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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埕北油田位于渤海西部海域，由中国和日本合作开发，

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油田，埕北油田自 1985 年投产，

设计使用年限 20 年，期间经过延寿评估，其主体结构仍可

支持油田持续开发，但因设施的老化，电力系统及生产处

理系统能力不足，平台必需关停部分油井才能保证平稳生

产，为高效开发油气资源，对该油田进行了设备升级改造，

本次改造具有超前意识，意义深远，对国内海上油田改造

具有借鉴意义。

1 安全管理难点概述
根据 ODP 方案，将原埕北油田 A/B 平台的油气处理

平台改造为井口平台，将埕北 B 平台的储油平台改造为综

合处理平台。对原有平台改造需要拆除原来生产处理流程

管线、容器、罐、电缆、泵等各类设备。该项目施工涉及

机械、 电仪、生产等各个专业的改造，由三条生活支持

船做后勤支持，涉及“点”多（现场每日平均作业点超过

40）、“线”长（海上停产改造 135 天）、“面”广（管

理单元涉及 A 区和 B 区共 5 个平台，）的特点，改造复

杂，安全管理难度大，最终经过管理层积极筹划，各方共

同努力，施工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探索出在役平台升

级改造项目管控风险的安全管理模式。

2 风险管控安全管理模式
2.1 创建合法合规施工环境

油田停产后，自有发电、配电系统全面停运，安全应

急系统全面失效，为保证整体升级改造期间油田施工现场

符合法规要求，在原有平台搭建了临时用电、消防、火气

探测、救逃生、应急通讯广播、导助航等安全应急系统，

编制了《临时安全应急系统搭建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和

合规性评估，保障平台安全应急系统满足施工要求。

2.2 作业安全管理总体策略

2.2.1 采用区块化安全管理策略

根据公司 QHSE 管理体系要求，联合作业期间油田生

产方履行属地管理监管职责，负责统筹健康安全环保管理；

生产方和工程方成立联合管理组织机构，负责联合作业期

间的安全环保管理。海上施工作业责任单元划分，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油田设施划分为 A、B 两个大

区块。其中 A 区块内部以连接栈桥为界，又划分为 A 平台

和支持船，B 区块内部以连接栈桥为界，划分为 A 平台和

支持船。根据属地管理监管职责，A 平台统筹管理 A 平台

和支持船安全管理，B 平台统筹管理 B 平台和支持船安全

应急管理，区块内部的平台和支持船各自负责管辖区内的

安全管理工作。

2.2.2 采用施工风险分级管理策略

对于重大风险作业组织专家专项评估由工程方和油田

生产方上级单位进行联合审批。对于一般风险作业现场评

估，由现场联合安全管理小组组长负责组织相关专业工程

师、安全代表、生产方、施工方等参加作业风险分析，制

定管控措施。

2.2.3 采用制度化管理策略

为确保停产期间海上施工安全，落实公司安全管理要

求，工程方与油田生产方共同组织编写了《停产期间海上

施工安全管理方案》和《停产期间海上联合作业应急预案》。

此外，根据现场实际工作需要，生产方与工程方联合制定

专项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人员动态管理规定、生活场所

日常管理规定、物料管理规定、船舶调度管理规定、会议

管理规定、应急管理规定、现场检查规定、培训管理规定、

作业许可管理规定、临时用电管理规定、吊机使用管理规

定等，用制度进行现场各项安全管理。

3 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实施
3.1 作业风险管控

做到每项作业有风险辨识，有管控措施。对每项作业

采取总分总的方式进行，先对施工作业总体进行风险分析

及制定管控措施，根据平台区域变化和重点施工风险点变

化，动态分项进行风险分析及制定管控措施，确保风险识

别和管控措施能够直接得到有效执行；落实许可证制度。

每项施工作业，由项目组和生产方对许可证双签发；执行

班前会和班后会制度。开工前施工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将当日施工作业的风险及控制措施传达到每位员工，结束

后对当日的安全管控情况进行总结。

3.2 临时用电管理

现场交叉作业较多，涉及多家施工单位，通过建立完

善的临时用电管理规定，成立了联合用电管理小组，明确

各方临时用电管理职责，严格执行每日用电安全检查外，

每周开展电气专项检查，有效管控了临时用电安全风险和

隐患。

3.3 工机具管理

落实工机具入场检查和检验证书查验，吊索具在每日

使用前由司索检验无破损、抽丝、断裂等情况后使用，管

理人员每日巡检，每月联合专项检查工机具的使用情况，

及时纠正不符合性和淘汰失效工具。

3.4 作业场所管理

海上平台甲板面积受限，通过划分物料管理区，设置

区域负责人，物料分类管理，重点做好危险化学品管理，

执行管理程序，落实安全责任；对涉及管（下转第 41 页） 

海上在役埕北油田整体升级改造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探索

祁高升（中海石油 ( 中国 )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　300459）

摘　要：通过分析埕北油田升级改造的安全管理难点，搭建临时安全应急系统，创建合法合规施工环境，采用单元
划分、空间区块化、作业风险等级化、安全管理制度化的安全管理策略，监督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实施平台和支持船之
间人员管理动态化，应急管理联动化，攻克安全管理难点，探索出我国海上在役油田首次升级改造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模式。

