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全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环应急发〔2023〕 7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里口山管理服务中心、各相关企业：

现将《全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威海市环翠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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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刻吸取近年来化工行业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持续强化安

全风险排查管控力度，加快提升化工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信息化

智能化管控水平，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关于安

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区政府要求，以防控系统性安全风险

为重点，实施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安全技术改造，规范安全

管理要素运行，利用一年时间，基本实现高危作业场所（涉及甲、

乙类火灾危险性或剧毒、高毒化学品的场所，下同）无人作业，

对事故易发多发部位和环节实行信息化管控，从根本上有效防范

和遏制事故发生。

二、适用范围

全区化工、医药生产企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使用

许可证的除外，以下统称企业）。

化工生产企业是指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 25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8化学纤

维制造业，并且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医药生产企

业是指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 27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并且生

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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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一）机械化、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

1.危险化工工艺。企业应参照《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

制设计指导方案（试行）》，根据化工工艺特点、装置规模和控

制系统复杂程度，优化采用智能自动化仪表、集散控制系统

（DCS）、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GDS）、紧急停车

系统（ESD）和安全仪表系统（SIS）等，设置温度、压力、液

位等重要工艺指标及可燃、有毒气体浓度检测信号的集中声光报

警、紧急联锁停车，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

2.化工过程操作单元。企业应参照《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

元机械化、自动化设计指导方案（试行）》，根据工艺装置特点，

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设置原料投放、配比控制、反应控制、

产品（包括中间产品）放出、输送、储存、包装等过程操作的机

械化、自动化系统，实现生产现场的无人化操作。

（二）信息化技术应用

1.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系统。企业应参照应急管理

部《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指南（试行）》，

建成并应用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系统。企业双重预防机制运行的

安全风险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数据，可不在山东省安全

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监管巡察信息平台等系统进行填报，避

免出现企业重复录入问题。

2.人员自动定位系统。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或构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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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危险源的企业应建设并应用人员自动定位系统。其他企业对进

入高危作业场所应实现人员自动定位功能。

3.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企业应建设完善覆盖值班室和控制

室、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装卸区等重点区域和部位的视频监控

系统，采用视频智能识别技术，实现对异常状态的智能识别、报

警和记录。

4.智能巡检系统。涉及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密闭场所应采

取智能巡检方式，实现现场无人巡检。涉及三、四级重大危险源

的密闭场所宜采取智能巡检方式，实现现场无人巡检。

5.安全生产全要素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应积极探索应用特

殊作业全过程信息化系统、工艺生产报警优化管理系统、自动化

过程控制优化系统、设备完整性管理与预测性维修系统、培训管

理系统等，逐步实现各项安全生产要素的信息化管理、融合共享、

数据联动，规范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三）规范安全管理要素运行

1.安全生产投入。企业应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

用管理办法》，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的程序、职责及权限，落实责任，确保按规

定提取和使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企业实施机械化、自动化改造

和建设信息化系统可按规定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2.人员资质。企业应参照《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安全资

质达标导则（试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高风险岗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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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安全资质条件。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

的企业，除应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外，至少应配备 1名

化工相关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

工艺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必须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

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水平。

3.安全教育培训。企业应牢固树立“培训不到位就是重大安

全隐患”的意识，将安全培训作为提高企业全体从业人员安全素

质、防止“三违”行为、防范事故发生的源头性、根本性举措。企

业主要负责人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

划，并参照《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要素指南（试

行）》，建立和落实安全培训制度。岗位人员应熟悉本岗位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4.建设项目“三同时”。企业应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手续，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应当每 3年对本

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一次安全评价。经安全设计诊断的企

业，诊断报告应涵盖产品产能、装置布局、工艺技术及流程、主

要设备和管道、自动控制、公用工程等内容，与现状不一致的，

应聘请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现有标准规范对现状重新进行诊

断治理并出具诊断报告。

5.特殊作业、开停车、试生产。企业应按照《危险化学品企

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特殊作业管理制度，

规范作业票填写和审批流程，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的电子作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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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标准相关要求。企业开停车、试生产应严格执行《危险化

