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1

1 危险有害因素辩识........................................................................................................... 1

1.1物质固有危险性分析.............................................................................................. 1

1.2 工艺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4

1.3 设备设施危险性分析............................................................................................. 6

1.4 电气危害因素分析................................................................................................. 8

1.5 特殊作业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9

1.6 安全管理和人的不安全因素分析....................................................................... 12

1.7 检修过程危险性分析........................................................................................... 13

1.8站房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14

1.9重大危险源辨识.................................................................................................... 14

2 事故风险分析................................................................................................................. 16

3 事故风险评价................................................................................................................. 18

3.1事故风险评价方法................................................................................................ 18

3.2事故风险评价........................................................................................................ 19

4 结论建议......................................................................................................................... 21

4.1风险评估结论........................................................................................................ 21

4.2建议........................................................................................................................ 21



1

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

1 危险有害因素辩识

1.1物质固有危险性分析

本站主要经营的成品油料有汽油、柴油，这些油料自身的危险性取决于

这些物质的化学成分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如易挥发、易流失、易燃易爆、

有毒等。

汽油、柴油属易燃易爆化学品，在设计、施工、经营过程中，管理不善

易造成汽油和柴油泄漏，与点火源，即可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表 1.1 主要物料危险特性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危编号
火灾危

险分类
危险类别 危险有害因素

1 汽油 1630 甲类 易燃液体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

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强烈反应。其

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

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2 柴油 1674 乙类 易燃液体

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

的危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

炸的危险。

表 1.2 汽油理化特性表

标

识

英文名：Gasoline 危险货物编号：1630

分子式：C5H12～C12H26 CAS 号：86290-81-5

理

化

特

性

外观与形状 无色或淡黄色的易流动液体。易挥发

沸点（℃） 20～200 熔点（℃） 无资料

相对密度（水= 1） 0.7～0.8 引燃温度（℃） 250

相对密度（空气= 1） 3～4 粘度（mm
2
/s） 无资料

溶解性 不溶于水，易溶于苯、二硫化碳、醇，可混溶于脂肪。

毒

接触限值 中国 MAC：300mg/m
3

前苏联 MAC：350mg/m
3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毒性：轻度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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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及

健

康

危

害

健康危害

麻醉性毒物，主要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高浓度时引起呼吸中枢麻痹。

轻度中毒的表现有头痛、头晕、短暂意识障碍、四肢无力、恶心、呕吐、易激

动、步态不稳、共济失调等。经口急性中毒出现消化道症状，汽油直接吸入呼

吸道可致吸入性肺炎。

急 救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冲洗 10 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暖并休息。呼吸困难时输氧，呼吸停止

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牛奶或植物油，洗胃并灌肠。就医。

防护措施

工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防护服：穿工作服。

呼吸系统防护：高浓度环境中佩戴供气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可戴防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手防护：一般不需特殊防护，高浓度接触可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

燃

烧

燃烧性 易燃 建规火险分级 甲 稳定性 稳定

闪点（℃） -21 爆炸极限（V%） 1.3～7.1 禁忌物 强氧化剂、卤素

聚合危害 不聚合 燃烧分解产物 CO、CO2

爆

炸

危

害

性

危险特性

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发

生强烈反应，引起燃烧或爆炸。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

地方，遇明火会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泄露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急处

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泄漏物与

可燃物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但不要对泄漏物和泄

漏点直接喷水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集运至废物处理场

所。如果大量泄漏，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清除。

储 运

保持容器密封，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

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要控制流速（不超过 3m
3
/s）

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

灭火剂（方法） 泡沫、二氧化碳、1211 灭火剂、干粉、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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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柴油理化特性表

标

识

英文名：Diesel oil Diesel fuel 危险货物编号：1674

分子式： CAS No.：68334-30-5

理

化

特

性

外观与形状 稍有粘性的浅黄至棕色油状液体

成分 烷烃、芳烃、烯烃等

沸程（℃） ＞35 相对密度（水=1） 无资料

熔点（℃） 无资料 燃烧热（BTU/1b） 18. 7×10
3

毒

性

及

健

康

危

害

接触限值 未制定标准 毒性：具有刺激作用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健康危害 皮肤接触柴油可引起接触性皮炎、油性痤疮吸入可引起吸入性肺炎。能经

