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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对燕化公司伤亡事故发生原因的调查分析数

据 , 提出了控制或消除事故发生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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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摸清石化企业伤亡事故发生情况和原因 , 探索其预

防措施 , 我们对燕化公司 13 年 (1983 ～ 1995 年)伤亡事故进

行了调查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该公司劳资处 、 安全环保监察处 、 各生产厂

安全处 (科)档案登记册 , 职工医院病例补充。

1.2　方法

以GB6441—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和 GB6442—86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 为原则 , 按人机工程和安

全系统工程理论技术综合分析方法[1 ～ 3] , 对该公司 7 个生产厂

13 年伤亡事故 、 16年 “不安全状态” 和 “不安全行为” 及其

中 3个生产厂 16 年受伤部位和性质进行调查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13 年千人伤亡率统计分析

从表 1可见 , 1983～ 1995 年总伤亡人数呈下降趋势 , 1983

年的总伤亡人数是 1988 年的 3 倍 、 1995 年的 2.28 倍。其中

1990～ 1992年有所回升。

表 1　1983～ 1995 年伤亡事故统计分析 (‰)

年份
职工

总数

　　总伤亡　　

　人数　　　伤亡率　

　　轻伤　　

　人数　　　轻伤率　

　　重伤　　

　人数　　　重伤率　

　　死亡　　

　人数　　　死亡率　

1983 20 095 105 5.225 98 4.876 7 0.348 0 0.000

1984 20 369 89 4.369 80 3.927 9 0.442 0 0.000

1985 20 606 74 3.591 61 2.960 10 0.485 3 0.146

1986 21 553 46 2.134 42 1.949 3 0.139 1 0.046

1987 21 993 61 2.774 56 2.546 3 0.139 2 0.091

1988 33 131 35 1.056 35 1.056 0 0.000 0 0.000

1989 22 024 53 2.406 47 2.134 6 0.272 0 0.000

1990 21 050 62 2.945 54 2.565 7 0.333 1 0.048

1991 22 514 62 2.754 58 2.576 3 0.133 1 0.044

1992 22 100 52 2.353 46 2.081 4 0.181 2 0.090

1993 21 704 37 1.705 28 1.290 4 0.181 5 0.230

1994 21 805 38 1.743 37 1.697 1 0.046 0 0.000

1995 22 328 46 2.060 42 1.881 3 0.134 1 0.054

合计 291 272 760 2.609 684 2.348 60 0.206 16 0.055

2.2　13年伤亡事故统计分析

　　从表 1 可见 , 千人轻伤率 、 千人重伤率和千人死亡率之

比是 43∶4∶1 , 千人伤亡率为 2.609≈2.6;1983 ～ 1988 年轻伤

率 、 重伤率和死亡率均属下降趋势 , 1993 年因发生重大爆炸

性事故 , 造成 3 人死亡 、 2 人重伤 、 2 人轻伤 , 引起重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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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明显增高。

2.3　受伤部位及性质统计分析

2.3.1　受伤部位分析:从表 2 可见 , 该公司发生事故的

271 个受伤部位中 , 受伤最多的是四肢 , 占 54.98%;其次是

头颈部位 , 占 23.25%。

2.3.2　受伤性质:从表 3 可见 , 该公司发生事故的 250 种

受伤性质中 , 前 5 位的是冲击伤 、 割伤 、 扭伤 、 骨折 、 压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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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 1995 年 217 个受伤部位分析

部位
头　　颈　　部

颅脑 面额 眼 耳 颈

躯　　干　　部

胸 腹 腰 脊柱

四　　肢　　部

上肢 手腕 下肢 踝 、 脚

全身

烧伤

个数 26 21　 12　 3　 1　 18　 1　 31　 5　 15 63 34 37 4

(%) 9.6 7.7　 4.4　 1.1　 0.4　 6.6　 0.4　 11.4　 1.8　 5.5 23.2 12.5 13.7 1.5

合计 (%) 63 (23.25%) 55 (20.30%) 149 (54.98%) (1.48%)

