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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安全评价定义

安全评价，即是安全性的评价、也被称为风险评价。

它是利用科学方法对系统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危险因

子、损失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从而判定发生事故和对应

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

1.2 化工安全评价的目的

安全评价是以实现化工行业系统安全为目的，在化工行 

业中预测、预防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起到重要作用。

2 安全评价方法及安全评价步骤
2.1 评价方法的介绍

安全评价方法即是对整体系统的危害性进行分析、评

价的方法。按照数学的方法系统的评价危害性，其可按定

性法、定量法两种方法来评价。

2.1.1 定性法

定性评价就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在系统中找到危险、

有害的因子，同时，识别出这些因子，从技术的角度、管

理的角度、教育的角度上提出应对措施，同时进以控制，

使系统得以安全。

定性法的分类：危险程度的评价法、类比法、预先危

害分析法、安全检查表法、故障类别与影响分析法等。

2.1.2 定量法

定量法就是依据标准、检测数据、使用数学方法对系

统的危害性进行定量评价的一种方法。

定量法的评价方法分为：道化学法、单元危险排序法

等。

2.1.3 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即是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评价方法，对系

统里存在的危险、有害因子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评价。

2.2 评价步骤说明

①在危险、有害因素分析和工程建设方案分析论证的

基础上，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能全面识别、分析系统

危险的预先分析表；②对本项目有可能存在的各类作业条

件进行分析评价；③运用危险度评价法对本项目中主要设

备从物质、容量、温度、压力和操作等 5 个方面进行评价；

④对于危险度评价结果中危险等级比较高的单元，需用火

灾、爆炸危险指数来进行定量评价；⑤经汇总、分析，制

定出各安全应对措施，并完成评价结论。

3 安全评价单元的分类
3.1 按危险、有害因子的类别为主区分评价单元

针对总体布置、工艺、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对系统影

响等方面进以分析、评价，可以把整个系统视为一个评价

的单元。把带有共性危险、有害因子的场地与装置评为一

个单元。①以危险、有害因子的类别各分成一个单元，按

工艺、物料类别、作业特性分成子单元，然后再分别对其

进行评价；②进行安全评价时，可以按照危险、有害因素

的类别分类评价单元。例如，把噪音、辐射、粉尘、有毒

物品、高温度、强体力劳动的场所可以各划分一个评价的

单元。

3.2 按照装置、物质的特性划分评价单元

按装置工艺功能划分：例如，以原料的储存区域，

生产过程，产品储存区域，物流装卸区域。以布置的相对

独立性进行划分单元：①按安全距离、防火堤、隔离带、

防火墙等与别的装置隔开的区域或装备可视为一个评价单

元；②存储区通常是按一个或共同防火墙，或者其他防火

建筑里的储蓄罐、储存场视为一评价单元。

3.3 以工艺的条件来划分评价单元。

按操作温度范围、压力范围的不同，分成不同评价的

单元；按开车、正常运行、添料、卸料、添加剂、检修等

不同条件来分类评价单元。

以某公司新建项目为例，根据有关技术资料，按照各

工序的不同危险性，总体上划分为以下 5 个单元，具体如

下：①生产单元：过氧化物生产装置、设施及工艺；②储

运单元：原材料及产品储运设施；③总平面布置单元：项

目选址、平面布置、安全距离、周边影响等；④公共的工

程单元，包含变配电系统、蒸汽的系统、制冷的系统、给

排水的系统、控制的系统、供气的系统等；⑤安全生产单

元，包含项目产业的政策、工艺和设备的先进性、从业人

员与危险岗位的操作等。

4 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
4.1 预先危险性分析方法

运用预先危险性分析评价法，归纳分析结果如下：

根据预先危险性分析表归纳：①危险等级为 3~4 级：

火灾爆炸；②危险等级为 3 级：物理爆炸；③危险等级为

2~3 的，包含灼烫伤害、电气伤害、中毒窒息、自然灾害

等等；④危险等级为 2 级的，包含高处坠落、机械伤害、

噪声伤害、物体打击、粉尘危害、腐蚀危害、车辆伤害等。

4.2 根据危险度来评价的分析方法

对照项目单位提供的设备清单，运用危险度评价，对

关键设备进行评价，得出如下结论：过氧化氢储罐、过氧

化反应釜为高度危险，其他设备的危险度等级均为“低度

危险”。

4.3 依据作业条件的危险程度进以评价的分析法

运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对生产单元、仓库及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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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7 页）Axens、国产）、高温加氢法（日本 Litol） 