胎盘进入胎儿血中。柴油废气可引起眼、鼻刺激症状，头晕及头痛。

急 救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

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分钟。

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暖并休息。呼吸困难时输氧，呼吸

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食入：误服者立即漱口，饮足量温水，洗胃。就医。

防护措施

工程防护：密闭操作，注意通风。 防护服：穿工作服。

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特殊情况下，佩带防毒面具。

眼睛防护：必要时戴安全防护眼镜。手防护：戴防护手套

其它：工作后沐浴更衣，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燃

烧

爆

炸

危

害

性

燃烧性 易燃 闪点（℃） ≥23，≤60

建规火险分级 乙 聚合危害 不能出现

燃烧分解产物 CO、CO2 自燃温度 257

危险特性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

泄漏处理

疏散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污染区，切断火源。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式呼吸器，穿化学防护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勿使

泄漏物与可燃物接触，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堵漏。喷水雾减慢挥发，但不要

对泄漏物和泄漏点直接喷水用砂土或其它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然后收

集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如果大量泄漏，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清除。

储 运

保持容器密封，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

术措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灌装要控制流速，注意

防止静电积聚。

灭火剂（方法）
二氧化碳、干粉或耐醇泡沫，避免用太强的水汽灭火，因为他可能会使火

苗蔓延分散。



4

1.2 工艺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1.2.1 卸油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卸油工段是指汽车油罐车来油，通过位差自流将汽油输送至汽油直埋卧

式贮罐储存的操作。在该过程中，物料为汽油，主要涉及的设施、设备有油

罐车、卸油管、阀门、法兰等。该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危险是火灾、爆炸、中

毒。事故成因分析：

1）卸油时，如果未采用密封式输油法，而是直接将输油管插入贮油罐

中，将会有大量油气逸出，可能导致卸油工中毒，如遇明火或静电，可能导

致燃烧、爆炸。

2）如果卸油管道、阀门破裂等，将发生汽油的外泄，从而形成大量油

气，遇明火或静电将可能发生燃烧、爆炸。

3）输油管线与储油罐都安装有静电接地装置，如果卸油前未接上有效

的静电接地装置，将可能在卸油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静电，从而引发火灾、爆

炸事故。

4）如果在卸油前未计量空罐容量，卸油过程中卸油工和罐油车司机又

均不在场或监控不力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冒油事故。发生冒油事故后，如

果处理措施不当，使油气接触到明火或当时有静电产生，均有发生火灾、爆

炸的可能。

5）油罐车开进卸油区，如果司机停车后未拉手刹制动，而卸油区地面

存在一定坡度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油罐车因重力作用下发生滑动，发生车辆

伤害事故，甚至可能导致油罐破裂，汽油发生大量外泄而引发更大的事故。

6）在卸油前，如果卸油工未能对来车油品进行仔细核对，匆忙卸油，

可能导致混油事故的发生，将会对加油站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7）如防雷设施不到位，在卸油过程中遇雷击将导致火灾、爆炸事故。

8）项目贮油罐区与加油区较近，如果卸油过程中未采取相应措施（如

暂停相应区域加油作业、采取卸油的隔离措施），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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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贮油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分析

