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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关于切实做好全省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市应急局：

全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开展以来，各项工

作进展顺利。目前，诊断企业数量已经过半，为确保企业抓好整

改落实，举一反三，省应急厅对前一段诊断发现的问题隐患进行

了梳理汇总并分析原因，明确有关工作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省共派出诊断检查组 58个，出动安全专家 2160

人次，诊断企业 447 家，出具诊断报告 447 份，发现问题隐患

20690 项，建议停产整改企业 38 家，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类

企业 24 家，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 1 家。目前，对青岛（6

家）、枣庄（18家）、烟台（12家）、威海（23家）、聊城（31

家）等 5市的大诊断工作已经完成。

对检查发现的 20690 项问题隐患进行了梳理分析，归纳共

性问题，所有问题隐患中，安全基础管理类 5725项、占 27.67%，

工艺管理类 4436项、占 21.44%，设备管理类 5200项、占 25.13%，，

电仪管理类 4796项、占 23.18%，特殊管控类 209，占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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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 324项，占 1.57%。其中，文件资料类 3732，占 18.08%，

现场类 8860项、占 42.91%，执行类 8054占 39.01%

由此可见，在安全基础管理、工艺、设备、电仪等方面，企

业存在的问题普遍较多，尤其是现场管理和制度规程执行上工作

欠账较大。

二、共性问题

（一）危险化工工艺特种作业人员取证方面。部分企业涉及

危险化工工艺企业的操作人员未取证上岗，企业危险工艺操作人

员未全部取证，已取证人员不能满足轮班的要求，未取证人员参

与危险工艺操作，自动化仪表作业人员未取证，受疫情影响部分

地区未开展人员资质培训等。

（二）自动化控制系统方面。部分企业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

装置未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已经设置的未 100%投用，重大危

险源罐区未设置紧急切断阀。

（三）控制室等人员密集场所改造方面。部分企业控制室面

向甲类装置或车间一侧设有门窗，或没有进行抗爆设计改造。

（四）防爆电气方面。爆炸危险区域内的防爆电气不能满足

要求的占比较高，多数企业对此重视不够，造成防爆电气选型或

更换时，未按设计规定选择符合要求的防爆电气。

（五）变更管理方面。多数企业存在变更随意，环保设施不

经正规设计，工艺变更后的风险评估不充分，少数企业不履行变

更手续。

（六）HAZOP分析报告方面。多数企业危险与可操作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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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HAZOP）委托第三方机构，分析人员对企业工艺不熟悉，

提不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措施，个别企业分析人员甚至对现有的控

制措施不了解。

（七）仓储管理是企业的短板。部分企业超量、超范围储存，

未张贴安全标签、库内设有电器开关等。

（八）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不规范。部分企业动火、

受限空间作业不进行气体分析，危害识别不全面，动火以及关联

作业票管理较乱。

（九）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管理薄弱。多数企业可燃有毒

气体报警装置不符合设计要求，企业变更改造时未经正规设计而

遗漏了可燃有毒气体报警探头。

（十）员工使用空气呼吸器不熟练。企业员工佩戴空气呼吸

器时未检查气瓶气压、低压报警及面罩气密性。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安全精细化管理方面有差距。突出表现在安全生

产责任制考核，安全教育培训，变更管理风险分析和管控措施落

实，外来施工队伍管理，特殊作业管理等方面。不注重学习和运

用第三方编制的报告（包括评价报告、设计专篇、HAZOP分析

报告等）。

（二）自动化系统升级改造有欠缺。企业对涉及重点监管危

险工艺的上下游配套装置装设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理解有偏

差，对于 DCS和 SIS系统操作员权限设置的意义理解不够，仪

表工的配备和培养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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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设计管理有短板。设计存在缺陷，审核和验收把

关不严，安全设施设计单位的资质不符合要求，联锁不能正常投

用、长期处于切除状态，不能保证装置的安全使用状态，严重影

响了本质安全水平。

（四）变更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企业在履行工艺、设备、

电仪等变更手续，特别是变更前后的安全风险分析、管控措施落

实等方面差距较大。突出表现在变更完成后，对相应员工未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没有做到变更审批、风险辨识、实施、验收、培

训环环相扣。

（五）防爆电气的管控不到位。普遍存在防爆区域使用非防

爆电气、爆炸危险区域电仪设备进线口未防爆密封、防爆设备缺

螺栓、防爆功能失效、防爆等级不足等问题。说明企业未对照相

关标准、规范，严控采购关口，对员工开展规范培训，开展专项

排查等。

（六）安全教育培训效果较差。多数企业虽开展了安全教育

培训，但现场询问员工时，不能熟练掌握岗位异常工况处置程序、

对报警联锁值不清楚等。说明企业的教育培训考核方面不深入、

不扎实，亟待加强。

（七）罐区管理不到位。企业在罐区管理方面，存在安全仪

表与 DCS共用、未实现自动化控制，安全附件设置不全，紧急

泄压等安全管控措施设置不全、未设置水封井等问题。说明企业

对罐区的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够，未按要求开展专项排查，规范

治理，确保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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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继续认真做好大诊断工作。各市、县（市、区）要按

照《企业安全生产大诊断行动方案》的各项要求，继续认真组织

联络陪检、专家跟班学习、协调调度、新闻宣传等工作。同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按要求做好诊断专家组的核酸检测、个体防

护、交通出行、住宿等保障工作。

（二）紧盯问题隐患整改。各级要对专家诊断发现的问题，

及时反馈企业，督促企业认真制定整改方案，能立即整改的立即

整改，限期整改的要按期整改完成，专家组建议停产整改的，责

令停产整改，同步对前期已经诊断企业的问题隐患整改情况进行

核查，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三）强化诊断结果运用。各市要将本通知迅速传达至辖区

所有危险化学品企业，在紧盯整改的同时，组织未参与诊断的企

业根据共性问题及原因分析，对照自查自改，举一反三，通过一

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共性问题。

请各市应急局于每周五 12时前，调度汇总本辖区内问题隐

患整改情况，上报省应急厅危化处。

联系人：鲍文杰，联系方式：16653116591。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2021年 11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