关键词：海上在役平台；整体改造；安全管理



Scientific management | 科学管理

-41-中国化工贸易          2020 年 11 月

（上接第 39 页）理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人员，组织专项培

训；落实存放场地悬挂警示牌、张贴危险化学品 MSDS 等

进行风险告知，配备必要消防和应急物资，有效保障人员

施工安全。施工分区管理，实施区域分层、分区、分块的

管理办法，作业甲板每层设置总负责，每个区块设置区块

负责人，每个项目实行领队负责制，各项作业相互交叉通

过各级负责人进行协调处理，保证了交叉区域安全措施得

到落实。安全告知管理，在施工区域悬挂信息标识牌，包

含施工内容、项目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信息，在高风险

施工区域悬挂风险告知栏，标明存在的风险及预控措施，

将信息传达给周围作业人员，消除了信息不对等带来的安

全风险。

3.5 监督与检查

落实每日巡检制度，生产方与工程方管理层联合交叉

巡查，开展每周联合检查，采取综合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

合的方式，从人、机、物、法、环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检

查，及时纠正各类不安全状态和不安全行为，利用每日安

全协调会跟踪落实整改，并举一反三，形成闭环。

3.6 沟通与协调

落实安全会议制度，采用每日作业协调会、安全协调

会等进行沟通和通报各方下一步作业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交

叉处理措施，由各施工负责人利用班组会，对重要事项传

达，保证传达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人员。制定信息实时传递

措施，充分利用平台广播系统在每项热工或限制空间等作

业前，进行广播通报，确保相关人员能够得到通知。此外

为重点岗位人员配备对讲机，采取分频道管理，避免相互

干扰，保持沟通畅通，减少潜在的安全风险。

4 人员安全管理
4.1 人员动态管理

海上生活支持船与采油平台一般通过栈桥连接，人员

可用通过栈桥来回穿梭在两个设施之间，在栈桥处设置人

员管理 T 卡箱，通过 T 卡显示每一个人员当前位置，出现

应急情况时，便于快速搜寻人员，实现人员动态管理。

4.2 人员行为监督

项目改造涉及几十家施工单位，为便于管理和落实安

全要求，要求所有参与改造项目的人员，在安全帽侧面张

贴单位、工种或职务、姓名，亮出自己身份，接受各方的

监管，严格规范个行为，确保各项安全措施有效落实。

4.3 培训与教育

在人员登临油田和生活支持船后，由各设施的安全管

理人员对新来人员进行入场安全培训和证书查验，各班组

长对班组成员进行岗位安全培训及早班会安全教育。培训

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管理实施方案培训 / 高处作业培训 / 起

重指挥人员培训 / 动火监护人员培训 / 舷外作业人员培训。

开展与施工方合作培训，借助早晚班会、风险分析会等相

互磨合；工程方与生产方联合组织各类安全培训、技术交

流会 20 余次，有效提升了联合管理的默契度与实际效率。

5 结束语
埕北油田整体升级改造项目是我国海上油田首次进行

在役平台的改造项目，通过创建合法合规施工环境 ，制定

作业安全管理总体策略，实施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和人员安

全管理，化解了海上油田改造场地狭小，施工密集等给施

工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实现油田升级改造项目安全顺利

完成，为海上平台整体改造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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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依据，特别是在验收的环节，更是要严格的按照国

家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提升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合格程

度；对于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

据，我国的科研部门已经给出了合理的数据范围，在实际

的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

对其进行管理，而且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这些基础的数

据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运行的合理

性；石油化工企业要做好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防腐蚀检

测工作，积极的引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保证可以准确

的确定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中各种部件的腐蚀程度，根据

监测的结果对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中的构件进行及时的更

换；每一次的保养和维护工作都必须要做好相关的记录，

记录的问题一定要完整，根据记录可以看出压力容器和压

力管道的总体运行方向和故障的易发点，可以采取更加合

理的防范措施，保证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正常运行。

2.3 完善安全监察体制，落实安全监察工作

这就需要各级省市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引起足够多

的重视，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对压力管道安全管理进

行针对性的监督和管理，必要时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

段。要加强对压力管道安全监察工作的支持，并对压力管

道的设计、制造、施工、使用、质检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进

行监督和管理。此外，还需要针对压力管道元件生产企业

以及施工企业的相关资质和相关的施工人员资格证书等等

进行有效的检查。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压力管道安全监察管

理体系，从源头开始进行严格的排查和管理。完善压力管

道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真正的把监察工作落实到实处。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压力容器与压力管道的安全管控工作一直

都是石油化工企业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工作，所以，企业

一定要重视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压

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运行的合理性，尽可能的减少和避免因

一些不正当对的关系威胁到压力管道质量安全，保障压力

管道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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