学品企业停产、复产及停产期间主要安全措施清单（试行）》和

《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等相关制度规范，长周期

停车、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的在役化工装置开车，应参照试生产有

关规定执行。

6.变更管理。企业应参照《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规范》，

建立完善并落实变更管理制度，明确变更管理各个环节的组织方

式、人员安排和保障措施，对工艺技术、设施设备、人员和管理

的变更实施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管控措施。企业应建立变更管

理台账，对变更进行记录，及时跟踪检查变更的实施过程。

7.承包商管理。企业应按照《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承包商

安全风险管控指南（试行）》，建立完善并落实承包商安全管理

制度，明确承包商管理的主管部门及职责，严格审查承包商及相

关人员资质，建立合格承包商名录、档案。企业与承包商签订项

目承包合同时，应同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

理范围与责任。企业应当对承包商人员进行入厂安全教育及作业

现场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建立安全培训台账。同时，推广应

用人员自动定位、智能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电子围栏等技术，

加强作业过程监督，建立对承包商的监督检查记录。

8.化工过程安全管理。企业应按照《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

（AQ/T 3040-2022）规定，依托现有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和 HSE

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并运行化工过程安全管理要素，从根本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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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风险、消除隐患。

（四）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管理

1.储罐区。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监测监控设

施，加强储罐区设备设施管理，规范储罐区生产运行，强化日常

巡检，定期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罐区生产安

全事故。

2.危险化学品仓库。企业应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仓库管理制

度，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相关要求，采用隔离

储存、隔开储存、分离储存的方式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储存。鼓励

采用“堆垛机”+“高位立体货架”结合的方式，建设智能仓库。

3.装卸环节。企业应按照《山东省可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

毒性气体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指南（试行）》要求，对涉及可

燃液体、液化烃及液化毒性气体的汽车装卸设施实施安全改造提

升，提高装卸作业本质安全化水平。

四、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2023年 4月底前）

1.区应急局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全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推进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二）整治提升（2023年 9月底前）

1.相关企业对照《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提升验收标

准》开展自查，形成整治提升计划，于 4月 27日前报区应急局

和所属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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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镇街组织辖区内相关企业按照整治提升计划，开展机

械化、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和信息化应用等相关工作，规范安全

管理要素运行和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管理。

（三）整改验收（2023年 10月底前）

1.相关镇街组织对辖区内相关企业整治提升情况开展全覆

盖评估验收，必要时可聘请安全专家参加。

2.区应急局适时组织抽查核验工作，对相关镇街工作进度和

完成质量进行督导。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区应急局成立工作专班，分管领导任

组长，相关科室（单位）参加，全力推进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工作。相关镇街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安排，积极稳妥

推进各项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将此次整治提升工作作为

一把手工程来抓，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保证安全资金投入，确

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做好督促指导。相关镇街要利用督导检查等契机，推

动辖区内企业全面开展化工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同时，要深

入企业基层一线，必要时可以组织安全专家，指导帮助企业解决

在整治提升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对于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要及时向区局反馈。对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实施机械化、自

动化改造的，相关镇街要协调有关部门在安责险保费调节、技改

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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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督导考核。区应急局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对进

度迟缓、责任落实不到位、专项整治工作走过场、弄虚作假、不

作为慢作为等行为通报批评，推动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

作落地见效。同时，适时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区应急局督导检查

过程中，相关镇街要及时督促企业按要求限期整改到位。相关镇

街要明确 1名联络员，每月 17日前将本月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

进度表报送区应急局。

（四）广泛宣传引导。相关镇街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

纸、互联网等媒体，采取专栏专题、热点追踪、系列报道等方法

途径，对化工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广泛宣传，跟踪报道曝

光一批关闭、停产、处罚案例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改

情况，同时，宣传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激发企业开展工作的自觉

性和积极性，引导企业强化本质安全水平提升，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

附件：1.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提升验收标准

2.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名单

3.工作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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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提升验收标准
序号 内容 问题描述 验收结论 备注

（一）机械化、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

1

企业应成立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机械化、自动化安全技术
改造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生产、工艺、设备、电气、仪表、
安全管理等部门的专业人员，专业力量不足的，可聘请设计
单位等第三方提供技术支持。

2

企业应对照《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设计指导方案
（试行）》和《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自动化设
计指导方案（试行）》，对在役装置进行调查摸底，制定改
造方案。

3

通过投资主管部门技术改造审批（核准、备案）的，应按照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 36 号）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其余情形应
参照《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规范》（T/CCSAS 007-2020）
履行变更程序，并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和施工单位实
施改造。

