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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环境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心得 

［ 作者：陈 武/文    文章来源：《现代职业安全》    点击数：1331    更新时间：2005-4-18 ］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的建立了环境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笔者有幸参与了体系的策划，对体系的建立颇有心得，现
将获得的一些体会写成如下文字，与同行交流。 

 
初始评审阶段 

初始评审阶段是管理体系（环境和职业安全健康）建立的基础。企业活动的分类、风险的定级、重要环境因素的定位是否适
当，将直接影响到管理体系的运行，企业的目标、指标、管理方案、编写紧急预案等一系列控制措施都要依据初始评审的结果来决
定。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危害辩识和评价阶段，针对各种活动产生的不同危害，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采取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的方法采用GB/T 6441-19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将危险因素分为16类，在“其他伤害”中
详细注明具体的危险因素，避免描述笼统，不便制定与之对应的控制措施。同时，与此对应的风险评价采用的是作业条件危险性评
价（LEC法），对于风险级别高且可以定量的重大危险源，采用评价方法为GB 18218《重大危险源辩识》。 

初始评审阶段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曾经发生过重伤以上的风险等级要高，E、C值不可随意更改，而风险级别中可控的因子主要在于L的取值。L、E、C取值的
原则是：E--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可以这样理解：按人与风险同时暴露的时间取分数值，只要取值的一方不产
生，不存在，就不能取对应的分数值。一些危害因素C值可以固定，取值应为“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中最大后果的分数值，这很
容易取得大家的共识。如触电、起重伤害等最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一人死亡”，则C值取15分比较适宜。  

2.不要遗漏职业危害的辩识和评价。如常见的电焊作业，企业一般考虑危害因数如爆炸、灼烫、电弧辐射，往往遗漏了烟尘
排放对人所造成的职业危害。  

3.相关方活动不要遗漏。企业对自身活动产生的危害比较关注，而对外来施工企业活动产生的危害关注比较薄弱，而事故往
往容易发生在这些相关方。 

对环境管理体系而言，一般企业是从水、气、废物、土地、社区、原材料与自然资源的使用等方面来考虑重要环境因素的评
价标准和方法，这里值得关注的是：（1）重要环境因素的评价过程不能遗漏对能源、资源消耗的考虑，特别是高能耗，如企业生
产工序能耗高于同行业水平，则应考虑将其列入重要环境因素。（2）重要环境因素一定要有控制措施，措施可以是目标、指标管
理方案，也可以是控制程序、作业文件。总而言之，我国颁布的环境标准基本上都是强制性标准，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如达不到标
准，也必须制订逐步削减排放计划，限期整改，最后达标排放。 

 
从事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工作的人员的确定 

ISO14001标准4.4.2条规定了“应要求其工作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所有人员经过相应的培训”及“从事可能产生重大
环境影响的工作的人员应具备适当的教育、培训和（或）工作经验，胜任他所担负的工作。”一般企业把“从事可能产生重大环境
影响的工作的人员”定为重要环境岗位人员，重要环境岗位人员又理解为与重要环境因素相关的人员，一个企业的重要环境因素肯
定有不少，这样，企业重要环境岗位人员也就非常多，如：日光灯管的废弃（重要环境因素），一个单位所有的人都与之相关，单
位所有的人员都是重要环境岗位人员，而ISO14001标准4.4.2条写得很清楚，并不要求企业所有的人员应具备教育、培训和（或）
工作经验，胜任他所担负的工作。如果单位所有的人员都是重要环境岗位人员，那么就失去了重要环境岗位制定的目的和达到控制
重要环境因素的真正意义。换个角度，我们这样考虑：只要控制废日光灯管收集、处理等过程，不产生污染，也就控制了这个重要
环境因素，如果是一人控制，那么，这人的岗位就是重要环境岗位，这样，企业也可避免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
率。我们把 “从事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工作的人员”理解为“控制重要环境因素的人员”。对这类人员，经过培训后要达到
以下效果:能意识到岗位中存在的重大环境影响，能严格按本岗位的规定进行正确操作，能认识到不符合程序规定的潜在后果，能
对出现的异常和紧急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环境影响。 

