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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劳动者健康安全机构
成立于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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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行政法人
劳动者健康安全机构的中期目标

2016年3月7日
厚生劳动大臣 盐崎恭久

预防工作场所发生事故；保护并促进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对职业病的病因
、诊断、预防以及其他职业病有关问
题开展综合调研；临床；为劳动者治
疗就业两不误提供支持；垫付应付工
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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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生综合研究所

【研究所宗旨】
预防工作场所发生事故；保护并促进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对职业病的病因
、诊断、预防以及其他职业病有关问题开展综合调研。通过上述措施，对
各岗位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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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工作场所发生事故；保护并促进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对职业病的病因
、诊断、预防以及其他职业病有关问题开展综合调研。通过上述措施，对
各岗位劳动者的安全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劳动安全卫生相关研究
►事故调查
►劳动卫生重点研究推进协议会

►劳动安全卫生相关研究
►事故调查
►劳动卫生重点研究推进协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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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危险品、有害物质等)引发的工伤事故（停工4天以上）

爆炸火灾事故的发生情况



大型化工厂发生的爆炸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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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版权原因，此处略去照片



摘自厚劳省职场安全相关网站

在进行铝镁合金粉碎加工作
业的过程中发生粉尘爆炸，
致使2名作业人员死亡。

在润喉糖的生产车间，原料
溶液中所含乙醇在气缸中进
行搅拌的过程中被引燃，致
使附近的作业人员被烫伤。

向工作场所的聚乙烯油桶中
加油时，输油软管发生破损
，煤油喷溅到取暖炉的火苗
上，引发火灾。

使用胶版印刷机进行印刷作
业的过程中，以燃气为燃料
的烘干设备发生爆炸，致使
作业人员受伤。

在对公寓进行室内改装施工
的过程中，粘合剂中所含有
机溶剂蒸汽被引燃后发生爆
炸，致使3名施工人员受伤
停工。

在餐馆配套食材冷库的建筑施工现
场，当施工人员将用于装修的隔热
材料粘接到地板时，粘合剂中所含
正己烷的蒸汽被引燃，引发火灾。



事故数量并不大，然而一旦发生，影响（危害）巨大！
△ 爆炸火灾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并不多？
× 造成重大事故（单次出现重大人员伤亡）。
× 对附近居民同样造成危害。
× 亦将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 同时对供应链产生影响（阻断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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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火灾事故所造成的影响

全球重大事故
✔塞维索（1976年＠意大利）→ 欧洲；Seveso Directive

（风险评估）
✔博帕尔（1984年＠印度）→ 美国；OSHA/PSM

（ILO化学物质条约，联合国GHS
）
✔···



① 找出导致爆炸火灾事故发生的潜在危险性，研究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风险评估）并加以执行，同时
注意保持该措施的持续有效（PDCA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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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可预防爆炸火灾事故的发生

② 为风险管理提供必要的资源（resource）
人员（接受过培训的作业人员与管理人员等）
材料（可合理有效控制风险的机器、设备等）
信息（设计逻辑、作业流程、作业实施结果、设备故障信息、事故信

息等）

✔ 应对各类变更（变更管理）
·原料与催化剂的变更、设备变更、流程变更···
·临时变更、微小变更、平缓变更···



●不应仅停留在事故表象
✔ 为何会发生爆炸火灾事故？
✔ 为何未能预防爆炸火灾事故的发生？
·技术方面存在问题（硬件、软件）
·管理方面存在问题（也包括组织、人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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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爆炸火灾事故中汲取教训？
－运用事故经验，进行有效预防－

●应认识到“自身所在企业也可能发生类似事故
”。
×我们的企业不会发生事故。
·未使用危险品。
·未进行复杂作业。

·机器、设备发生故障。
·作业人员未遵守操作规范。

（误判、误操作）

开展风险评估，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对化学物质风险评估进行硬性规定
（201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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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化学物质危险性与有害性的调查方针（2015年9月18日，基发
0918 第3号）

以修改法为代表的现行化学物质管理相关法律修正案对劳动安全卫生法施行
令附表第9中给出的明确对人存在一定危险性或有害性的
640种化学物质主要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在转让或提供时所用的容器或包装上加贴标签标识