贮油过程是指汽油和柴油进入贮油罐内储存的过程。该过程中物料为汽

油和柴油，涉及的设备为贮油罐及其附件设施。储存油料存在的危险主要是

油料泄漏、中毒、火灾、爆炸。

事故成因分析：

1）如果贮油罐及其附件设施安装、使用不当，导致经营过程中发生破

裂，将会引发油料外泄。如果该站监控、预防应急措施不到位，将可能导致

火灾、爆炸等更大的事故发生。

2）油罐人孔附近是主要危险区域，由于地势低洼，油气积聚后不易扩

散，如果进油时打开量油孔通气，或直接从量油孔口插入胶管注入油品，将

导致大量油气在此处聚集，如遇明火或静电将可能引发火灾、爆炸。

3）贮油罐及附件、管道的泄漏还包括：

（1）储罐未进行定期检测；

（2）储罐和管路腐蚀穿孔发生泄漏；

（3）设备或法兰的密封不符合要求而泄漏；

（4）地震或基础下沉造成储罐或管路破裂而发生泄漏；

（5）操作人员违章操作或人为破坏，引起设备管路泄漏。

1.2.3 加油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分析

加油过程是指加油机通过潜油泵从油罐中抽取汽油和柴油，经过加油枪

注入客户汽车油箱的过程。该过程中物料为汽油和柴油，主要设备、设施有：

加油机、潜油泵及油管、阀门等附件。该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危险是：油料泄

漏、中毒、火灾、爆炸。

事故成因分析：

1）潜油泵、管道等破裂，引发油料外泄，如外泄油气遇明火或静电可

能导致火灾、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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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油机部分泄漏，将致使管沟内大量油气聚集，易引发火灾、爆炸

事故。

3）由于加油枪自封部件的损坏或估计不准将可能发生溢油事故。

4）加油枪口封闭部件及胶管连接处密封不良将导致油料渗漏。胶管在

长期的作业中，也可能由于某一局部过多频繁曲折、摩擦、损坏而产生渗漏。

5）正常加油情况下，油箱口也会有大量油蒸气冒出，如果油气达到爆

炸下限，又遇到明火或有静电产生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如

果加油工人长期加油时站位不好，通风情况不良的情况下，长期吸入油气，

可能导致加油工人发生慢性中毒事件。

6）摩托车（或助动车、残疾车）和拖拉机等车辆的完全燃烧程度低，

特别在启动时，其尾气中的火星更多，如果正好处于加油机的爆炸危险区域

附近，易发生意外。

7）缠绕在加油枪胶管上的静电接地导线，由于经常移动，有可能会发

生断裂，从而造成事故。

8）化纤面料制作的服装在穿着摩擦时会产生很较高的静电压，也会产

生电火花，如果加油工人身着化纤面料服装进行加油，则可能由于摩擦产生

电火花，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1.3 设备设施危险性分析

1.3.1 储油罐

1）油罐直埋地下，如防腐措施不力，易造成罐体锈蚀，长期使用而不

加以维护，罐体的整体或局部强度会受到影响而引起泄漏；油罐在满负荷运

行情况下易爆裂，造成泄漏。

2）油罐上的呼吸阀失灵或缺少，容易造成油罐内压力不平衡，使输油

管道及加油设备震动运行，一是缩短设备寿命，二是容易造成管道与设备连

接部位脱离，导致泄漏。

3）储油罐通气管设置不规范会导致油气散发故障，通气管设置过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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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油气在站内形成集聚，引发火灾，通气管不畅将导致油罐内油气不能及

时排出，导致罐内气压升高，可能造成油罐破裂，遇到明火时，将发生火灾、

爆炸事故。阻火阀失灵或未设置阻火阀可能会导致油气回燃，将会造成油罐

燃烧爆炸。

4）油罐安装时如果防上浮措施未完善，遇暴雨、洪水时可能发生油罐

上浮。

1.3.2 输油管道

1）输油管道直埋地下，存在腐蚀，腐蚀穿后造成泄漏。

2）输油管道直埋场内地下较浅，受车辆或其他重物碾压，造成管道变

形或开裂，造成泄漏。

3）输油管道露出地面，易受外界影响变形，一是使用寿命短，二是容

易造成泄漏。

1.3.3 加油机

1）加油机长期使用，不进行常规检修，易使加油机接合部位封口不严，

从而引起油品泄漏；加油过程中，若加油员操作失误发生冒油、溢油事故，

遇火源或加油车未熄火都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2）加油管因长期运行老化破损；加油员忘记关闭加油阀（未采用自封

式加油枪）；加油车辆碾压加油管造成油管破裂，均可因成品油泄漏引发火

灾爆炸事故。

1.3.4 计量装置

计量装置的使用功能决定了计数必须准确，计量不准确容易造成人员操

作失误，引发油量少加、多加或冒油事故。

1.3.5 仪表信息系统

1）若液位仪、静电接地报警装置等仪表系统出现故障或失效，将不能

起到报警作用，经营过程中若油罐液位超过限值或静电接地不良将不能及时

报警，可能引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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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液位仪出现故障，反馈数据不准确，可能引起系统误判，进而引

