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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案例 LNG 接收站项目，作为大湾区保供的重要工

程，兼顾城市燃气的应急输送任务。为此，案例接收

站需融合安全管理工作，保持接收站运行的平稳性，

减少风险事件发生。

文章以案例接收站为切入点，侧重分析其安全运

营面临的困境，尝试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安全防控方法，

有效消除风险。

1 案例接收站安全防控现存不足

1.1 安全生产规范内容不全面

全面贯彻安全生产规范内容，是保证安全生产质

量的关键依据，且具有长期指导、贴合战略、迎合生

产根本需求等特点，有助于增强全员的安全防护认知。

然而，当前，案例接收站内出具的安全生产制度尚未

完善，制度内容并未涉及各个生产任务，在特殊作业、

设备细节等方面给出的安全要求，具有粗浅性，亟需

加以完善。

1.2 安全培训不深入

案例接收站的各类安全培训，能够顺应法律政策、

相关单位的安全指导要求。然而，案例接收站内进行

的安全培训工作，在增强员工安全认识、强化员工生

产规范能力等方面，尚存诸多不足。一线人员每周固

定参加培训课程后，并未自主学习其他课程，整体安

全学习内容不完整。培训教材存在较大变动，且培训

人员专业性具有一定差异性，致使员工接受的安全培

训质量表现出较大差距，无法保证安全指导的深入性
[1]。

1.3 安全预防不到位

案例接收站在“风险分析”“风险防控”方面的

工作尚存空白。自 2019 年，案例接收站着手建立风

控体系，创建多组风险分析模型，给出各类优化措施，

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基础。然而，风险防控体系并未正

式建成，主要是接收站完成了 JHA 分析法，用于各项

关键生产，以期找出其中的风险因素。借助指标法，

排查 LNG 设备内在的风险问题。针对接收站内的普通

生产任务、其他类型设备，并未制定有效的风控体系，

风控管理尚需细化。

1.4 安全考核不完整

2021 年，国内关于安全生产给出了相关的法律内

容，其中 22 条明确指出：生产经营组织，需建立全

员安全认识，使其明确自身的安全生产任务，从人员、

防控范围、工作考核三个方面，逐一落实安全考核工

作。

当前，案例接收站采取每年 4 次、3 个月一次、

整年综评的考核方法，要求各部门人员自主报告安全

责任的履行情况。安全考核中，采取评估结果、安全

奖金相互关联的形式，促使全员形成安全认识。案例

接收站的考核方法，仅能够从各部门方面，反馈安全

管理情况，未能从各位员工层面加以考核，考核工作

较为简单 [2]。

1.5 应急演练需强化

案例接收站内建立了完整的应急方案，能够自主

安排应急演练。然而，在应急演练中，存在演练不到 

位、演练项目不全面等问题。比如，部分人员提前知

晓演练方案，明确风险点位置，提前做出了人员分配

处理，削弱了演练过程的应变训练功能，无法考察应

急人员的安全防护能力，降低了应急演练的有效性。

1.6 智能技术融合不深

案例接收站在进行安全管控工作时，多数借助内

部专业资源，比如设备、人才、工艺等，以此获取较

高的管理效率，减少资金投入量。然而，案例接收站

内的智能技术应用并不深入，难以进行全方位的信息

管理。

比如，设备运维、风险排查、风险消除等各项工 

作，尚需人工处理、手动提取重要数据，过多依赖纸

质文件，极易降低数据准确性，且存在数据丢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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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信息记录不完整等问题。

1.7 风险因素较多

在现场安全生产期间，各岗位人员作为极具主导

作用的资源，在设备操作、生产、管理等各个环节中，

不规范的行为、不标准的操作、失误的处理等问题，

均有可能会引发安全生产事故。参照案例接收站的实

际运行情况，各项作业中人员失误带来的风险问题较

多。

1.8 特殊作业需制定针对性管理方案

案例接收站运行期间，可能存在“动火”“高空”

