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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项目建设人员安全教育现状分析和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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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煤化工项目建设过程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对事故预防和控制、应急反应和救援的重要性，以某煤化工项目气

化装置为实例进行典型案例分析，以科学合理的手段就如何开展项目安全教育培训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讨发现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提升项目安全培训效果的办法并提出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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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training and safety education for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scu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al chemical project, a typical cas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with a coal chemical project 

gasification unit as an example. How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discussed by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ns and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re further discussed, so as to study th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oject safety training and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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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煤化工建设的大力推进，项目规模日益扩大，复杂性增加，参与建设人数数量庞大，风险系数日益增加，

参与煤化工项目建设的民工的安全状况受到了严重威胁，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有关。本文在现有

的理论基础上，以国家能源集团 SYCTC-1 气化项目为例分析民工安全教育培训的现状，追究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探讨

通过安全教育改善和提高民工素质、降低安全风险、减少人员伤亡事故发生的方法，并提出新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 

1 装置情况及教育培训情况介绍 

1.1 装置情况 

国家能源集团 SYCTC-1 气化项目（以下简称气化项目）总投资约 22 亿元，包含煤浆制备、气化及洗涤、渣水处理、

黑水闪蒸、变化系列、变换系列 2、共用系统、煤气化装置变电所、气化现场联合机柜间、内管廊、初期污染雨水收集

池、润滑油站、生产污水收集池等 16 个子项。项目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开工，计划中交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 

1.2 教育培训情况 

1.2.1 入场培训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项目完成人员入场安全教育 5977 人次，其中土建单位中铁上海局 2123 人次，燕化天

钲 1346 人次；安装单位中化三建 976 人次，中化十一建 1174 人次，其他防腐保温、消防、厂商技术服务人员 358 人

次。 

各单位实际在场情况：中铁上海局最高在场人数 175 人，燕化天钲最高在场人数 458 人，中化三级和中化十一建

的最高在场人数分别为 683 人和 861 人，其他防腐保温、消防及厂商技术服务人员的最高在场人数分别为 31 人、66

人、65 人、89 人、4 人。 

 

 



工程建设·2020 第3卷 第8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0,3(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7 

 

图 1 入场培训情况 

1.2.2 特殊工种教育 

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项目完成特殊工种专项教育 445 人次，其中电工 47 人次，架子工 226 人次，普通焊工

79 人次，起重工 64 人次，塔司及地面指挥 29 人次（图 2）。 

图 2 特殊工种教育 

1.2.3 其他教育 

本项目未对其他类型的教育进行详细的数据统计，按教育类型和教育对象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特殊作业教育：在进行受限空间、特级高处作业等风险较大的作业时，项目对参与这些作业的施工作业人员进行

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教育，使其能充分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确保高风险作业安全。 

专业性较强的作业安全教育：项目后期进入试压、吹扫、电机试车、仪表调试等专业性较强的施工作业时，需要

对这些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技术教育，项目上会组织专门的培训教育。 

转岗复岗教育：主要是针对 SYCTC-1 项目内部不同装置之间的人员调剂产生的转岗，由于各装置间的作业内容和

进度不同，可能存在的风险也不尽相同，同时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必要的应急知识也各不相同，必须对其他装置转入的

工人进行转岗教育；复岗教育是针对节后返岗、假后返岗的员工采取的必要的安全教育。 

日常教育：日常安全教育是增加员工安全技能和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作业间隙、下班及其他时间组织施工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和安全知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 

惩戒教育：主要是针对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等三违现象所进场的安

全教育，根据施工现场“三违”相应的管理规定采取必要的教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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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育内容 

本项目现场安全教育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3.1 法律法规教育 

法律法规教育主要集中在施工作业人员接受入场安全教育时由项目统一组织，涉及《宪法》、《安全生产法》、《劳

动法》、《职业病防治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和安全生产相关的

法律法规条例。 

1.3.2 标准规范教育 

根据项目施工需要和采取的施工方法，针对不同的作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气

化项目落实的标准规范教育包含《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建筑施工高处

作业安全技术规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建

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等涉及到临时用电、高处作业、特种设备、脚手架搭设、施工机具等相关的

各类标准规范数十项。 

1.3.3 规章制度教育 

SYCTC-1 项目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和现场施工需求，制定有 14 个制度文件、27 个作业文件，这些内容涵盖对承

包商的管理要求、对员工的安全管理要求、项目门襟、道路交通、宣传教育、安全会议等各方面，气化项目对这些制

度的适用对象进行教育培训以达到安全管理需求的目的。 

1.3.4 事故案例教育 

针对当前社会上曾经发生的安全事故，以录像、图片等形式组织员工观看，以实际发生过的案例对施工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切实提高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1.3.5 其他安全教育 