4 新建化工项目应在初步设计阶段执行机械化、自动化相关要
求，自投料运行开始，具备相应功能。

5

企业应设置区域性控制室或全厂性控制室，并符合 GB
50160、HG/T 20508或 SH/T 3006等要求；具有火灾爆炸危
险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控制室，确需布置在装置区内
的，应按照《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GB/T
50779-2022）进行抗爆设计、建设和加固，但不得与设有甲、
乙 A类设备的房间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6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应传送至控制室集中显示。自动化控制系
统应具备远程调节、信息存储、连续记录、超限报警、联锁
切断、紧急停车等功能。记录的电子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30天。

7 液位、压力、温度等测量仪表的选型、安装等应符合 SH/T
3005、SH/T 3007或 HG/T 20507等要求。

8 安全仪表系统应符合 GB 50770要求，安全完整性等级（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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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级及以上的，应独立设置。

9 DCS系统与 SIS系统的电源宜满足一级供电负荷要求，并应
配备 UPS，UPS供电时间不低于 30min。

(二)信息化技术应用

10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信息化系统。企业应参照应急管理部

《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指南（试

行）》，建成并应用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系统。

11
人员自动定位系统。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

源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企业应建设并应用人员自动定位

系统。其他企业对进入高危作业场所应实现人员自动定位。

12

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企业应建设完善覆盖值班室和控制室、

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装卸区等重点区域和部位的视频监控

系统，采用视频智能识别技术，实现对异常状态的智能识别、

报警和记录。

13
智能巡检系统。涉及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密闭场所应采取

智能巡检方式，实现现场无人巡检。涉及三、四级重大危险

源的密闭场所宜采取智能巡检方式，实现现场无人巡检。

14

安全生产全要素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应积极探索应用特殊

作业全过程信息化系统、工艺生产报警优化管理系统、自动

化过程控制优化系统、设备完整性管理与预测性维修系统、

培训管理系统等，逐步实现各项安全生产要素的信息化管

理，融合共享、数据联动，规范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行。

(三)规范安全管理要素运行

安全生产投入

15
企业应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健

全完善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的程序、职责及权限。

16 企业应按规定提取和使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实施机械化、

自动化改造和建设信息化系统可按规定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人员资质

17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生产装置和储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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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企业，除应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外，至少应配

备 1名化工类注册安全工程师。

18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的生产装置、储存

设施操作人员必须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

上职业教育水平。

安全教育培训

19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实

施。

20 企业应参照《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要素指南

（试行）》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

21 企业应将《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点生产安全行

为负面清单》安全教育培训重点内容，定期组织宣贯培训。

22 岗位人员应熟悉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现场抽查 1-2名岗位人员）

建设项目“三同时”

23
企业应依法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应当每 3 年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

件进行一次安全评价。

24

经安全设计诊断的企业，诊断报告应涵盖装置布局、工艺技

术及流程、主要设备和管道、自动控制、公用工程等内容，

与现状不一致的，应聘请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现有标准规

范，同时应考虑标准规范生效日期，对现状重新进行诊断治

理并出具诊断报告。

特殊作业、开停车、试生产

25

企业应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建立完

善并严格执行特殊作业管理制度，规范作业票填写和审批流

程，通过信息化系统管理的，电子作业票应满足标准相关要

求。

26
企业开停车、试生产应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企业停产、复

产及停产期间主要安全措施清单（试行）》和《山东省化工

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等相关制度规范，长周期停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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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超过 6个月）、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的在役化工装置开车，

应参照试生产有关规定执行。

变更管理

27

企业应参照《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规范》，建立完善并落

实变更管理制度，明确变更管理各个环节的组织方式、人员

安排和保障措施，对工艺技术、设施设备、人员和管理的变

更实施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管控措施。

28 企业应建立变更管理台账，对变更进行记录，及时跟踪检查

变更的实施过程。

承包商管理

29

企业应按照《山东省危险化学品企业承包商安全风险管控指

南（试行）》，建立完善并落实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明确

承包商管理的主管部门及职责，严格审查承包商及相关人员

资质，建立合格承包商名录、档案。

30

企业与承包商签订项目承包合同时，应同时签订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范围与责任。企业应当对承包商

人员进行入厂安全教育及作业现场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建立安全培训台账。

31
推广应用人员自动定位、智能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电子围

栏等技术，加强作业过程监督，建立对承包商的监督检查记

录。

化工过程安全管理

32

企业应按照《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AQ/T 3040-2022）
规定，依托现有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和 HSE 管理体系，探索

建立并运行化工过程安全管理要素，从根本上管控风险、消

除隐患。

（四）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管理

储罐区

33 涉及有毒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

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应设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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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单罐容积不小于 100m3的甲 B、乙 A类液体储存应选用内浮

