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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安全评价概述 

安全评价是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

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有害因素，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

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

结论的活动。 

1.2 安全评价原则 

安全评价是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的重要技术保障，

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关系到被评价项目能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

标准，能否保障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关键性工作。由于这项工作不但具有较复杂

的技术性，而且还有很强的政策性，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以被评价项目的具体

情况为基础，以国家安全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为依据，用严肃的科学态度，认真

负责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全面、仔细、深入地开展和完成评价任务。 

因此，安全评价应遵循权威性、科学性、公正性、严肃性、针对性、综合性

和适用性原则。 

1.3 安全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年 11 月实施）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344 号令） 

3、《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原劳动部第 3 号令） 

4、《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预评价管理办法》（原劳动部第 10

号令） 

5、《安全预评价导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3 年 5 月 

6、《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预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安监管办字） 

1.4 评价范围 

本次安全评价的评价范围为锅炉废气回收利用生产亚硫酸钠生产装置，包括

项目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危险有害物质、周边环境、平面布置、工艺装置、安

全设施、公用及辅助工程的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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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全评价目的及意义 

1.5.1 安全评价目的 

1、辨识该建设项目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种

类及程度； 

2、针对该建设项目的特点制定预防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以便在下一阶段

的设计中全面把握，提高建设项目的本质安全程度，控制和减少事故； 

3、对该项目设计中对安全设施、设备的作用和要求及选型提出原则性建议； 

4、对建设单位安全管理的系统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提供条件； 

5、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三同时”审查提供依据。 

1.5.2 安全评价意义 

1、对系统进行安全评价可以确认生产经营单位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对

不符合的要及时整改，这是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方

针的重要手段。 

2、通过安全评价，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水平作出结论，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了解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实现宏观控制提供基础材料。 

3、安全评价对找出的危险可以得知发展为事故的可能性及造成损失的严重

程度，进而可计算出风险率。根据风险率的大小选择安全对策措施，可做到合理

的安全投资。 

4、安全评价可真正做到“预防为主”，有效减少事故发生及造成的损失，

也是为生产经营单位提高经济效益。 

1.6 安全评价程序 

1、前期准备工作 

（1）确定评价的对象和范围，编制施工安全评价计划。 

（2）准备有关项目施工安全评价所需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资料。 

（3）说明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方式、所需资料（包括图纸、文件、

资料、数据）的清单、拟开展现场检查的计划，及需要各单位配合的事项。 

（4）组建安全评价组。 

2、现场检查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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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项目施工技术和管理资料进行审查。 

（2）根据现场实际，辨识危险、有害因素，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导致

生产安全事故的原因。 

（3）划分评价单元。评价单元一般可划分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组

织、从业人员、生产现场、设备设施、仓储场所、仓库建筑。 

（4）针对危险、有害因素及现场情况，应用安全评价方法对现场设施、装

置、防护措施和管理措施进行评价。 

（5）提出建议及补充的安全对策措施。 

3、跟踪确认措施整改效果 

针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并到现场进行复查，确认整改后

的效果。 

4、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1）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安全评价的依据；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辨识；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单元的划分；安全评价现场检查表。 

（2）分析评价。 

（3）建议补充的安全对策措施。 

（4）整改情况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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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厂址自然社会环境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2.1.1 地理位置与交通 

1、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沧州临港化工园精细化工园内，河北临港化工有限公司院内。中

心坐标为东经 117。29'37"，北纬 38。20'29"。厂址东侧为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

司，西侧、 南侧、北侧均为空地。 

 

图 2-1 沧州地理位置 

2、交通运输 

沧州已形成由深水港、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相互配套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

络。 

（1）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石家庄正定机场、济南遥墙机场。        

（2）海运港口 

黄骅港：距开发区东区 20 公里，截止到 2012 年黄骅港吞吐量达到 1.3 亿吨，

其中煤炭港区超亿吨，综合港区达到 2000 万吨、集装箱运量突破 10 万标箱。建

成了 10 万吨级航道和散杂货、集装箱、煤炭、液体化工等万吨级以上泊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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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3）国道 

307 国道、205 国道、海防公路。 

（4）高速公路 

石黄高速公路、京沪高速公路、荣乌高速公路、保沧高速公路、沿海高速公

路、沧廊高速公路。 

（5）铁路 

京沪铁路、京沪高速铁路、京九铁路、 朔黄铁路、沧港铁路黄万铁路、邯黄铁

路。 

 