起事故发生。

3）若加油站发生事故后，夜间应急电源无法正常启用，人员在慌乱中，

可能绊倒或发生其他事故。

1.4 电气危害因素分析

1.4.1 电气线路

设备老化或线路裸露，易引起漏电、短路，产生火花；电源开关闭合瞬

间接触易引起强烈电弧产生火花，为泄漏的可燃气体燃烧提供条件。电源线

路凌乱或破裂，容易使人遭电击。防雷装置未定期检测或因失效，遇雷击站

内会产生强烈火花；平时操作产生的静电不能及时导走，易形成火花，引发

火灾爆炸事故。

加油站内使用手机、无线通信设备、电动玩具和其他电子产品等，在使

用过程中会产生电火花，若遇油气积聚，可能导致火灾、爆炸等事故。

1.4.2 变配电系统

1）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发生触电伤害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伤害，这是由其作业性质决

定的。引起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除了设备自身缺陷，设计不当等技术因素

外，大部分是由于违章作业、违章操作引起的。

2）保护系统

接零保护、接地保护损坏或对地电阻过大以及过载、过电流、过电压等

保护系统损坏，可引发电气事故。

3）电工工具没有定期检测，就不能保证使用的安全性，甚至导致触电

事故。

1.4.3 防雷装置

站内建筑物及设施的防雷设施未定期检测或失效等原因，遇雷击易使建

筑物垮塌，造成站内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防雷装置承受雷击时，其接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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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下线和接地装置呈现很高的冲击电压，可击穿与邻近的导体之间的绝缘，

造成二次放电，二次放电可引起火灾和爆炸，也可造成电击。

1.4.4 防静电装置

卸油场地未配置、未使用静电接地装置或静电监测报警仪失效，不能有

效地监测和将静电排除，卸油时大量的油气散发，遇静电火花，可能导致火

灾爆炸事故。

汽油为甲类易燃液体，在输送过程中，流速过快易引起输送管道的静电

积累，若系统管道等缺乏良好的接地，管道法兰间的金属导线搭接不牢或损

坏，将会产生静电危险。

工作人员作业时穿戴化纤、丝绸衣物，因摩擦产生静电火花，从而引发

火灾爆炸事故。

1.5 特殊作业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1.5.1 动火作业

本加油站涉及的汽油和柴油为易燃、易爆性危险化学品，在加油站作业

区域如果进行动火作业存在以下危险性：

1）如果在埋地油罐区进行动火作业遇泄漏的油品有可能发生火灾爆炸

事故。

2）在正在进行加油的区域进行动火作业，有可能点燃加油操作泄漏的

油气，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3）加油区域存在来往加油的车辆，如果动火作业未设置禁止车辆通行

的标志，有可能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4）动火作业主要采用手提电动工具，如果未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或接地

不可靠，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

1.5.2 动土作业

1）如果未参照电力管线布设图就进行盲目动土，将会造成电力线路的

损坏，甚至造成人员触电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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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未参照埋地输油管线布设图就进行盲目动土，将会造成输油线

