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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技术》

前言

本书是由全国化工安全技术类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并组织编写的全国高职高专安全生产技术
规划教材。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搞好安全生产工
作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市
场监督职能的基本任务。我国2002年11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9月颁
布《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认定办法》，在全国推行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自2004年以来，相继开考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和国家注册安全评价师
，这是我国的一项重大举措。推行此项制度，是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实施“人才
兴安”战略的一项治本之策，也是我国安全技术服务和安全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学
习安全生产技术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高素质、掌握丰富的安全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
社会化的安全科技服务体系，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尤其是普遍缺乏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
中小企业提供职业健康安全领域的技术职务，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减少各类职业危害，促使企业建立
自我约束、持续改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本书在编写中以化工安全技术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为行业
依托，向机械、电气、建筑、矿山等领域渗透延伸，以安全工程、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三个层次要求
为编写主线，进行模块化编排，内容包括通用安全技术和专业安全技术两大模块，中间以安全工程应
用技术模块融会贯通，力求结构严谨，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其中，通用安全技术（模块
Ⅰ）部分包括机械安全生产技术、电气及静电安全技术、防火防爆安全技术、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安
全工程应用技术（模块Ⅱ)部分包括职业危害及其控制技术、应急救援与安全评价技术；专业安全技术
（模块Ⅲ)部分包括煤矿及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建筑施工工程安全技术、化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
本教材在编写中力求体现以下特点：第一，从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力争做到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理论以“必需”和“够用”为度，着重介绍通用安全技术和专业安全技术，有鲜明的技术实
用性；第二，内容力求通俗易懂、涉及面宽，突出实际应用技术，兼顾“了解”、“理解”和“掌握
”三个层次，在每章开头的“学习指导”中均有明确的说明，以分清重点和主次；第三，以模块化编
辑搭建课程体系，为各类院校不同类专业根据实际情况自由搭配选择授课内容提供方便，例如可以选
择开设“通用安全生产技术”（模块Ⅰ，约40学时）、“化工安全技术”［模块Ⅰ＋模块Ⅱ＋模块Ⅲ(
第十章)，约60学时］、“矿山安全技术”［模块Ⅰ＋模块Ⅱ＋模块Ⅲ(第八章)，约60学时］等课程。
鉴于以上特点，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工业环保与安全技术专业、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教材，也可供化工、安全和环保等相关专业选用。根据各院校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和课时要求，对模
块Ⅰ、Ⅱ、Ⅲ的项目化内容进行自由编排，可作为化工类、机电类、轻工类、冶金类和医药类等专业
的安全技术公共选修课选用教材，还可供从事安全工程、安全检测、安全评价、安全管理、安全咨询
以及申请报考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参考。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人员有：何际泽(第
一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章)、张瑞明(第五章、第八章)、李国珍(第二章、第九章)、石昌智(第三
章)、杨立全(第四章)。全书由何际泽统稿，张良军审定。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化工安全技
术类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领导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主编单位的安全技术教
研团队的邱媛博士、苏雪梅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和国家注册安全评价师)对本书的编写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
广大读者不吝指正。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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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全生产技术》以化工安全技术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为行业依托，向机械、电气、建筑、矿山等
领域渗透延伸，以安全工程、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三个层次要求为编写主线，进行模块化编排，内容
主要包括通用安全技术(Ⅰ)和专业安全技术(Ⅲ)两大模块，中间以安全工程应用技术(Ⅱ)模块融会贯通
，具有结构严谨，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安全生产技术》介绍了机械安全生产技术
、电气及静电安全技术、防火防爆安全技术、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职业危害及其控制技术、应急救援
与安全评价技术、煤矿及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化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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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事故发生的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着重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针对
事故致因因素如何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所以被称作事故致因理论．事故致因理论是指导事故预防工作
的基本理论。事故致因理论是指探索事故发生及预防规律，阐明事故发生机理，防止事故发生的理论
。事故致因理论是用来阐明事故的成因、始末过程和事故后果，以便对事故现象的发生、发展进行明
确的分析。事故致因理论的出现，已有80年历史，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在生产力发展
的不同阶段，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有所不同，特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在生产过程中所
处的地位发生变化，引起人们安全观念的变化，产生了反映安全观念变化的不同的事故致因理论。 (
一)早期的事故致因理论早期的事故致因理论一般认为事故的发生仅与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有关。20世
纪初期，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得蒸汽动力和电力驱动的机械取代了手工作坊中的手工工具，
这些机械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率。因为当时设计的机械很少或者根本
不考虑操作的安全和方便，几乎没有什么安全防护装置。工人没有受过培训，操作不熟练，加上长时
间的疲劳作业，伤亡事故自然频繁发生。1．事故频发倾向概念1919年英国的格林伍德(M
．Greenwood)和伍慈(H．H．Woods)对许多工厂里的伤亡事故数据中的事故发生次数按不同的统计分
布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发现，工人中的某些人较其他人更容易发生事故。从这种现象出发，后来法
默(Farmer)等人提出了事故频发倾向的概念。所谓事故频发倾向是指个别人容易发生事故的、稳定的
、个人的内在倾向。根据这种理论，工厂中少数工人具有事故频发倾向，是事故频发倾向者，他们的
存在是工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企业里减少了事故频发倾向者，就可以减少工业事故。因此，
防止企业中事故频发倾向者是预防事故的基本措施．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生理、心理检验等，从众多的
求职者中选择身体、智力、性格特征及动作特征等方面优秀的人才就业；另一方面，一旦发现事故频
发倾向者则将其解雇。显然，由优秀的人员组成的工厂是比较安全的。2．海因里希的事故法则美国
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inr．ich)曾统计了55万件机械事故，其中死亡、重伤事故1666件，轻伤48334件
，其余则为无伤害事故。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在机械事故中，死亡、重伤事故与轻伤和无伤害
事故的比例为l：29：300，国际上把这一法则叫事故法则。这个法则说明，在机械生产过程中，每发
生330起意外事件，有300件未产生人员伤害，29件造成人员轻伤，l件导致重伤或死亡。对于不同的生
产过程，不同类型的事故，上述比例关系不一定完全相同，但这个统计规律说明了在进行同一项活动
中，无数次意外事件，必然导致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而要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必须减少和消除无
伤害事故，要重视事故的苗子和未遂事故，否则终会酿成大祸。例如，某机械师企图用手把皮带挂到
正在旋转的皮带轮上，因未使用拨皮带的杆，且站在摇晃的梯板上，又穿了一件宽大长袖的工作服，
结果被皮带轮绞人碾死。事故调查结果表明，他这种上皮带的方法使用已有数年之久。查阅四年病志(
急救上药记录)，发现他有33次手臂擦伤后治疗处理记录，他手下工人均佩服他手段高明，结果还是导
致死亡。这一事例说明，重伤和死亡事故虽有偶然性，但是在不安全因素或动作在事故发生之前已暴
露过许多次的情况下，如果在事故发生之前，抓住时机，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许多重大伤亡事故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海因里希的工业安全理论是该时期的代表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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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生产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工业环保与安全技术专业、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
材，也可供化工、安全和环保等相关专业选用，还可供从事安全工程、安全检测、安全评价、安全管
理、安全咨询以及申请报考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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