图 2-2  交通 

2.1.2 地形、地质、地貌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华北平原东端，渤海西岸，自西南向东北微微

倾入渤海，为大陆与海洋交界处，迄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海陆演变，形成了现在

的低平原地貌。由于河流冲击，造成河湖相沉积不均及海相沉积不均，出现微型

起伏不平的小地貌，即一些相对高地和相对洼地。海拔高程 1〜7 米左右。 

沿海表现为海岸地貌，是海侵又转化为海退以后逐渐形成的，属于淤积型泥

质海岸，其特征是海岸平坦宽阔，上有贝壳堤、沼泾堤、海滩，组成物质以淤泥、



“东华科技-陕鼓杯”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6

粉砂为主。 

2.1.3 气候、气象 

本区域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濒临渤海而略具海洋性气候特

征， 四季分明，温度适中，日照充足，雨水集中。春旱、夏涝、秋爽、冬干已

成规律。春季受蒙古高压和海上高压及西来低槽的影响，天气多变，时冷时热。

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前部东南和西南暖湿气流控制时，天气闷热，如遇冷空

气相交易形成大雨或暴雨。7 月上旬至 8 月中旬出现的暴雨占全年 90%，夏季风

速最小。秋季东南和西南暖湿气流逐渐衰退，干冷的西北气流加强，所以天气晴，

常刮西北风，天气凉爽。冬季在强大的蒙古一西伯利亚气压控制下，雨雪稀少，

偏北风较多，寒冷干燥。 

本次环评调查了黄骅市气象站（距离项目 15km) 51 年（1956-2006)的主要气 

候统计资料。统计资料表明：该区域年平均日照 2569.7 小时，年平均气温 12.5，

最 低温度-19.0℃(1996 年），最高温度 41.8℃(2002 年）。日最大降雨量 286.8mm, 

年平均降水量 567.8mm,年最大降水量 1341.2mm (1964 年）。秋冬季多刮偏北风， 

春夏季多刮偏南风。全年西南风最多，频率为 11%。其次为南南西风，频率均为

8%。年平均风速为 4.2 米/秒，春季风速较大，夏季风速最小，极大风速为 20 米

/秒。 

2.1.4 水文地质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河北平原东部，赋存地下水第四系松散地层为多层结构含

水岩系，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储存在第四系松散沙层的孔隙和土层的裂隙

之中，为多层结构的松散岩类孔隙水。从浅层到深层都存在咸水段。深层淡水埋

深自西向东逐渐延伸，水质变差，含水层沙成份变细，层数减少，单层厚度变薄。

沙层沉积方向和地下水流方向大致为西南到东北向。 

本区域位于中生代以来，甚为发育的新华夏系北东向断裂结构的黄骅凹陷

区，凹陷西侧与沧县隆起相邻，东侧北段临渤海，东侧南段以赵家堡一盐山断裂

与呈宁隆起和惠民凹陷分开。区域最上一地层为第四纪海相沉积为主，夹有三次

河湖相沉积的松散层。自下而上分为四个段：下更新统、中更新统、上更新统、

全更新统。 

下更新统（Q1)：为棕红、黄棕、灰绿色粘土，夹灰黄色粉砂、细砂，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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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火山凝灰岩沉积。底界埋深 380-550m。厚度为 130-150m。 

中更新统（Q2)：为黄棕、棕红、棕黄、灰色亚粘土，粘土夹灰黄色粉砂、

细 砂、少量中砂，底部有火山凝灰岩沉积。底界埋深 250-420m。厚度为 130-160m。 

上更新统（Q3)：为灰、黄灰、灰黄色亚粘土、亚砂土及灰色、黄灰色粉砂、 

细砂。底界埋深 120-220m。厚度为 100-200m。 

全更新统（Q4)：为灰、黄灰、灰黄色粘土、亚砂土及灰色、黄灰色粉砂。

底界埋深 18-25m。 

2.1.5 自然资源 

1、水资源 

沧州市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5.9614×108m3 ，折合径流深 42.4mm；多

年平均入境水量为 9.1427×108m3；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6.9239×108m3，