顶罐。采用固定顶罐或低压罐时，应采用氮气或惰性气体密

封，并采取减少日晒升温的措施。

35

储存极度危害和高度危害毒性液体的储罐不应与其他易燃

和可燃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防火堤及隔堤应采取

防渗漏措施，在管道穿堤处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严密封堵。在

防火堤的不同方位应设置人行台阶，同一方向上两个相邻人

行台阶的距离不宜大于 60m，隔堤应设置人行台阶。

36
带有高液位联锁功能的可燃液体和剧毒液体储罐应配备两

种不同原理的液位计或液位开关，安全仪表系统高液位联锁

测量仪表和基本控制回路液位计应分开设置。

37

压力储罐应设压力就地测量仪表和压力远传仪表，并使用不

同的取源点。压力储罐液位测量应设一套远传仪表和就地指

示仪表，并应另设一套专用于高高液位或低低液位联锁切断

储罐进（出）料阀门的液位测量仪表或液位开关。

38 距液化烃和可燃液体（有缓冲罐的可燃液体除外）汽车装卸

鹤位 10m以外的装卸管道上应设便于操作的紧急切断阀。

39

普通无机酸、碱储罐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并设防护堤，堤

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罐组内 1个最大储罐的容积，立式储

罐至防护堤内堤角线的距离不应小于罐壁高度的一半。腐蚀

性液体罐组内地坪、排水沟、集水坑应做防腐处理。

危险化学品仓库

40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采用隔离储存、隔开储存、分离储存的方

式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储存。鼓励采用“堆垛机”+“高位立体货

架”结合的方式，建设智能仓库。

41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储存品种、数量。

42 剧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应在专用仓

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43 企业应使用防爆叉车搬运装卸爆炸物及其他易发生燃烧爆

炸的危险化学品。

44 危险化学品堆码应整齐、牢固、无倒置；不应遮挡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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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施、安全标志和通道。堆码应符合包装标志要求；包

装无堆码标志的危险化学品堆码高度应不超 3m（不含托盘

等的高度）。采用货架存放时，应置于托盘上并采取固定措

施。

45 除 200L及以上的钢桶、气体钢瓶外，其他包装的危险化学

品不应直接与地面接触，垫底高度不小于 10cm。

46

仓库堆垛间距应满足以下要求：主通道大于或等于 200cm；

墙距大于或等于 50cm；柱距大于或等于 30cm；垛距大于或

等于 100cm（每个堆垛的面积不应大于 150m2）；灯距大于

或等于 50cm。

47 出入库物品应附有中文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出入库相关单据保存期应不少于 1年。

装卸环节

48

可燃液体、液化烃、液化毒性气体装卸车过程中，对车辆静

电接地断开、罐满溢、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以及采

用下部装车的常压罐车气相回路堵塞等情形，应实现联锁停

止装卸车，不包括通过重力自流情形。

49
可燃液体、液化烃、液化毒性气体装卸车应采用“一卡通”智
能装卸系统，实现装运介质符合性确认和人体静电释放等基

本的顺序控制功能，不包括通过重力自流情形。

50
为防止装卸车鹤管与汽车罐车快接接头的卡件在装卸车过

程中松动、脱开，应采用卡件防脱设施，不包括采用法兰连

接的情形。

51

按照相关标准规定，设置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

以及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火灾报警系统和人体

静电消除器、紧急切断装置，配备停车牌、锥形帽等驻车警

示标志，设置装卸车操作规程现场看板、防溜车设施等。

52
企业应当将汽车装卸设施安全改造纳入变更管理，并参照威

海市安委会办公室《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安全指南（试行）》，

相应修订完善装卸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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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区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名单

组 长：邹志超 区应急局党委委员

副组长：张 杰 区应急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科长

车成伟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

宫鲁军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

成 员：付海燕 区应急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

江丽娜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中队长

吴高勇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科员

于潇雨 区应急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科员

段佳伟 区应急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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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作进度表

镇

街

企业名

称

国民经

济行业

分类

机械化、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 信息化技术应用
危险化学品储存安

全管理

危险化工工艺 化工操作单元
双重预

防机制

人员定

位

智能视

频监控

智能巡

检

全要素管

理

智能仓

库

“一卡通”
装卸系统

需要改

造的装

置数量

完成改

造的装

置数量

需要改

造的装

置数量

完成改

造的装

置数量

是否建

成运行

是否建

成运行

是否建

成运行

是否建

成运行

已建成运

行的管理

要素

是否建

成运行

是否建成

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