等特殊作业。在 2020 年，案例接收站进行的特殊作

业超过了 600 次。如果在特殊作业中，并未结合全面

的安全管理方案，将会增加风险控制不全面，极易发

生严重的事故问题。

2 案例接收站安全防控的可行对策

2.1 健全安全生产规范内容

首先，参照往期的生产实况，积极细化安全生产

规范，从部门规范细化至“班组”、“岗位”等层次，

加强岗位标准的生产管理，全面落实标准式生产工作，

切实保证全面防控、深入排查风险，建立零盲区的安

全生产管控体系。针对案例接收站的安全生产规范内

容，给出相应的调整、细化、增补等处理，持续更新

生产规范内容。参照具体的工作情况，进行安全评价，

周期性汇总生产经验，建立 PDCA 生产循环机制。

其次，以实际生产为指导，建立全面的安全生产

规范体系，采取安全标兵评选形式。借助评选活动客

观讲述员工的安全生产表现，以短视频、现场示范等

形式，宣传安全操作的优秀做法，以此形成安全生产

模范作用。

最后，利用规范手册，合理划分生产事务，加强

运行管理的全面性，细致划分设备类别，增强生产体

系的优化性，切实强化接收站的整体安全管控能力。

2.2 深入贯彻安全培训

首先，深入探究，持续更新安全生产培训的内容。

从“执业资格”“安全技能”“技能增强”“综合能力”

等方面，以岗位、职级为方向，建立全面的、岗位适

用的安全培训框架。结合各岗位安全培训需求，选择

相应的学习内容，建立完整的课程体系。

其次，选择优秀的培训人员，统一培训内容，甄

选优质教材，精心设计课件，确保安全培训的深入性。

借助线上平台，合理分配培训时间，加强培训成本控

制，促使各岗位人员自主利用闲暇时间，巩固安全培

训的内容，强化自身安全防范素养。

最后，针对安全培训成果，进行多样性的安全考

核，形成督促作用，引导各岗位人员自觉参加安全培

训。

2.3 全方位部署安全预防工作

首先，针对案例接收站的实际情况，探究可行的

风险管控策略，以设备风险为重点，找出风控效率高、

操作易学的方法，全面落实风控预防工作。

其次，设定年度目标，建立完整的风险预防计划，

切实增强生产活动、设备管理的全面性，有效优化风

险分析体系，促使全员参与风险管控工作。

再次，引导接收站人员，相互分享、自主交流风

险的形成、风控的效率，从实践中提炼风控规范，制

定更细致的应急措施，增强设备运维的有效性。参照

各位员工的分享内容，建立必要的激励方案，引导全

员参与排除隐患的工作项目，建立多层级的风控体系，

班组侧重检查部门内的风险，个人检查工作区的风险，

促使案例接收站建立多级联动的风控模式。

最后，以风险溯源为指导，积极排查风险来源，

给出有效的控制方案，防止风险重复发生。如图 1 所 

示，是案例单位给出的风险分级防控流程图。

图 1   案例单位给出的风险分级防控流程图

图 1 中的“危害因素识别”，主要是使用“JHA

（危害分析）”、“SCL（设备安检）”两种方法。

以 JHA 方法为例，分析动火作业的潜在风险。

在 JHA 方法风险分析中，案例接收站部署动火作

业时，管理方面“作业票”缺失，会引发安全事故，

需及时落实安全检查，详细填写作业票。人员方面，

安全培训不完整，存在违章操作现象，潜在一定作业

风险，需及时进行人员资质检查，落实安全生产工

作。设备方面，生产器具、天然气设备存在故障，比

如，电焊机设备并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极易引发“触

电”“火灾”等不利事件。此类风险较大，需要事前

排查设备故障，保证作业处于安全状态。环境方面，

案例接收站进行动火作业时，并未全面检查作业环境，

10m 半径区域内，需排除危险品，防止出现“火灾” 

“爆炸”等事件 [3]。

2.4 完整建立安全考核体系

首先，细化分配 LNG 接收站的各项安全防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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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各岗安全责任，建立完整、准确的安全责任名目，