微咸水资源量为 5.7551×108m3 ，弱咸 水资源量为 2.7058×108m3 ，咸水资源量

为 2.5180×108m3；沧州市水资源总量为 12.333×108m3。  

2、油气资源 

沧州境内有华北、大港两大油田，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15 亿吨，天然气 650

亿立方米；其中，大港油田滩海勘探区在沧州海区范围内的面积约 1000km2，石

油地质储量 9×108t，探明储量 1.43×108t，控制储量 9419×104t，预测储量 1.05

×108t；天然气地质储量 2085×108m3，探明储量 41×108m3，控制储量 27.64

×108m3。已探明的含油气构造区带主要有白唐马、张巨河、赵东、张东东、关

家堡、歧东和埕海等。主力生产油田有赵东和歧东等油气田，年产量 120×104t

左右。 

从资源分布和探明程度来看，大港油田在沧州海区的油气资源分别占其油气

总量的 43.7%和 54.9%，占整个大港滩海区地质储量的 82%和 70.7%，但其探明

程度石油不足 16%，天然气仅为 3%。表明沧州海区内的大港滩海探区油气潜力

巨大，是大港油田今后增储上产的主要区域。 

2.2 社会环境 

1、行政区划 

2007 年 3 月，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沧州渤海新区，所辖范围划分

为核心区和规划协调区。核心区包括现有黄骅港开发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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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港管理区中捷产业园；规划协调区包括黄骅市和海兴县部分区域。 

本工程位于沧州渤海新区核心区的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沧州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于 2003 年 5 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2006 年 3 月，被

评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2009 年 7 月，扩大规划面积至 26 平方公里；2010

年 11 月 11 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定名为“沧

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经济结构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港口的集疏通道，重点规划发展临海工业、石

油化工、精细化工、物流业、建材业，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海洋产业体系。区

内现有瀛海（沧州）香料有限公司、沧州临港北焦化工有限公司等企业，产业门

类较齐全，可对接性强。 

3、文物及保护区 

项目选址周围无文物古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等环境敏感点。 

4、临港经济开发区筒介 

根据《沧州渤海新区核心区总体规划》（2008-2020 年），临港化工园区重

点发展以盐化工、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化工为主的综合化工园区。规划将临港

化工园区建设成为石油和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和精细化工有机结合、协调发展、

独具特色的化工园区，成为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优越，按国际惯例运作，以

盐化工为基础，以石油化工为龙头，走基地化、集约化、集团化道路，盐化工、

石油、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多门类化工综合发展。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和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西区，近期规划总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远期控制面积 100 平方公里。 

东区主要包括：合成材料区、合成材料深加工区、石油化工区、化纤及塑料

制品区、煤化工区。以北疏港公路、中疏港公路为分界线，北疏港公路以北为合

成材料深加工区，北疏港公路与中疏港公路之间为合成材料及石油化工区，中疏

港公路以南为化纤及塑料制品、煤化工区。 

西区为精细化工区，定位为：按照渤海新区产业布局要求，建设以电子化学

品、 食品添加剂、化工新材料、生物研发为主导产品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打

造渤海新区的轻型和新型现代化化工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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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全评价的方法 

3.1 定性安全评价方法 

定性安全评价不需要精确的数据和计算，主要是根据经验和直观判断能力对

生产系统的工艺、设备、设施、环境、人员和管理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定性的分析，

评价的结果是一些定性的指标。 

属于定性安全评价方法的有安全检查表、专家现场询问观察法、因素图分析

法、事故引发和发展分析、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危险

可操作性研究等。 

3.2  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安全评价方法是运用基于大量的实验结果和广泛的事故资料统计分析

获得的指标或规律（数学模型），对生产系统的工艺、设备、设施、环境、人员

和管理等方面的状况进行定量的计算，评价的结果是一些定量的指标。 

按安全评价给出的定量结果的类别不同，定量安全评价方法还可以分为概率

风险评价法、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危险指数评价法。 

1．概率风险评价法 

概率风险评价法是根据事故的基本致因因素的事故发生概率，应用数理统计

中的概率分析方法，求取事故基本致因因素的关联度（或重要度）或整个评价系

统的事故发生概率的安全评价方法。 

2．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 

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是根据事故的数学模型，应用计算数学方法，求

取事故对人员的伤害范围或对物体的破坏范围的安全评价方法。 

3．危险指数评价法 

危险指数评价法是应用系统的事故危险指数模型，根据系统及其物质、设备

（设施）和工艺的基本性质和状态，采用推算的办法，逐步给出事故的可能损失、

引起事故发生或使事故扩大的设备、事故的危险性以及采取安全措施的有效性的

安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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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定量安全评价方法一览表 