表 3　1980～ 1995 年 250 项受伤性质分类

受伤性质 病例数 构成比 (%)

冲 击 伤 51 20.4

割　　伤 37 14.8

扭　　伤 35 14.0
骨　　折 33 13.2

压　　伤 31 12.4
烧　　伤 20 8.0

化学灼伤 14 5.6
烫　　伤 14 5.6

电　　伤 9 3.6

切 断 伤 5 2.0
多 伤 害 1 0.4

2.4　事故的 “不安全状态” 和 “不安全行为” 分析

从表4 可见 , 属于物的 “不安全状态” 总计 361 项 , 占总

事故的 45.35%, 其中因防护装置缺陷和防护用品缺陷而导致

发生事故的占89.20%。属于人的 “不安全行为” 总计435项 ,

占总事故的 54.65%, 其中因忽视安全 、 错误操作和违章作业

的占 79.31%。

表 4　1980 ～ 1985年 796 项次 “不安全状态”

与 “不安全行为” 伤亡事故分析

表现形式 次数 百分比 (%)

不安全状态

　防护装置缺陷 272 75.35

　个人防护用品缺陷 50 13.85

　设备设施工具缺陷 35 9.69
　生产场所环境不良 4 1.11

不安全行为

　忽视安全错误操作 299 68.74

　违章作业 46 10.57
　忽视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36 8.28

　使用不安全设备 27 6.21

　忽视警告标志 20 4.60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7 1.60

2.5　千人伤亡率控制图

从表 1 可知 , 该公司千人伤亡率年均值为 2.6 , 2.6 为控

制伤亡事故期望值 np , 即控制中心线 CL。按崔国璋等学者提

出的计算方法计算 , 控制上线 UCL 为 5.0 、 控制下线 LCL 为

0.2 , 绘制千人伤亡率控制图 (图 1)。

3　讨论

本次调查该公司 7个生产厂 13年来总伤亡人数呈下降趋

势 , 年均千人死亡率为 0.055‰, 即严重度为 0.055 , 风险率

为4.2×10-6死亡/ (人·年)[ 1 , 2] , 可见该公司在控制 、 消除职

业危害 , 治理隐患和改善劳动条件中做了大量工作 , 安全生

产取得明显效果。但是 , 在 1991年开始到 1993 年下半年 , 由

图 1　1983～ 1995 年千人伤亡率控制图

于撤消安全监察部等原因 , 使石化各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受

到影响 , 伤亡事故有所回升。

从调查 (1980 ～ 1995 年)生产事故受伤部位分析可见 ,

今后在安全生产中要高度重视四肢及头颈部的安全防护措施。

从受伤性质分析 , 需要加强现场管理和对工人操作纪律 、 施

工纪律 、 工作纪律的教育 , 减少伤亡事故。 在伤亡事故的

“不安全状态” 和 “不安全行为” 中 , 不安全行为是第一位。

该公司的伤亡事故是在 “人” 和 “物” 的相互影响下发生的 ,

而人的不安全行为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 , 在安全生产中 , 要

做到即保证 “物” 的安全运转 , 又要特别注意 “人” 的行为 ,

通过对人的行为施加影响 , 使其自觉地形成安全行为 , 杜绝

“人” 的不安全因素。

伤亡事故控制图是一种随时展示伤亡事故波动情况 , 使

人了解安全形势变化趋势 , 分析原因并采取排除异常因素的

措施 , 或总结成功经验 , 使事故控制在预定目标之内的曲线

图[ 2] 。从本次调查的千人伤亡率控制图可见 , 该公司 13 年伤

亡率波动范围处于安全状态。因此 , 在安全生产中 , 认真做

好伤亡事故台账 , 并标记在控制图上 , 一旦发现超出上控制

限 , 有新的事故发生因素 , 必须分析原因 , 制订相应的控制

措施;若连续接近上限 , 要保持警惕 , 密切注意 , 加强预防;

若坐标点连续低于中心线 , 表示事故触发因素减少 , 应总结

经验 , 继续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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