的工艺技术比较，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粗苯精制工艺对比

项目
酸洗法

（国产）
低温加氢法

（美国 Axens、国产）
高温加氢法

（日本 Litol）

生产状态
投产后较为

稳定
投产后一直稳定 投产后一直稳定

杂质处理方式 简单蒸馏 萃取蒸馏 简单蒸馏
催化剂 无 Ni-Mo、Co-Mo Co-Mo、Cr 系

反应温度 /℃ 无 200-320 260-600

产品品种
苯、甲苯、

二甲苯
苯、甲苯、二甲苯、

非芳烃
苯

操作投资成本 少 中等 较多
经济效益 低 高 中等

3 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不同的粗苯加氢精制工艺对比来看，我

国传统粗苯酸洗法已不适用于现阶段精制苯提取作业，应

大力支持粗苯加氢精制工艺，虽然其成本投入相较于粗苯

加氢法要高，但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酸洗法不能比的。

在化工企业实际粗苯精制环节，要考虑到自身条件及粗苯

加工要求，分析企业消耗指标，制定相应的工艺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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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6 页）其进行管理，使得焊接无损检测技术也无

法得到有效管理。就此方面，就应当设置相应的管理制度，

并对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完善，确保焊接无损检测技术能

够在有效管理下得到有效应用。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可以有效的增加检测技术的可信度。因此，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对其进行管理工作。一是制定焊接无损检测技术的

使用流程。在实际工作当中严格要求所有员工按照所规定

的流程进行工作，在此要求下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受利益

驱使的人员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二是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如果检测机构在实际进行检测的过程当中由于自身的工作

失误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相关的部门可以进行相应

的处罚，确保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真实。三是不断完善焊

接无损检测技术管理制度。

3.3 增强实践性和准确性

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可信度，对油田地面施工的焊接

无损检查要与实际施工相结合，提高检测技术的实用性。

检测机构在进行相应的检测工作时必须对油田工程的具体

情况进行勘查，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外部因素对

视察结果的影响，提高检测信息可信度，避免工程问题的

出现，同时还可以有效降低其中的安全隐患。在出现问题

时也可以及时的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损害，防止

问题扩大化，有效保障工程质量。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油田地面建

设工程焊接无损检测技术的重要作用，也了解到其在管理

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也应当清晰认识到其

作用与重要性， 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

养，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确保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与准

确性，从而保障油田工程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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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单元、公用工程等有可能存在危险作业的环节进行分析

评价。通过分析，共计选择了上述单元中的 9 个作业环节

进行评价。9 个作业环节中，属于比较危险的有 4 项，属

于稍有危险的有 5 项。具体如下：
表１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

评价单元 作业工段 L E C D 危险性等级
过氧化
( 二 ) 苯

甲酰生产

过氧化 1 6 7 42 比较危险
水洗浸泡 0.5 6 3 9 稍有危险
离心脱水 3 6 3 54 比较危险

危险品储
存单元

过氧化物储存 3 6 3 54 比较危险

公用工程

电工作业 1 6 3 18 稍有危险
制冷作业 1 6 3 18 稍有危险

蒸汽线路巡检
作业

1 6 3 18 稍有危险

其他作业
单元

车间巡检作业 1 6 3 18 稍有危险
储罐检修作业 1 0.5 40 20 比较危险

4.4 根据火灾爆炸的危险指数来评价的方法

采用危险度评价，即对危险度比较高的单元进一步运

用火灾爆炸危险指数法进行计算。采用核算过氧化反应釜

危险等级为非常之大，补偿之后的危险等级则较轻。

5 小结
我国化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安全生产尤其重要。化

工安全评价方法可以提前发现隐藏于生产中的安全问题，

同时它可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针对问题原因，制定

合理且有效的防控措施。从而有效规避问题发生。鉴于以

上，化工安全评价方法已被化工行业所认可，同时，随着

其在化工行业中广泛应用，它也会得到更全面、更深度发

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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