 
文件编写 

一些企业往往把原来的已有安全操作规程稍微改动一下，如按管理体系的规定编个号，按贯标的模式进行排版，经过领导审
批就变为体系文件，进行发放、培训后，体系文件就生效、开始运行，没有考虑到体系文件与环境因素、危害风险的逻辑关系，结
果导致辩识出的风险没得到有效的控制。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倡文件编写：（1）坚持制定的控制措施要与辩识的风险成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在文件中体现
出对风险和重要环境因素控制措施的文字描述。这样，按文件操作，就会控制风险和重要环境因素，达到建立体系的目的。（2）
文件编写要具体，可操作，要使员工看得懂。岗位人员看到作业指导书后知道怎样做可避免事故，文件编写要避免使用 “严
禁”、“不准”等词，避免岗位人员看了文件仍不知道如何操作。例如：某生产过程辩识出当水与铁水接触时会产生爆炸，如果文
件中的控制措施描述只写“严禁水与铁水接触，避免爆炸”，此外，再没有其他的文字描述，这样的控制措施是不完善的。因为，
当岗位人员看到这段文字描述后仍不会操作，文件只规定“严禁水与铁水接触”，并没有写清怎样操作（规定的操作步骤是怎样一
步一步进行的）才可避免爆炸。（3）文件如果要分层次编写，一定要注意做到上下左右协调一致，下一层次是上一层次文件的补
充与延伸，不增值的文件不要。 

 
事故的管理 

对违规或已发生污染、工伤事故，企业一般只注重考核，以“考核”代替“管理”。即使做事故分析，纠正措施中的大话、
套话过多，有些纠正措施无法操作，也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表明实施，其最终结果导致纠正措施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再次预防的作



用。笔者认为要站在管理体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看管理体系是否有漏洞，是否要持续改进。可以从2个方面找存在的问题：一
是管理的问题，二是操作者的问题。“人、机、料、法、环”五大因素中，都可能因管理的问题而直接影响安全，即使是操作者的
问题，也与管理有很大相关。事故发生后，首先可以进行文件评审，检查文件的规定是否到位、是否合理，是否所有的生产活动都
已覆盖，危害风险、环境因素的辨识没有漏项。必要时，安排工艺技术人员参加，因为有些事故表面上看是操作人员没按作业文件
操作所致，实际是安全、环保工艺技术规程规定不到位。 

如果只是简单的纠正违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故还会再次发生，原因分析一定要分析到必要的深度。如：某生产单
位检修，在装轴承时发生了一起事故，起因主要是在装轴承的过程中轴承装不进，被迫用铜棒打，结果打了手。事故原因分析是打
击方式不对，未加衬套打，纠正措施是加衬套打。原因分析过于简单，这只是纠正，不是纠正措施。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为什么打
手？不是打时未加衬套，是因为轴承装不进，被迫用铜棒打；为什么轴承装不进，是轴承与孔径不配套导致装不进；为什么不配
套，是未做孔径和轴径测量；为什么未做孔径和轴径测量，是文件未规定？还是有规定未做，要达到孔径和轴径测量配套，该怎样
做？如果解决了孔径和轴径配套，根本就不存在装轴承时装不进，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事故。其次，检查文件是否培训到位，操作者
是否缺乏必要的安全、环保操作技能，培训是否有效。再次，检查岗位的劳动强度是否超过岗位人员体能，如连续加班等等。最
后，再寻找其他原因，如安全、环保意识的问题。原因分析要分析到可以采取措施的程度。原因分析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制定纠正
措施，纠正措施的制定要注意以下3点：（1）纠正措施与原因分析要有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每条原因都必须有对应的措施。笔者
见过这样一个例子，原因分析是这样的：岗位人员因不熟悉作业指导书，导致不熟悉作业指导书中有关设备的安全操作方法，违章
操作出现事故。纠正措施：对岗位人员进行作业指导书培训。经我们检查发现：该作业指导书根本没有写如何安全的操作设备，且
整个作业指导书也没提过设备。这种原因分析及纠正措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纠正措施必须落在实处，不能凭想象，一点都不能马
虎。（2）纠正措施必须具体、可操作。（3）纠正措施必须举一反三，才能有效的避免事故再次发生。与质量管理体系不同的
是，环境措施的采取要考虑到措施与所伴随的环境影响相适应，对涉及危害风险控制的，要重点评估该措施的附加风险（可能增加
的风险）及残余风险（最终控制效果）。最后谈一下验证，验证必须具体，不能简单写“已验证”，要写具体验证所取得的证据、
可追溯，如没达到效果，还须重新进行原因分析、纠正措施的制定。 

 
总之，建立环境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将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各企业只要不断的学习、交流，使环境、职业安全健康管

理体系更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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