路的损坏，造成油品泄漏，甚至造成火灾爆炸事故。

3）动土作业工程机械如果由未取得相关作业资格的人员进行，有可能

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4）动土作业如果盲目施工，有可能造成供水管网的破坏。

1.5.3 高处作业

高处坠落是指在高处作业中发生坠落造成的伤害事故。凡在基准高度 2m

以上（含 2m）的高处进行定点操作或巡检作业，均可发生高处坠落危险。作

业人员在进行一些高处设备、设施的巡视、检修等作业时，若作业场所的扶

梯、平台、围栏等附属设施不符合标准、不牢固、腐蚀、检修后未及时恢复

其防护设施或踩滑等，就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等伤害事故。

1.5.4 盲板抽堵作业

在进行管道的清扫、置换、焊接过程中，如果盲板抽堵未按要求进行，

使柴油或汽油进入作业的管道区域，有可能发生物料泄漏。如果遇点火源有

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1.5.5 吊装作业

本加油站在检修过程可能会涉及吊装作业，存在的危险性如下：

1）如果吊装机械额定吊装重量小于待吊物的质量，有可能发生超重机

械倾覆，引发伤亡事故。

2）吊装过程中，如果人员通过吊装物下方，或吊装物运行路线选择不

合理，有可能造成吊物掉落发生起重伤害。

3）吊装过程中如果照明不够或风力过大，有可能发生起重伤害。

1.5.6 断路作业

本加油站出入口在施工过程中有可能存在断路作业，存在的危险性如下：

1）断路作业中如果严禁通行的安全警示标志不明显，车辆通过时有可

能造成车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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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路作业中如果作业区域在急转弯处或视野不开阔地方，车辆行进

过程中来不及停车，有可能造成车辆伤害。

3）断路安全警示灯如果采用非安全电压，有可能造成人员触电事故。

1.5.7 临时用电作业

1）如果电力线路布置不符合要求，布设在车辆频繁通过的区域有可能

造成线路绝缘层的破坏，造成电力线路的损失，甚至引发触电事故。

2）加油、卸油和埋地油罐区域属于爆炸危险区域，如果临时用电设备

不防爆，遇到泄漏出来的油气有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3）临时用电线路如果架空时，架空高度不符合要求，车辆通过时造成

电力线路的损坏有可能引发触电事故。

4）雨季时的临时用电设备如果未设置防雨设施，有可能造成短路，引

发电气火灾事故。

5）临时用电线路或设备如果未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或绝缘性差，有可能

造成触电事故。

1.5.8 进入受限空间及检修危险有害性分析

1）清罐时发生火灾

清洗油罐不彻底，残余油蒸气遇到静电、摩擦、电火花都会导致火灾。

2）油罐检修的危险性

（1）在油气未置换排净及未保证通风良好的条件下，未严格执行双人

检修制的规定，检修人员进入油罐内进行清洗、检修工作，可能导致检修人

员中毒、窒息。

（2）检修制度不健全，检修人员未按规定办理动火证进行动火，存在

火灾、爆炸危险性。

3）设施设备维护过程

设施设备检查维护作业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作业时，若在有明火存在

的条件下作业，或不按作业规程作业，产生的火花、明火极有可能引起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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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或爆炸性混合气体的回燃、爆炸。

1.6 安全管理和人的不安全因素分析

1）安全管理方面

（1）如果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定期进行培训，缺乏安全管理知识，

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地进行。

（2）企业未及时地对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岗位责任制等进行更新完善，

安全操作规程不能够有效地约束、指导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地作业，管理人员

不能尽职尽责地进行安全管理。

（3）如果企业未定期对事故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或未定期进行更新，一

旦发生事故，无法从容施救，很有可能使得事故后果扩大。

（4）如果对新进员工没有经过严格地培训，掌握与工作相关的安全知

识，在工作中就有可能盲目作业，而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如果管理人没

有经过培训，不能够掌握相关的安全管理知识，有可能盲目瞎指挥，导致火

灾、爆炸等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5）劳动保护方面

如果操作人员没有按照规定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就有可能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

2）人员方面

（1）生理方面的危险有害因素

①人员健康异常：可能有过度疲劳，带病作业等危险因素存在。

②人员从事其身体不能适应的岗位，如身体抵抗能力较差的人从事过多

接触有毒有害物料的岗位，身体有缺陷的人从事对其缺陷部位有较高要求的

岗位等，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2）心理方面的危险有害因素

①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差、责任心不强、工作不认真、态度不端正，均可

导致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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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人有可能遇家庭变故、被领导批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其他原因，

思想情绪波动大，注意力不集中，出现焦虑、紧张、恐惧等心理状况，有可

能导致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

③侥幸心理、冒险心理、逞能心理等，有可能导致伤亡事故的发生。

④社会或领导不满，或出于其他目的，进行蓄意报复等行为，也可能导

致事故发生。

（3）劳动技能方面的危险有害因素

①该项目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如果作业人员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