概率风险评价法 
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事故树分析、事件树分析、概率理论

分析、马尔可夫模型分析、模糊矩阵法、统计图表分析法等

伤害（或破坏）范围评价法 

液体泄漏模型、气体泄漏模型、气体绝热扩散模型、池火火

焰与辐射强度评价模型、火球爆炸伤害模型、爆炸冲击波超

压伤害模型、蒸气云爆炸超压破坏模型、毒物泄漏扩散模型、

锅炉爆炸伤害 TNT 当量法 

危险指数评价法 
化学公司火灾爆炸危险指数评价法、蒙德火灾爆炸毒性指数

评价法、易燃易爆有毒重大危险源评价法 

3.3 评价方法的选用 

选用评价时应根据对象的特点、具体条件和需要，以及评价方法的特点选用

几种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评价，互相补充、分析综合、相互验证，以提高评价结

果的准确性。选择评价方法应考虑下列问题。 

（1）评价对象（系统）的特点 

根据评价对象的规模、组成部分、复杂程度、工艺类型（行业类别）、工艺

过程、原材料和产品、作业条件等情况，选择评价方法。 

（2）根据系统的规模、复杂程度选择 

随着规模、复杂程度的增大，有些评价方法的工作量、工作时间和费用相应

地增大，甚至超过容许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先用简捷的方法进行筛选，然后

确定需要评价的详细程度，再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对规模小或复杂程度低的对

象，如机械工厂的清洗间、喷漆室、小型油库虽属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可采用日

本劳动省劳动基准局定量评价法、单元危险性快速排序法等较简捷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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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及评价单元的划分 

4.1 危险有害因素的定义 

（1）危险因素：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害的因素。 

（2）有害因素：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疾病，或对物造成慢性损害的

因素。 

通常情况下，对两者并不加以区分而统称为危险、有害因素，主要指客观存

在的危险、有害物质或能量超过临界值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等。 

4.2 危险有害因素的分类 

对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安全评价时便于进行危险、有害因素

的分析与识别。危险、有害因素分类的方法多种多样，安全评价中常“按导致事

故的直接原因”和“参照事故类别”进行分类。 

4.2.1 按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进行分类 

根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 一 2009）的规

定，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分为以下 6 大类。 

1、物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1）设备、设施缺陷；（2）防护缺陷；（3）电危害；（4）噪声危害；（5）

振动危害；（6）辐射；（7）运动物危害；（8）明火；（9）能造成灼伤的高温

物质；（10）能造成冻伤的低温物质；（11）粉尘与气溶胶；（12）作业环境不

良；（13）信号缺陷；（14）标志缺陷；（15）其他物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化学性危险、有害因素 

（1）易燃易爆性物质；（2）反应活性物质；（3）有毒物质；（4）腐蚀性

物质；（5）其他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3、生物性危险、有害因素 

（1）致病微生物；（2）传染病媒介物；（3）致害动物；（4）致害植物；

（5）其他生物危险和有害因素。 

4、心理、生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1）负荷超限；（2）健康状况异常；（3）从事禁忌作业；（4）心理异常；

（5）识别功能缺陷；（6）其他心理、生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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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为性危险、有害因素 

