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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定义、根本特性
事故定义说明：

       指人们在进行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

生的违反人们意愿，并可能使有目的的活动发生

暂时性或永久性中止，造成人员伤亡或〔和〕财

产损失的意外事件。简单来说即但凡引起人身伤

害、导致生产中断或国家财产损失的所有事件统

称为事故。

事故特性：

因果性

偶然性与必然性

潜伏性



危险、危害、事故隐患

危害：可能造成人员伤害、职业病、财产损失、作业环境破
坏的根源或状态。

危险：特定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的结合。

危险、危害因素：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甚至
导致疾病，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或慢性损坏的因素。

〔危险因素更强调突发性和瞬间作用〕

〔危害因素强调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积累作用〕

事故隐患：泛指现存系统中可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
以及人的不平安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危险、危害因素的产生

u 能量、危害物质的存在是危险、危害因素产生的根源，

是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也是不能完全消除的〔能量、

危害物质〕。

u 失控〔故障——生产、控制、平安装置、辅助设施等；

人员失误；管理缺陷；客观因素〕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危害因素的辨识主要内容

u 厂址

u 厂区平面布局〔总图、运输线路及码头〕

u 建〔构〕筑物

u 生产工艺过程

u 生产设备、装置

u 粉尘、毒物、噪声、振动、辐射、高温、低温等

u 工时制度、女职工劳动保护、体力劳动强度

u 管理设施、事故应急抢救设施和辅助生产、生活卫生设
施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危害因素的辨识和分析方法

u 直观经验法〔1、对照、经验法；2、类比方法〕

u 系统平安分析方法〔事件树、事故树〕

u 标准反响法－法律、法规、标准对照分析

u 案例分析法－根据发生事故案例

u 系统分类法－按物理、化学特性；危害程序、形式进

行系统分析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危险因素辨识主要资料

u 化学物质资料－ＭＳＤＳ、毒性资料、允许暴露浓

度、物化性质

u 工艺设计技术资料－工艺流程图、化学反响、最大

储存量、参数平安操作规程

u 机械设备资料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危险、危害因素的类别

《生产过程危险和危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

常用名称及根本说明



事故调查步骤

u 事故的通报

u 事故调查小组的成立

u 事故现场处理

u 事故有关物证收集

u 事故事实材料收集

u 事故人证材料收集记
录

u 事故现场摄影及拍照

u 事故图〔表〕的绘制

u 事故原因的分析

u 事故调查报告编写

u 事故调查结案归档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

析规那么》--GB6442

事故报告编制及分析



事故调查流程



事故调查组的组成
       事故调查组的成立，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主管部门或
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平安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工会及相关专
家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同时还可邀请其他部门的人员和有关专家参加。



事故调查组的权利

u 调阅一切与事故有关的档案资料；

u 向事故当事人及有关人员了解与事故有关的一切情况；

u 事故现场处理必须经调查组许可；

u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调查组工作 



事故调查组的职责

u 查明事故发生原因、过程和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情况

u 确定事故责任者

u 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的建议

u 写出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的取证

u 事故现场处理

u 事故有关物证的收集

u 事故事实材料收集

u 事故人证材料收集记录

u 事故现场摄影及事故现场图绘制

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一〕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一〕



事故原因分析时通常明确的内容

u 事故发生之前存在什么样的不正常

u 不正常的状态是在哪儿发生的

u 在什么时候首先注意到不正常的状态

u 不正常状态是如何发生的

u 事故为什么会发生

u 事件发生的可能顺序以及可能的原因〔直接原因、
间接原因〕

u 分析可选择的事件发生顺序

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二〕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二〕



事故原因分析的根本步骤

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三〕事故调查原因分析〔三〕



u 防护、保险、信号等装置缺乏或有缺陷〔无防护、防护不当〕

u 设备、设施、工具、附件有缺陷〔设计不当、结构不合平安要
求；强度不够；设备在非正常状态下运行；维修、调整不良〕

u 个人防护用品用具等缺少或有缺陷

u 生产〔施工〕场地环境不良

事故直接原因的分析

      在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

规那么》中规定，属于以下情况者为直接原因：

机械、物质或环境的〔物〕不平安状态



人的不平安行为
u 操作错误，无视平安、无视警告

u 造成平安装置失效

u 使用不平安设备

u 手代替工具操作

u 物体存放不当

u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u 攀、坐不平安位置

u 在起吊物下作业、停留

u 机器运转时加油、修理、检查、调整、焊接、清扫等工
作

u 有分散注意力行为

u 不平安装束

u 对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处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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