知识，操作人员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缺乏物料、工艺流程特点、装置特性等

的相关知识，有可能在生产运行过程中遇到意外情况时判断失误，采取不正

确的应急处理措施，导致泄漏、火灾、爆炸、中毒等安全事故。

②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误操作、脱岗串岗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

设备损坏。

1.7 检修过程危险性分析

1）设备运行到一定程度必须进行检修，检修时若不按操作规程进行，

例如设施设备内的残余油气没有放空就开始检修，遇检修火源设施设备中的

油气就会燃烧，甚至发生爆炸。

2）若设施设备中油气没有完全放完，未进行惰性气体置换，或未达到

置换要求，混入空气，使油气的浓度在爆炸极限范围内，遇检修火源就易发

生爆炸。

3）在检修过程中，会使用人力移动一些设备，如果操作不当，有可能

造成人体损伤。

4）在检修过程中使用电气设备，有可能造成人员触电事故。检修作业

不彻底，或操作不到位，给设施设备留下隐患，更容易造成事故。

5）站内在检修罩棚、更换灯具等作业时，需要高处作业，若安全措施

采取不当等原因，可能造成高处坠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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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油罐清洗、维修过程中，如油罐内空气置换不够，人员进入油罐

内后，可能存在窒息、中毒、火灾爆炸的危险。

7）油罐维修、检修过程中需要动火的，如未检测罐内残存油气浓度，

或检测不达标就动火，一旦罐内残存油气在爆炸极限内，可导致发生火灾、

爆炸事故。

1.8 站房的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1）站房布置不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站房与加油设

施的安全距离不符合设计与施工规范要求，若发生事故会对站房内工作人员

造成人员伤害。

（2）站房、配电室内电气设备、管线等布置不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

氢站技术标准》要求，易引起人员触电事故。

（3）加油站选址不当，站房地基不能承受，可能导致站房垮塌、坍塌

等事故。

（4）站房若为按要求设计、施工，未达到相应的耐火等级，一旦发生

火灾，会对站内设施及人员造成危害。

（5）站房未采取避雷带（网）保护，遇雷击，会对站内设施造成损害。

1.9重大危险源辨识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的有关规定，对

本项目所涉及的物质进行辨识。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搬运、使用或贮存危险物

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储存量超过其临界量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库区（库）内有一种危险物品的储存量达到或超过其对应的临界量；

②库区（库）内贮存多种危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储存量均未达到或超

过其对应临界量，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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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q qn1 2, , , ——每一种危险物品的实际储存量。

Q Q Qn1 2, , , ——对应危险物品的临界量。

重大危险源辨识如下表所示：

该加油站 92#汽油储量 30m
3
，95#汽油储量 30m

3
，柴油储量 50m

3
。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规定临界量见表 1.4。

表 1.4 危险辨识临界量

序

号
依据 物质名称 临界量（t）

实际储量

（t）

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汽油 200 46.5

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柴油 5000 42.5

46.5/200+42.5/5000=0.23+0.0085=0.2385＜1

故，本项目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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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风险分析

