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2022 年 9 月          中国化工贸易

货运物流 | Freight Transportation

0 引言

危险化学品由于自身特性的缘故，在生产、储存

及装卸运输中可能产生泄露或爆炸等风险极高的事

故，不同程度的伤害、侵害人员、所处环境或装载的

设备。同时，危险化学品种类复杂多样，储运相关的

要求繁多且面临更大的危险性。此外，每年市场中进

入的危险化学品都有诸多新品种，加之物流业发展迅

猛，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量逐年递增。该背景下，有必

要严格管控危险化学品装卸运输，尽可能消除发生安

全事故的可能性。

1 危险化学品装卸运输风险因素

1.1 人为风险因素

综合相关数据得知，危化品事故中超过 77% 都是

人为因素引起的，且事故伤亡率超过 70%。具体体现

在：

1.1.1 监管不力

相关数据显示，承运者群体中约有 30% 未落实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的配置，20% 私营业主不具备危化品

资质，从事运输时是挂靠具备资质的单位。承运危化

品的驾驶员、装卸管理员、申报员、押运员、船员、

集装箱检查员等，本应对危化品特性和使用容器与包

装物的要求形成全面、准确地了解，并掌握应急处置

方法。然而，不少工作员对危化品装卸运输有关的专

业知识、技能掌握不充分，导致装卸运输作业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负责运输的车辆有不易察觉的隐患存

在，甚至出现带“病”运行的情况。

1.1.2 教育培训欠缺

企业等如果没有严格落实规范操作培训及安全教

育等工作，会导致操作人员欠缺安全意识，作业中不

参照对应的规程操作，或未经许可擅自移位、关停、

开启车辆和机器。机器开启、作业关停中，相关信号

发出不及时。作业中，未锁紧开关引起意外，造成泄

露或通电等现象，埋下安全隐患。

1.1.3 个人原因

个别工作人员欠缺足够的工作责任心，完成作业

后由于疏忽忘将设备电源断开；装卸时有奔跑的行为，

或没有参照危化品运输规定要求开展作业，或个人防

护用品配置使用有误等，皆有可能引起安全事故。

1.2 物品风险因素

1.2.1 设备安全装置有缺陷或是存在安全隐患

部分装置安全报警装置失效后未能及时修整，甚

至根本没有进行报警装置的安装；部分装置拆除了安

全装置或装置出现堵塞的情况且没有及时处理；部分

装置中安装的安全装置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个别设备

性能降低，运行中出现超负荷的状况或直接带“病”

运行；设备本身状态不安全；设备设施防爆装置与防

护装置安置不到位或安装中出现偏差，导致装置无法

发挥应有的作用；设备彼此间安全间距与相关标准规

范不符合。

1.2.2 运输工具未能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该方面的物品风险具体表现在欠缺齐全的安全装

置设施设备，如在配置槽罐等容器时，未能参照危化

品行业安全基本要求进行；个别承担运输的企业单位

在检查槽罐等容器安全性时，并没有结合行业规定定

期严格落实此项工作；个别运输企业、单位在运输危

化品时出现混装、拼装多种类产品的行为。

1.2.3 危化品运输中，未能齐全配备应急和防护器材，

或工具标志不全

部分运输车辆或船只警示标注的悬挂与喷涂不符

合国家规定标准。个别车辆或船只没有按照规定进行

防护及应急救援器材的配备。四是危化品本身危险性

因素及所处环境复杂性引起的安全隐患。运输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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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使用槽罐车或槽罐仓船等工具。罐区装卸作业面