·提交安全数据表（SDS）

·使用化学物质等时进行风险评估

自2017年3月开始增至663种物



○（通过加强法律规制）减少了常见事故的发生。
⇒ 企业自身最为了解生产现场，由其主动采取安
全保障措施。

◎充分利用SDS中所记录的信息，通过开展风险评估，
积极研究事故防范措施（事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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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DS收集信息
·由化学物质的生产企业负责编制，并向客户提供。
（转让产品时必须同时附上）

·使用该种化学物质的企业应对照自身设备以及使用条件确认
其危险有害性，并开展风险评估。



（尽可能）消除未预料到的事故

① 何处存在何种风险？
－发现潜在危险性

－根据显在危险性进行爆炸火灾的事故推演

发生爆炸火灾的原因
·作业与操作存在问题（人为失误；human error）
·设备与机器存在问题（机器故障）
·外部因素（自然灾害、停电等）
·异常反应（预想之外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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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的实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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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于所推演出的事故应采取何种措施？
－研究制定出合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加以执
行

从多重防护的角度出发研究风险控制措施
·异常防范
·事故防范
·控制危害程度

※ 风险控制措施存在无效的可能性！



© 2017 Y.Shimada (JNIOSH)

造成爆炸火灾的事故推演与多重防护

工艺异常

成功避免事故的发生未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工艺事故工伤事故

化学物质在反应过程中存在潜在危险性诱因

未能避免工艺异常的发生 成功避免工艺异常的发生

防止危害进一步扩大

事故防范措施

人为失误

装置存在问题

外部因素

温度、压力升高等

事故防范
（险肇事故）

异常防范措施



开展预防工艺事故的工艺设备风险评估的方法
劳动安全卫生综合研究所技术资料（JNIOSH-TD-No.5）

© 2017 Y.Shimada (JNIOSH)
“工艺事故”＝火灾、爆炸、泄漏、破裂等等



开展预防工艺事故的风险评估的方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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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掌握所使用的物质与工艺的危险源

STEP 2：开展风险评估等（研究制定风险评估方案以及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危害的严重程度+危害的发生频率

为保证风险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对生产现场的作业人员作出指示

STEP 3：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异常防范 异常检测
手段

事故防范 控制危害程度
研究制定
风险控制
措施

针对事故推
演进行风险
预测与评估

①诱因事件
推定与事故
推演

诱因事件：
-作业与操作存在问题
-设备与机器存在问题
-外部因素

工艺异常包括：
-异常传播
-工艺变量的偏差
-设备故障

工艺事故包括：
-泄漏、火灾、
爆炸、破裂



问题
1.是否硬性规定对所使用的物质进行危险性或有害性等的调查（风险评估）？ 是 否
2.所使用的物质的GHS分类是否均不包括在“分类对象外”、“区分外”、“类型G”之列？ 是 否
3.所使用的物质是否具有可燃性或易燃性？ 是 否
4.所使用的物质中是否含有容易引发爆炸的原子团或具有自身反应性的原子团？ 是 否
5.所使用的物质是否为具有可燃性（有机物、金属等）的粉状物（可燃性粉尘）？ 是 否
6.所使用的物质是否会生成过氧化物？ 是 否
7.所使用的物质是否会发生聚合反应？ 是 否
8.所使用的物质是否为液化气体？ 是 否
9.所使用的物质是否虽无SDS，但仍怀疑其具有危险有害性？ 是 否
10.所使用的工艺设备是否发生了预期反应（包括副反应、竞争反应等）？ 是 否
11.在对所使用的工艺设备进行物理操作时，温度是否会升高？ 是 否
12.所使用的工艺设备中混合有预期物质或混入预期之外的物质后，是否有可能发生以下任一现象？
(1)温度升高；(2)生成GHS分类中的任一危险源物质（参见问题2）；
(3)产生大量气体；(4)所使用的物质的热稳定性下降。 是 否

13.所使用的工艺设备是否存放于非常温、非常压状态下（高温、低温、高压、真空（低压）、反复升降温、
升降压）？ 是 否

14.所使用的工艺设备是否大批量集中存放于某处？ 是 否
15.所使用的工艺设备是否存在易腐蚀的部位？ 是 否
16.是否存在来自外界的影响因素（雨水造成外表腐蚀、紫外线引起材质老化等）？ 是 否
17.所使用的工艺设备是否存在高电压或大电流的部位？ 是 否