表 2 .1 事故风险分析表

事故

类型

可能发生

事故区域
事故分析 事故后果

次生、

衍生后果

影响

范围

火灾

爆炸

加油区、

卸油区、

储罐区

(1)槽车卸车时，如果接头管线等处

有泄漏，当遇到明火时可能引起火

灾；(2)汽车加油过程中，因加油为

非密闭加油，加油口附近会挥发出可

燃气体(汽油挥发出来的气体)，遇到

点火源，引起火灾。(3)加油车辆内

部温度过高或电线短路，引起火灾。

(4)清洗油罐时，如果置换气体不彻

底，可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5)防

爆区域内，采用非防爆电灯照明，线

路因雷击、短路等原因可能产生的电

火花可引起油罐爆炸燃烧；油罐本体

未设置防雷装置，存在雷击造成火

灾；无禁火的安全警示标志，加注油

时操作人员或旁人因抽烟、打手机时

产生静电火花引起油品燃烧；(6)外

来汽车运输的易燃易爆物料，可能引

起火灾爆炸事故。

火灾爆炸事

故会造成设

备损坏和人

员伤亡，影响

范围主要为

站内、附近单

位、站前公路

和民居。

火灾爆炸事

故可能引发

次生、衍生

事故包括二

次火灾、二

次爆炸、危

险化学品泄

漏、人身伤

害。

30m

罩棚

垮塌
罩棚

（1）暴雪等荷载超过加油站罩棚网

架设计荷载范围；（2）罩棚网架设计、

施工存在质量缺陷；（3）罩棚经过多

年使用，受到日照、雨雪风霜侵袭，

造成钢材腐蚀或结构破坏；（4）由于

罩棚网架下面吊顶，无法定期检查钢

结构完好情况。如果排水设施处理不

好，也易引发罩棚垮塌；（5）进站加

油车辆因车速过快，撞击罩棚柱，造

成罩棚垮塌事故。

财产损失、人

员伤亡

可能次生、

衍生油品泄

漏以及火灾

爆炸事故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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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类型

可能发生

事故区域
事故分析 事故后果

次生、

衍生后果

影响

范围

火灾

电气火

灾：发配

电房等涉

及用电设

备的各类

场所

电器设备或电气线路老化，发生短路

会引起电气火灾事故

造成电气设

备损坏，企业

财产损失，甚

至人员伤亡

如果火灾涉

及到有毒有

害危险化学

品，可能造

成环境污染

10m

普通火

灾：站房

及辅助用

房

站房禁止储存汽油等危险化学品，但

其存在可燃物品（便利店商品、机油、

家具等），若同时存在明火、电火花

等均可成为点火源，当可燃物、助燃

物与点火源相互作用时则可能发生

火灾

造成站房内

便利店商品、

办公用品及

办公设备损

坏，加油站财

产损失，甚至

人员伤亡

如果火灾涉

及到有毒有

害危险化学

品，可能造

成环境污染

10m

中毒

和窒

息

加油区、

卸油区、

储罐区

汽油和柴油均具有一定毒性，且其容

易形成有毒蒸气、气体。通风条件不

良，人员没有配带劳动保护用品作

业，违规操作等可能引起中毒和窒息

事故

导致人员伤

亡
无 10m

触电

站房、发

配电房、

加油操作

岗位

（1）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带电；

（2）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绝缘性能

降低、漏电；

（3）电气设备防护设施缺陷；（4）

保护接地、接零不当；

（5）工具产品质量缺陷或使用不当；

（6）电工违章作业、非电工违章进

行电器作业。

导致人员伤

亡
无 10m

车辆

伤害
站内车道

车辆行驶过程中，因通路环境复杂、

可变的因素多等原因，驾驶员状态不

佳，操作不当等，可能发生车辆伤害

事故

导致车辆损

坏和人员伤

亡

危险化学品

容器损坏，

造成泄漏

10m

高处

坠落
加油罩棚

（1）加油亭上面设备检维修时，人

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2）为佩戴安全装备作业

（3）作业人员疏忽大意

导致人员伤

亡
无 10m



18

3 事故风险评价

3.1 事故风险评价方法

风险矩阵分析法（简称LS），R=L×S，其中R是风险值，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与事件后果的结合，L是事故发生的可能性；S是事故后果

严重性；R值越大，说明该系统危险性大、风险大。

表 3.1-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判定准则

级别 说明 赋值 描述

I 极有可能发生 5 全国范围内发生频率极高

II 很可能发生 4 全国范围内发生频率较高

III 可能发生 3
全国范围内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也偶有发生；评估范

围未发生过，但类似区域/行业发生频率较高

IV 较不可能发生 2 全国范围内未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偶有发生

V 基本不可能发生 1 全国范围内未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也极少发生

表 3.1-2 事件后果严重性（S）判定准则

级别 说明 赋值 描述

I 影响特别重大 5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

同），巨大财产损失，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影响

II 影响重大 4
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严

重财产损失，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

III 影响较大 3

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需要

外部援救才能缓解，较大财产损失或赔偿支付，在一定范围内

造成不良的舆论影响，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

IV 影响一般 2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重伤，现场处理（第一时间救助）

可以立刻缓解事故，中度财产损失，有较小的社会舆论，一般

不会产生政治影响

V 影响很小 1 无伤亡、财产损失轻微，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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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表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2．风险后果中死亡人数、重伤人数的确定是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493 号）进行描述的；若其他行业/领域对后果严重性有明确分级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具