临着不尽相同的环境，呈现出一定复杂性。负责危化

品运输的车辆也涉及多样化且复杂的类型，全国各地

运输企业、单位管理标准与槽车安全等级有偏差，且

危化品类型繁多，各自对应的装卸设备设施要求、工

艺条件也会有差异。罐区通常对应具备易挥发、有毒

性、易爆炸、燃点低易燃烧等危险特性的危化品，出

现火灾爆炸或引起人员中毒窒息的可能性较高。

1.3 其他风险因素

一是工业园区总图调整及企业迅速改扩建的过程

中，重新设计危化品运输路线面临较大的难度，尽管

从总体上来看依旧是与一级防爆和人口稠密的区域保

持足够距离的情况下运输危化品，然而因场地问题的

影响，车辆运行中仍有可能涉及穿行危险区域的需要。

例如，个别装卸作业区负责运输危化品的车辆面临在

罐区绕行的需要。

二是水路运输中，码头使用长江等内河的水体，

属国家一级保护水源。一旦码头处有水体污染的情况

出现，会对下游海量人口生活构成后果极为严重的影

响。因此，码头风险防范中，水体污染风险至关重要。

三是危化品装卸运输中，混装这一问题同样可能

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个别承运单位在不同危化品的

装卸运输中，为节省时间、费用，直接放弃清洗承运

工具或仅是简单冲洗后便投入运行，由于物料具备不

同的导电率而产生静电，此时就会引起静电放电事故。

同时，混合种类不同的物料后，可能会引起化学变化，

不仅影响货物的质量，且还会导致运输过程中出现安

全隐患。

四是超载问题同样可能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运

输危化品往往对应的较高的收益，个别运输单位车辆

过于老式，有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存在，或是车辆已经

超过使用年限却仍未“退休”，大幅提升运输中事故

发生可能性，从而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

2 危险化学品装卸运输安全监管防控策略

2.1 严格监管，明确责任，保证管理到位

危化品装卸运输企业应针对产品装卸运输拟定针

对性的《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物料物流管理规定》

等，做好各级职能部门职责的明确，并规范装卸运输

管理要求。同时，应当采取手册的方式宣传普及危化

品运输管理操作规范、管理规程，保证装卸运输及管

理危化品时有章可循，从根本上消除管理漏洞的情况。

管理规定中，应确定主管危险化学品运输的部门为物

流部门，由消防、保卫和 HSE 部门联合监管危化品装

卸运输作业。此外，要畅通各主管部门间的交流沟通，

及时共享有关危化品安全运输的信息，保证运输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各运输单位企业还需要针对公路车辆、

水路船舶等进行安全装卸运输检查确认表的制定，通

过安全检查标准化工作的实施，保证安全检查针对性、

全面性及可操作性，最大限度降低发生安全事故的可

能性。

2.2 加大技术监控防范力度，拟定应急处置救援机制

通过 ITS 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全面监控运输危

化品的整个过程。以《道路危险物品运输管理规定》

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为根据，严格管理

运输危化品的车辆。在现代化技术管理手段的运用下，

全程监控运输危化品的车辆。以运输危化品的车辆为

对象，规范 GIS 地理信息系统、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通讯设备实时跟踪系统、行车记录仪等配置安装，

通过长效安全管理机制的建立，实现科学化、规范化

及制度化的危化品运输工作。同时，装卸运输危化品

的企业、单位，需落实应急预案的制定，定期召开应

急 演练工作。以公路和水路运输为对象，结合易爆物

品、易燃物品、有毒物品、放射性物品等，合理进行

应急处置救援预案的制定。此外，不同地段所面临的

天气也可能出现差异，原本的预案可能会不适用。在

制定应急预案后，切忌始终停留在纸面，需要联合周

边企业与居民定期开展演练活动，确保真正出现事故

时能够从容应对。

2.3 注重人员安全意识、突发事故应对能力的培养提

升

装卸运输危化品时，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有必

要落实相关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企业单位应定期

组织开展培训教育活动，培养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能力、

提高安全意识，保证其在运输工作期间遭遇危化品泄

露或爆炸等情况时能够及时、准确地做出应对和处理，

最大限度减少危化品带给周边环境、人员的影响。同

时，可采取竞赛与奖励相结合的方式，调动人员参与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其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