便于各岗人员掌握。

其次，针对具体的岗位安全责任，进行量化考核，

建立考核方案。案例接收站采取每月考核一次的形式，

每月总结各岗位安全责任人的履职情况。

最后，加强绩效使用，合理分配安全奖金。针对

做法较好的安全防控措施，进行示范与推广，树立模

范，指导其他员工。

2.5 细化应急演练流程

案例接收站可采取多组比赛、情景演练等形式，

增加应急演练难度，全面更新应急演练的内容。不可

提前进行“应急演练彩排”，采取“双盲”演练形式，

切实强化应急人员的临场发挥能力。在情景演练中，

适当增加事故条件，改变环境情况，增加突发事件，

以此考验应急人员的处理能力。在紧急抢险模式中，

参照风险处理的紧急程度，要求各组抢险队伍，合理

分配抢险任务，快速制定除险方案，及时消除高危风

险。事后，参照风险演练过程、风险消除效果，持续

完善应急方案。

2.6 全面融合智能技术

案例接收站需全面融合智能技术，加强设备安全

分析的深入性，切实强化接收站整体的运行能力。开

展技术交流会议，研究接收站设备关联 ERP 系统的方

法，建立感应性、数据反馈的设备管理平台，动态跟

进故障设备，增加设备风险排查的智慧性；创建风控

平台。建立风险清单，数据展示风险详情，客观提示

风险情况，指导人员辨识风险问题，制定有效的风控

措施；建立风险排查平台。借助图文、视频、音频等

各类格式的文件，有效导入风险因素，动态跟进风险

处理的成效。客观判断风险类型、危害程度等情况，

建立风控机制，及时排除风险；引入智能消防技术。

借助智能设备，建立无人抢险体系，发挥智能技术的

风控抢险优势；案例接收站建立了一个“安全仪表监

测平台”，成功整合了多种技术，能够实时监测站内

各类设备的运行情况。在设备运行有异常时，安全仪

表会及时给出反馈信号，同时联锁保护站内设备，防

止险情蔓延。此平台能够自主监测火情，排查天然气

泄漏问题，联合消防平台，及时智能除险。在实际运

行中，此安全仪表出现了 2 次故障，无法准确显示监

测数据。案例接收站对此系统进行技术更新，引入“雷

达液位计”、“工业耦合剂”，以此更换原有的“超

声波流量计”、“耦合剂”，此消除仪表故障。

智能技术更新后，安全仪表的运行更为平稳，能

够每分钟更新一次站内数据，高效监测各类风险。

2.7 有效落实风险管控

首先，案例接收站可采取心理强化措施，积极消

除人们情绪风险。比如，选择心理测试的方式，考察

员工应对风险的情绪管理能力。如果测试分数较低，

说明员工不适宜从事特殊作业，保证风险生产人员的

心理健康性。其次，全面检查各岗位人员的身体健康

状态，侧重考察各位员工的过敏特征，防止员工出现

身体上的不良反应，以此降低不利因素的形成。最后，

加强风险作业的现场管理，针对违规情况，作出严格

处罚 [4]。

2.8 积极应对特殊业务

建立完整的特殊生产安全体系。参照化学品生产

的相关规范内容，结合案例接收站的生产任务，完善

生产制度。案例单位建立的安全监管制度中，在动火

作业期间，设备内含氧量 P 值应控制在 20% 以内。

GB30871 规范中 P 值小于等于 23.5%，案例接收站适

当调整了安全生产要求，以此增强风控效果；在特殊

作业之前，依照作业类型、级别等因素，分析可能存

在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风控对策。在动火作业期间，

动火点为中心，半径 30m 范围内，不可放置具有可燃

性的气体，半径 15m 范围内需排除可燃性液体等。依

照此规范，逐一排查可燃性物体，保证动火作业的安

全性；特殊作业期间，依照风控方案，全面落实现场

风控工作。借助监控、感应设备，动态获取现场情况，

实时排查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智能感知风控。

3 结语

综上所述，参照案例接收站的风控不足，从生产

规范、安全指导、风险控制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安全

生产，积极排除生产险情，制定操作简便、智能监管、

全面考核的安全生产体系，确保安全管理的完善性，

切实增强接收站整体的安全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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