体实施。

表 3.1-3 风险分级（风险矩阵）

风险等级

后果

影响特别重

大
影响重大 影响较大 影响一般 影响很小

可

能

性

极有可能发生 25 20 15 10 5

很可能发生 20 16 12 8 4

可能发生 15 12 9 6 3

较不可能发生 10 8 6 4 2

基本不可能发生 5 4 3 2 1

图例： 重大风险（1级） 较大风险（2 级） 一般风险（3级） 低风险（4级）

3.2 事故风险评价

表 3.2 LEC 风险评估表

事故

类型
风险点 事故原因 事故后果

风险评价 风险级别

L S R

火灾

爆炸
卸车区

卸油作业未设置静电接地或

接地装置失效；爆炸危险区有

火源。

人员伤亡 4 3 12
2 级，

较大风险

火灾

爆炸
清罐作业

清洗油罐、设备、排气作业时

现场油气弥漫，极易形成爆炸

性混合气体，遇火源引发火灾

爆炸事故。

人员伤亡 4 3 12
2 级，

较大风险

火灾

爆炸

受限空间

作业

与该设备连接的物料管线未使用盲

板隔断，未对可燃液体、气体进行

置换或转换不合格

人员伤亡 4 3 12
2 级，

较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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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类型
风险点 事故原因 事故后果

风险评价 风险级别

L S R

火灾

爆炸
动火作业

涉及危险作业组合、未落实相

应安全措施；作业过程中，可

燃、有毒物料外泄。

人员伤亡 4 3 12
2 级，

较大风险

火灾

爆炸

加油区、

储罐区

加油区、储罐区发生泄漏；且

上述区域存在有明火或因静

电产生火花。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3 3 9

3 级，

一般风险

电气

火灾

发配电房

等涉及用

电设备的

各类场所

电器设备或电气线路老化，发

生短路会引起电气火灾事故

设备损坏，

财产损失，

甚至人员伤

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普通

火灾

站房及辅

助用房

可燃物、助燃物与点火源相互

作用时则可能发生火灾

设备损坏，

财产损失，

甚至人员伤

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高处

坠落
罩棚

检维修时，人员违反操作规程

作业； 未佩戴安全装备作业；

作业人员疏忽大意

人员伤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中毒

窒息
储罐区

有限空间作业，通风条件不

良，人员没有配带劳动保护用

品作业，违规操作等可能引起

中毒和窒息事故

人员伤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触电

站房、发

配电房、

加油操作

岗位

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带电； 电

气线路或电气设备绝缘性能

降低、漏电；电气设备防护设

施缺陷；（4）保护接地、接零

不当；工具产品质量缺陷或使

用不当；电工违章作业、非电

工违章进行电器作业。

人员伤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车辆

伤害
站内车道

车辆行驶过程中，因通路环境

复杂、可变的因素多等原因，

驾驶员状态不佳，操作不当

等，可能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车辆损坏和

人员伤亡
2 3 6

4 级，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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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建议

4.1 风险评估结论

通过对文星镇农机加油站现有、可能、预想风险认真的辨识和分

析，并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进行了事故风险评估，确定了我站

事故风险等级。其风险评估结论见表 4.1。

表 4.1 风险评估结论表

序号 事故类型 风险等级 标识

1
火灾爆炸（卸车、清罐作业、
受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

2级 较大风险

2 火灾爆炸（加油作业、油罐） 3级 一般风险

3 电气火灾 4级 低风险

4 普通火灾 4级 低风险

5 罩棚垮塌 4级 低风险

6 高处坠落 4级 低风险

7 中毒窒息 4级 低风险

8 触 电 4级 低风险

9 车辆伤害 4级 低风险

4.2 建议

（1）健全应急救援机制。形成事故预警、报警、事故响应和伤

员救治机制。

（2）健全应急救援体制。加油站建立兼职救援队伍，形成与政

府专业救援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应急救援体制。

（3）配备完善的应急救援物资。

（4）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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