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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安全处 科 工作标准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企业安全处 科 股 的基础工作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企业 各专职安全工作者 亦遵循本标准开展工作

化工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化工生产实验厂 车间 亦参照本标准执行

规章制度的制订和贯彻

在经理 厂长 领导下组织制订 修订 健全本企业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规程

报厂总工程师审定 厂长批准颁发后 认真贯彻执行

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颁发的安全生产法令 法规 规定 标准以及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 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安全教育

负责对新入厂人员 包括参观学习 实习 代培 农民轮换工 外包施工人员 三级安全教

育中的一级教育 并监督检查二 三级教育执行情况 做到未经教育或考试不合格者不准进入

岗位和上岗实习

配合劳动人事 或教育 部门做好各级干部定期的安全培训工作 学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

和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增强法制观念和安全生产责任感

配合有关部门按规定做好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 特种作业证的发放和复审工作

负责组织每年一次全员安全培训考试工作

监督检查复工 包括工伤复工 病 事 产假等休息超过六个月以上的 安全教育的情况

在经理 厂长或总工程师 的领导下 配合劳动人事部门对干部安全生产指挥和调度资格

的审查 工人的安全作业证由车间负责考核 填写 经安全处 科 股 备案 盖章后发放

负责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室工作 使用直观和电化教育方法开展安全教育

总结各级安全教育情况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情况 以年报形式上报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竞赛活动 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的先进经验

安全检查

在经理 厂长 领导下 组织 做好综合安全大检查以及季节性和节假日的安全大检查 并

根据检查的特点 确定检查重点 制订安全检查方案 交领导审批 执行

负责组织日常的安全检查 发现违章操作 有权制止或令其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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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安全检查结果 及时向经理 厂长 汇报

参加有关专业的安全检查 并对检查后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建立重大隐患整改通知书 通知书由安全科 处 填写 由厂长审批 监督检查各生产车

间隐患的整改情况 对危险性较大的或一时解决不了的隐患 应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 并督促

做好防范措施

建立各种作业许可证的管理和审批制度 负责动火 高处 罐内等作业许可证 票 的审

批 监督

检查各票 证的贯彻执行情况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和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组织各车间制订安全技改项目方案 经审查 平衡 汇总编制年度安

全技术改造措施计划 由生产计划部门上报厂总工程师审定 经厂长批准颁发后 认真贯彻执

行

安全技术改造措施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应及时检查 督促 对竣工项目要及时组织验

收和试运转工作 作出技术鉴定 总结经验并交流推广

参与对新建 改建 扩建工程项目中有关安全技术设施设计的审查和竣工验收及试运转

工作 并要求从工程项目落实开始时 认真做到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

劳动防护用具 品 和保健的管理

根据国家劳动保护政策和地方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制订劳动防

护用具 品 和保健津贴发放标准 经企业领导批准后 贯彻执行

负责检查劳动防护用具 品 的质量 并监督有关部门按标准发放

监督检查并教育职工正确佩戴劳保护具和使用防护用品

事故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 发生伤亡事故后 立即向企业领导

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参加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 处理和工伤鉴定

配合有关部门在事故处理结案之前 遵循 三不放过 原则的要求 做到 事故原因没查清

不放过 事故责任者及周围群众没受到教育不放过 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

及时填写 伤亡人员登记卡 见附录 并报上级有关部门

定期进行各类有关安全生产事故的综合统计与分析 总结事故发生的规律 查找安全生

产的主要问题 提出控制事故的措施 向领导提供搞好安全生产的实施对策

应用科学安全管理方法

组织各生产车间采用安全检查表 并逐步开展安全目标管理 全面安全管理 安全评价 事

故树等安全管理方法 使企业的安全技术管理工作科学化 标准化



安全技术台帐的管理

为了加强安全管理 积累资料数据 指导安全工作 主要建立如下台帐

安全教育台帐

工人安全作业证发放台帐

各种票证审批和管理台帐

事故台帐

安全检查台帐

安全技术改造措施台帐

劳动防护用具 品 和保健发放标准台帐

安全组织机构台帐

安全生产奖惩台帐

重大隐患整改台帐

气防站管理台帐



附 录

补充件

伤 亡 人 员 登 记 卡 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主管机关

地址 县 市 县 行业 期末职工人数
在 册

非在册

伤亡者

姓 名

在 册 职 工

非在册职工
性别 男女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工种 工龄
本工种工龄 技术级别 是否受过安全教育

总 工 龄 文化程度 是否有安全作业证

事故时间 年 月 日

时
事故地点 事故时生产状态

伤亡程度 受伤部位 同次事故
死亡 人

重伤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间接经济损失 万元 标准损失 万元

事故类别 事故原因
医疗及善

后处理费
万元

事故经过及原因

事故处理情况

校核人 填报人 日期



伤亡人员登记卡填表说明

填 表 说 明

一 行业 以该厂主要出厂产品划分 以下列二十八种填写

露天矿 井下矿 硫酸 纯碱 烧碱 其他基本化工原料 大氮

肥 中氮肥 小氮肥 磷肥 钾肥及其他 农药 电石 其他

有机产品 染料 油漆 化学试剂 助剂 溶剂 各种专用化学药剂

催化剂 炭黑 轮胎 其他橡胶加工制品 感光材料 新型材料 国

防化工及气体制造 石油产品及加工 化工机械制造 化工建筑 安装

其他

二 事故地点 写某车间 某设备

三 事故发生时生产状态 正常生产 非正常状态 开停车 试车 生产大波动

工艺条件转换 交接班 设备检修交接 生产上下班交接 抢修 计划维修

改建 扩建

四 在册职工指固定工 非在册职工指非固定工

五 受伤部位 填写最重部位如下 头 面 眼 喉 胸 腹 背 臀 上下肢 手脚

六 事故类别 物体打击 车辆伤害 机械伤害 起重伤害 触电

淹溺 火灾 灼烫 高处坠落 坍塌 冒顶片邦 物理爆炸 化

学爆炸 放炮 中毒窒息 其他

七 事故原因 防护 保险 信号等装置缺乏或有缺陷 设备 工具 附件有缺

陷 个人防护用品缺乏或有缺陷 光线不足或工作地点及通道情况不良 没有安全

操作规程制度或不健全 劳动组织不合理 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有错误 设

计有缺陷 不懂操作技术和知识 违反操作规程或劳动纪律 其他

八 工种划分 化工作业工 除贮运和包装工之外在化工产品作业线的工人 电

仪工 机械工 钳 铆 管工 焊工 锅炉工 不包括水处理 起重工

包括天车工 矿工 指采掘作业 分析检验工 土木工 防腐 油漆工

司机 贮运工 指原料和产品运送 工件转运 保管工 熟练工 管理人

员 包括技术人员 其他

九 标准经济损失计算

部规定 死亡一人按损失 工作日 每年按 工作日计算 计 年 按八二年化

工系统人均生产率 万元 年 人 计算出标准经济损失 万元

十 企业性质指全民或集体 校核人由各省 市 自治区化工厅 局 填写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安全处 化学工业部劳动安全司

本标准起草人朱秉钧 吴兴华 黎廷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