（1）指挥错误；（2）操作错误；（3）监护错误；（4）其他行为性危险和

有害因素。 

6、其他危险、有害因素 

（1）搬举重物；（2）作业空间；（3）工具不合适；（4）标识不清。 

4.2.2 按参照事物类别进行分类 

此种分类方法所列的危险、有害因素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处理（调查、分析、

统计）和职工安全教育的口径基本一致，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

门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人员和企业广大职工、安全管理人员所熟悉，易于接受和理

解，便于实际应用；但缺少全国统一规定，尚待在应用中进一步提高其系统性和

科学性。 

1、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进行分类 

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综合考虑起因物、引

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将危险、危害因素分为 20 类。 

（1）物体打击：指物体在重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

成人身伤亡事故，不包括因机械设备、车辆、起重机械、坍塌等引发的物体打击。 

（2）车辆伤害：指企业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下

落、挤压伤亡事故，不包括起重设备提升、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引发的车辆伤

害。 

（3）机械伤害：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

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伤害，不包括车辆、起

重机械引起的机械伤害。 

（4）起重伤害：指各种起重作业（包括起重机安装、检修、试验）中发生

的挤压、坠落、（吊具、吊重）物体打击和触电。 

（5）触电，包括雷击伤亡事故。 

（6）淹溺，包括高处坠落淹溺，不包括矿山、井下透水淹溺。 

（7）灼烫：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碱、盐、有机物

引起的体内夕啪伤）、物理灼伤（光、放射性物质引起的体内夕啪伤），不包括

电灼伤和火灾引起的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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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伤害。 

2、源自国家“九五”科技攻关成果——事故分类标准研究 

（1）坠落、滚落：指人从树木、建箅物、脚手架、机器、乘坐物、梯子、

阶梯、斜面等处落下。 

（2）摔倒、翻倒：指人因摔倒、绊倒、滑倒而碰撞了物体致伤。所以会摔

倒，是因为人失去平衡、失去保持竖直状态的能力造成的人体运动。如倒在通道

或工作面上，倒在、撞到物体上。碰撞点与人在大致同一平面上。这类危险、危

害包括与车辆式机械等一起翻倒的情况，不包括交通事故。因触电摔倒则归入“触

电”分类。 

（3）碰撞：指除上述两类之外，以人为主动方面碰撞到静止物体或运动物

体的情况，包括被推、被摔后与物体碰撞。例如人碰了起吊货物、机械部分。这

包括与车辆式机械的碰撞，不包括交通事故。 

（4）飞溅、落下：指飞溅的物体、落下的物体为主动方面碰撞到人，人被

碰撞。这包括砂轮的破裂，切断片、切屑等物飞溅，包括自己拿的物体掉到脚上。

但容器破裂后的飞溅物伤人，则归入“破裂”类。 

（5）坍塌、倒塌：指堆积物、物料、脚手架、建筑物等散落或倒塌碰到人，

人被碰被压。这包括直立的物体倒下、塌方、雪崩、滑坡等。 

（6）被碰撞：指上两类以外，物为主动方面碰人的情况。这包括起吊的货

物，机械的活动部分等碰到人；不包括交通事故。 

（7）轧入：指被物体夹住、卷进而挤压、拧绞。例如：被卷入转动的或啮

合的物体，被夹、被卷、被压在一运动物体与一静止物体之间或两个运动物体之

间。因冲床的金属模、锻压机的锤而致的创伤属于本分类。它包括被压，不包括

交通事故。 

（8）接触有害物：指通过呼吸、吸收（皮肤接触）或摄入有害物、有毒物

致伤的情况。包括被放射线辐射、被腐蚀剂致伤。缺氧症及因暴露于高气压、低

气压环境下导致的伤害也属此类。 

（9）其他伤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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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4.3.1 设备或装置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1、工艺设备、装置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识别。 

（1）是否具备紧急停车的装置。 

（2）是否具备检修时不能自动投入，不能自动反向运转的安全装置。 

（3）是否具备指示性安全技术措施，如超限报警、故障报警、状态异常报

警等。 

（4）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附件或安全防护装置，如安全阀、压力表、温度

计、液压计、阻火器、防爆阀等。 

（5）设备本身是否能满足工艺的要求。这包括标准设备是否由具有生产资

质的专业工厂所生产、制造；特种设备的设计、生产、安装、使用是否具有相应

的资质或许可证。 

2、专业设备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化工设备：化工设备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此类识别，一般需分析以下 4

点。 

（1）适用性是否强； 

（1）是否有足够的强度； 

（2）是否密封安全可靠； 

（4）安全保护装置是否配套。 

机械加工设备：机械加工设备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可以根据以下的标准、

规程进行查对。 

（1）《磨削机械安全规程》； 

（2）《剪切机械安全规程》； 

（3）《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4）《电机外壳防护等级》； 

（5《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6）《机械加工设备一般安全要求》。 

3、电气设备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9813713706

10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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