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更新、制度文件升级以及安全体验馆教育等其他随机性比较强的安全教育。 

2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2.1 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文图 1、图 2 数据分析和现场安全教育培训过程的总结，气化项目在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

方面。 

2.1.1 人员流动快 

从图 1 的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得知，各个施工分包单位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人员流动率，这个现象在

土建单位里尤为突出，中铁上海局的培训人员和现场最高在场人数的比例高达 1:12，燕化天钲为 1:2.7。中化三建和

中化十一建的比例为 1:1.4，其他消防、防腐保温、屋面彩板封闭等单位的人员比例接近 1:1。土建单位的作业内容和

工种相对比较固定，以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焊工和壮工为主，出现如此高的人员流动率，给现场安全教育工作

带来巨大压力，一是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对现场的作业风险和管理要求的适应本身需要一段时间，如此大的人员更迭，

造成的结果是土建施工阶段的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给现场安全管理带来巨大压力。 

安装单位和其他消防、防腐保温、屋面彩板安装等单位的人员相对比较固定，安装单位由于工种、工艺、工况的

变化形成的人员更迭属于施工作业过程的正常情况，但 1:1.4 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 

2.1.2 人员素质低 

我国建筑安装市场目前的状况是作业人员主要由民工组成，绝大多数人员来自农村，参加施工作业的过程缺乏连

续性和持续性，这一现象在土建单位表现的尤为突出，中铁上海局总计参加入场安全教育的人数高达 2123，现场最高

实际人数为 173 人，这一数据也反映出持续性和连续性缺乏的问题。由于土建作业的技术要求低，对民工的文化程度、

接受能力的要求也相应低，多数工人的学历在初中甚至更低，安装工人相对于土建工人的技术要求更高，安装单位的

招人的时候对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更高，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相比土建单位更高。 

2.1.3 教育环境差 

煤化工项目建设地点一般处于人烟稀少、远离人口密集区域和水源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地方，自然环境恶劣，工

人的教育培训地点设置在临时搭建的活动彩板房，教育培训条件匮乏，环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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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 

在民工接受入场安全教育培训时的内容比较笼统，没有针对各个装置的不同特点和施工需求形成有针对性的授课

内容，缺乏对现场的指导性。后期在施工过程布置了相应的专项教育，依然不能满足所有施工人员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安全教育培训要求。 

2.2 解决思路 

针对目前煤化工项目施工安全教育培训过程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2.2.1 增加施工作业人员稳定性，降低流动率 

民工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是我国目前建筑安装市场的普遍状况，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这个问题将在本文作

业后续的研究中继续调查研究，根据目前实际状况，降低流动率和提高稳定性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增强民工的存在感和归属感，让他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各层级管理人员在态度上、行

动上要给予充分体现，并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民工归属感，让民工消除顾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充分保障民工的收入，民工来参与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各单位在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保障

民工工资的正常发放，并保障相应的工资水平，做到保障充足。 

改善民工的生活环境，从日常的生活细节着手给与民工足够的人文关怀，改善住宿条件和伙食质量，让民工住的

舒心、吃的放心。 

2.2.2 提高人员素质 

目前我国民工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极少存在文盲，具备一定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对于安

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水平低下问题，需要通过不断的安全教育、检查来提高，因此要加大安全教育频次和种类手段，不

断提高民工的安全能力。 

2.2.3 改善安全教育环境 

确定专门的教育培训场所，配备必要的教育培训设备和高素质的培训人员，从硬件条件上改善民工的受教育环境，

让民工在舒适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培训，更能达到安全教育培训的目的。 

2.2.4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主持培训的人员提出相应的要求，根据装置特点、施工特点、人员组成编制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课件，并增强教

育过程的生动性，配以各类实际案例增强培训效果。 

2.2.5 增加民工体验教育 

项目现场设置安全体验馆，通过高空坠落体验、PPE 穿戴体验、临时触电体验、斜屋面、起重吊装等各方面的体验

达到安全教育的效果。 

通过以上手段，从增加人员稳定性、提高民工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技能水平、改善教育环境、丰富教育手段、增

加教育针对性等各方面着手达到增强煤化工项目建设安全教育培训效果的目的。 

3 结语 

煤化工项目建设由施工周期长、施工工艺复杂、作业等级高、工种多、交叉作业量大，对参与项目建设的人员要

求具有较高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因此安全教育和培训对项目建设过程的安全风险管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

培训不到位会大大增加施工作业过程中的事故发生概率，针对我国目前建筑市场人员构成状况，无论再提高、再完善，

教育培训都有持续改善的空间，本文通过对 SYCTC-1 气化项目安全教育培训状况的分析和研究，对今后煤化工项目建

设过程的安全教育培训提出改善和提升措施，同时后期本文作者将继续通过对数据、课件、环境的进一步调查来研究

持续提高的可能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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