【STEP 1】掌握物质与工艺的危险源

© 2017 Y.Shimada (JNIOSH)

无法明确回答“否”时，请在“是”上标○，并在STEP 2中开展风险
评估等时进行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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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开展风险评估等
实施日期 ○年○月○日

实施人（记录人） ○○○○
STEP 1 掌握所使用的物质与工艺的危险源
掌握所使用的物质与工艺的危险源（结
果）

问题单中在“是”
上标○的项目

STEP 2 开展风险评估等
作业与操作、设备与装置

及其目的
（作业与操作、设备与装置）
（目的）

①
诱
因
事
件
推
定
与
事
故
推
演

诱因
（初因事件）

（参考：表5～表
7）

工艺异常
（中间事件）

工艺事故
（结果事件）

（参考：表8、以
前发生的事故案例
等）

②对现有风险控制措施进行确认

·○○○ ＜类别＞＜目的＞
●风险控制措施的种
类

A) 本质安全措施
B) 工程类措施
C) 管理类措施
D) 佩戴防护用具

●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的目的

a) 异常防范
b) 异常检测
c) 事故防范
d) 控制危害程度

②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1）

假设并不存在现有风险控制措施

严重程度 发生频率 风险级别

○△× ○△× ⅠⅡⅢ

②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2）

对现有风险控制措施的
有效性进行确认

严重程度 发生频率 风险级别

○△× ○△× ⅠⅡⅢ

③研究制定风险控制的追加措施
＆

③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3）

对风险控制的追加措施的
有效性进行确认

严重
程度

发
生
频
率

风
险
级
别

1） ○○○ ＜类别＞＜目的＞
·针对风险控制的每一项追加措施，分别进行风险预测与评估
2）

3）

4）

③风险控制的追加措施是否可行
1） ～ 4）

③为保证风险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对
现场作业人员提出的注意事项等

1） ～ 4）

③生产开始后应传达给现场作业人员的 确认是否存在残余风险：有 无
残余风险的解决方案

对于需要进行解析的工序，应标明其
作业与操作、设备与装置及其目的等

在此填入STEP 1中所掌握的危险
源

确认是否存在现有风险控制措施
（标明【类别】与【目的】）

从多重防护的角度出发，提出风
险控制的追加措施，并对其有效
性进行确认（之3）

对现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之1、之2）

推定诱因（初因事件）

在此填入残余风险的应对措施

对于风险控制的追加措施的可行性进行确
认
为保证风险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在此填
入应传达给现场作业人员的要求事项。

对工艺事故进行推演



掌握所使用的物质与工艺的危险源 对象工序与作业、设备与装置（机器）及其目的 执行负责人与执行日期 实施负责人与实施
日期

○○ ○年○月○日

No.

①诱因事件推定与事故推演 ②现有风
险控制措
施

②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1）

假设并不存在现有
风险控制措施

②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2）

对现有风险控制措
施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

④风险
控制的
追加
措施

④风险预测与评估
（之3）

对风险控制的追加
措施的有效性进行

确认

⑤风险
控制的
追加措
施是否
可行

⑤为保证
风险控制
措施的持
续有效，
对现场作
业人员提
出的注意
事项等

⑤生产开
始后应传
达给现场
作业人员
的其他事
项

诱因
（初因事
件）

工艺
异常

（中间事
件）

工艺
事故

（结果事件）

严
重

程
度

发
生

频
率

风险
级别

严
重

程
度

发
生

频
率

风险
级别

严
重

程
度

发
生

频
率

风险
级别

STEP 1的记录

STEP 2的记录（事故推演1）

STEP 2的记录（事故推演2）

提供可自动统计的RA等支持工具© 2017 Y.Shimada (JNIOSH)

从风险级别最高的推演开始，逐级一一确
定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

【STEP 3】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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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爆炸火灾事故中汲取教训：
✔ 为何发生事故？
✔ 为何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
·技术问题
·管理问题

○如何应用从爆炸火灾事故中汲取的教训？
✔ 应认识到自身所在企业同样可能发生类似事故。
✔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实施风险管理（执行PDCA循环管理）
。

✔ 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保证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