2.4 危化品装卸注意事项及突发事故处理

①现场作业中，应采取明确的指挥信号统一指挥，

避免作业混乱引起事故。现场装卸搬运及负责操作机

具的人员，需服从指挥、遵守纪律；作业现场禁止非

装卸搬运人员逗留；②全面落实装卸设备安全技术操

作规程的制定，且操作人员需要通过操作训练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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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避免发生事故；③危化品装卸搬运操作前，以

操作规程等为根据严格落实准备工作，对待使用的操

作设备及工具认真、全面、细致且深入地检查。完成

作业后，彻底清除工具上沾染的物质，避免物质间由

于互相抵触而产生化学反应的情况。工具使用中若参

与过氧化剂物品的操作，需清洗后才能再次投入使用；

④装卸搬运中涉及人为操作时，需协调配合、量力而

行，切忌违章操作。轻搬轻放危化品，规避震动、摩 

擦、撞击、摔碰。液体铁桶包装卸垛，尽量不采取快

速溜放方法，避免损坏包装。包装破损但能够修理时，

需向安全地点转移、整修，该过程涉及引入可能引起

火花的工具；⑤及时清除干净地面上散落的物品，若

清扫的物品没有利用价值，应结合适宜的方法进行处

理；⑥两种物质性能如果存在互相抵触的情况，装卸

时不得同时进行。个别物质怕热、怕潮，装卸中需落

实防热防潮相关的措施。

针对危化品装卸中的突发事故的处理而言，主要

包含：

①小量泄漏处理。当出现该情况时，需即刻停止

作业，穿戴防护手套与口罩后将泄漏源切断。选择惰

性材料吸收泄漏物质，并在指定存放位置存放现场处

理后收集的危险固废物，待清理干净现场后，即可继

续作业；②大量泄漏处理。当出现该情况时，需即刻

停止作业，穿戴防护手套与口罩后尽快对泄漏源进行

切断处理，避免流入限制性空间，如排洪沟、下水道 

等。仓管员第一时间报警并汇报情况至上级领导，领

导收到反馈后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安排自救、抢

救等工作；③灌装中若有突发火灾事故发生，作业人

员应迅速利用各类灭火设施开展扑救作业。仓管员第

一时间报警并汇报情况至上级领导，领导收到反馈后

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安排自救、抢救等工作。

2.5 危化品运输注意事项及突发事故处理

①运输中，优选通行条件良好的路线，与城镇、

居民区保持足够的距离，远离禁止危化品运输通行区

域。运输车辆装载剧毒化学品时，需严格参考公安机

关批准路线和时间行驶；②行车中保持安全的速度，

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得出现 80km/h 以上的行驶速度，

雨雾冰雪、夜间等能见度低的情况下，行驶中应适当

降速；③运输车辆行驶中，与前方车辆间距应当保持

适当，雨雾冰雪等天气中间距应当适当增加；④行驶

中，车道不得随意变更，行驶于高速公路时需在规定

车道。车辆行驶中，驾驶人每隔 2h 应停车休息，保

持注意力随时能够高度集中，及时对车辆状况查看，

保证紧急切断阀状态为关闭。

突发事故处理中，主要涉及：

①车辆故障、货物撒漏等情况，以货物具体性质

为根据，如放射、腐蚀、易燃、易爆、剧毒等，参照对

应的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合理处置；②车辆对交

通正常通行构成影响且难以移动时，参照规定将危险

警报灯开启，停滞在普通道路时，往车后间隔 50~100m

的 位 置 放 置 警 告 标 志， 高 速 公 路 则 在 间 隔 150m 

处放置，夜间时需将后尾灯、示廓灯同时开启；③突

发事故第一时间难以处置时，尽量在远离水源、人群

且空旷的地方停靠车辆，并向相关部门迅速汇报危化

品种类、数量及泄漏情况，便于第一时间处置。

3 结语

综上所述，装卸运输危化品时必须高度重视安全

问题，立足于多方面进行安全装卸运输方案的制定，

确保能够安全无误地完成整个装卸运输作业。同时，

需要全程监管危化品装卸、运输各环节，最大限度排

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促进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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