类，收集与检查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

制度等内容，按照检查项目编制总检查表（仅以防爆电

气为例），如表２所示。此时的检查表编制应尽可能

全，涵盖与某一项检查项目相关的所有要求。

然后再根据检查地点从总检查表中筛选出与该

地点相关的检查内容（仅以罐区为例），如表３所示。

现场安全检查表编制完成后，管理人员组织岗位

员工对所编制的现场检查表进行讨论。讨论围绕检查

表是否涵盖该检查地点中所有项目，检查项目所对应

的检查内容是否详尽并具备可操作性，所依据的标准

是否适用。在此基础上，编制出现场安全检查表初稿。

表２　防爆电气现场安全检查表（按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执行标准

防爆设备铭牌及防爆标识清晰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４．２．１．１

设备的外壳无裂纹、损伤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４．２．１．２

接合面紧固螺栓齐全，弹簧垫圈等防松

设施无缺失，弹簧垫圈应压平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４．２．１．４

密封衬垫无脱落、损坏、无老化变形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４．２．１．５

弹性密封圈及金属垫应与电缆外径匹配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５．２．３．３

一个进线口只能密封一根电缆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５．３．３

防爆电气设备的进线口应保持密封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４．１．４

电气设备、接线盒多余的孔，应封堵严密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５．３．８

所有点燃源外壳的４５０ｍｍ范围内应做

隔离密封；管径为５０ｍｍ及以上的管路

在距引入的接线箱４５０ｍｍ以内应装设

隔离密封件

ＧＢ５０２５７—２０１４５．３．４

表３　现场安全检查表（按地点）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执行标准

防火堤

无塌陷、裂缝，管道穿过防

火堤处应用非燃料封实
ＳＹ／Ｔ６３０６—２０１４５．２．３

…… ……

消防管网

防火堤内混合液或泡沫管

道应有３‰的放空坡度
ＧＢ５０１５１—２０１０４．２．７

…… ……

在检查表的讨论过程中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讨

论检查表中的条款是否适用于现场，如ＧＢ５０１４０—

２００５《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第６．１．１和６．１．２

中规定一个计算单位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

少于两具，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余５具。

如果现场检查表也如此描述，某一个点实际应该配置

多少具灭火器岗位员工无法确定，因此，在编制现场

检查表时需将以上两条条款要求转换为现场适用的

内容，确定该点需要配备的灭火器实际数量，而不是

２～５具这一区间范围。此外，在标准规范中也有一

些“齐全”“正常”“符合要求”等词，在编制检查表时也

需给予明确，如液位或压力的正常范围值。

３）检查表的运用。现场安全检查表初稿完成编

制后，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岗位员工依据所编制的

检查表，按照巡检路线对检查表进行验证。一是验证

检查表是否将岗位内所有检查项目列全；二是验证检

查表中检查内容是否包含检查项目常见的问题；三是

验证检查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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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验证过程中发现检查表存在的缺陷再进

一步进行修改、完善，直至完全适用于岗位员工。检

查表经过反复验证、修改适用现场后，岗位员工即可

根据此表查找现场设备设施存在的问题，将问题汇总

给管理人员，以便完成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

２．２．３ 管理文件评估

管理文件是生产过程中的“规矩”，“规矩”定得是

否合适直接影响其执行，一个无法执行的规矩无任何

意义。因此，基层站队管理文件评估的主要内容就是

梳理管理界面，一是明确岗位职责，避免员工互相推

诿，提高执行力；二是梳理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

预案等文件，只有这些文件全面、正确、适用，基层岗

位员工的工作才能真正有据可依，而不是书面一套，

实际一套。评估从管理文件的全面性、适用性、正确

性和可操作性４方面展开。

１）全面性，管理文件要能涵盖管理的整个流程。

如目前生产现场广泛采用“双刹车”抽油机，但抽油机

操作规程中未明确“双刹车”的要求就属于不全面。

２）适用性，管理文件一定是适用于生产现场的。

在编制一些文件的时候往往会引用一些标准规范、规

章制度，在引用之前需要核实其适用性，如对临时用

电的要求引用固定用电的标准显然不适用。

３）正确性，管理文件的编制要结合生产实际，也

需要符合逻辑。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一些逻辑矛盾现

象，如风险辨识清单中识别出的风险是“机械伤害”，

但对应措施却与该风险毫无关系。

４）可操作性，管理文件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普

遍存在。如操作规程中常见检查“完好”“齐全”“符合

要求”等类似要求。

２．３ 报告编制

评估实施阶段完成后，管理人员根据员工能力测

试、现场设备实施评估、管理文件评估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汇总分析，提出相应建议。

３　自主ＨＳＥ评估实施效果

自主ＨＳＥ评估全过程由基层站队岗位员工参与

完成，形成了标准化的现场检查表，总结出了一套适合

本单位的基层站队 ＨＳＥ标准化建设自主评估流程。

评估中，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有效提

高了岗位员工的风险辨识能力，进一步完善了本单位安

全风险管理制度，为基层站队标准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对今后的ＨＳＥ管理工作提升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１）通过员工能力测试，摸排出了岗位员工对 ＨＳＥ

相关知识掌握的短板，为今后培训计划的制定提供了

参考，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效果。

２）明确了管理界面，对管理文件进行了梳理，提出

了完善和改进的方向，使管理文件更好地指导生产。

３）自主ＨＳＥ评估主体是岗位员工，检查表的编

制、现场使用全部由岗位员工完成，真正做到了“员工

做什么就写什么，写什么就做什么”。对基层岗位员

工而言，风险辨识方法易于掌握、接受，可操作性强。

４）全员参与使得单位的 ＨＳＥ管理理念和各项制

度能够深入人心，将基层 ＨＳＥ工作和日常生产紧密

结合，基层岗位人员提高了风险辨识能力，熟知现场

存在的风险，安全风险管控有效提高。

５）由于检查表中每一项内容都有标准依据，当某

一标准更新以后应该及时对检查表进行更新，确保安

全检查表中的依据均符合最新标准。岗位员工在使

用检查表的过程中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标”过程，不

会受限于能力、素质的差异。

６）现场安全检查表是根据检查地点及该地点内

所包含的设备设施编制，无论员工岗位如何调整，人

员如何变化，设备设施不会变，新到该岗位的员工只

要依据这张检查表就能进行现场隐患的排查。

４　结束语

自主ＨＳＥ评估是一个不断完善、持续改进的过

程，该过程可以与多种工具、方法相结合。如，利用工

作循环分析（ＪＣＡ）的方法对操作规程进行评估、改进。

对于已经形成的现场检查表也可以进一步升华，按照

业务划分和检查频次进行归类，为管理人员的ＨＳＥ监管

工作提供指导。本文所介绍的自主ＨＳＥ评估方法在实

践中得到了基层员工的认可，易于基层员工掌握，对于生

产现场风险辨识和控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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