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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健康安全环保（HSE）管理原理 ，结合委内瑞拉钻井现场的管理实践 ，提出了现场 HSE管理目
标 、基本原则和现场作业 HSE检查监督的规范 ，使 HSE现场管理能够做到目标明确 ，管理到位 ，责权明晰 ，措施有

力 。同时 ，介绍了钻井现场以项目经理总负责 ，HSE监督员为龙头的全员管理网络体系及其 HSE管理具体做法 。

这样 ，可以使 HSE管理避免外界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成为钻井工程作业必不可少的环节 。文章具有较强的实践

性 、操作性 ，对国内开展现场 HSE监督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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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组建长城（GW）钻井队到委内瑞拉承包钻

井 ，进入国际钻井市场以来 ，深刻体会到了加强现场

HSE管理的重要性 。在委内瑞拉 ，PDVSA （委内瑞

拉国家石油公司）对钻井承包商 HSE工作的资格审
查极为严格 ，一般为一年一次 ，按百分制打分 ，对承

包商今后合同延续的 HSE 资格进行审查 。 ９０ 分以

上为优秀 ；８０ ～ ９０分为良好 ；７０ ～ ８０分可以接受 ；７０

分以下 ，属不能接受 。检查随时都可能进行 ，低于 ７０

分 ，承包商就没有资格延续合同 ，并被 PDVSA 终止
合同 ，驱除市场 。能否在审查中取得良好成绩 ，对

GW 钻井队的生存和发展 ，特别是对当年或下一轮

的再次投标 ，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 GW 钻井队的
现场 HSE管理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

一 、现场 HSE管理的目标
　 　 （１）杜绝人员死亡及永久性伤残 。

　 　 （２）避免对伤员治疗延误 ，以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

　 　 （３）确保各岗位人员均经过相应的岗位培训 ，并

具有一定岗位工作的技术和经验 。

　 　 （４）防止对环境的长期不利影响 。

　 　 （５）对废物进行处理 。

　 　 （６）防止财产损失 。

二 、基本原则

　 　 （１）任何员工都必须遵守“安全第一 ，健康至上 ，

环保表现优异”的宗旨 。

　 　 （２）严格执行公司的 HSE 管理体系 ，以保护环

境和雇员的健康与安全的方式管理所有的作业 。

　 　 （３）遵守当地的有关安全 、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法

律和法规 。

三 、应做的工作

　 　 （１）成立了以平台经理为组长 ，中委双方监督为

成员的现场 HSE 管理小组 ，全面负责本队的 HSE
管理 ，具体工作由委方 HSE监督负责 。

　 　 （２）在项目部的指导下 ，建立了完善的 HSE 管
理体系手册（包括 HSE管理手册 、安全手册 、作业程

序手册和风险分析通告手册） ，从而使 HSE 管理有
了详尽的法规性依据 ，实现了 HSE管理的体系化和
程序化 。

　 　 １）建立 HSE 体系管理手册 。 参考当地习惯 ，

PDVSA 的要求和长城钻井公司 HSE管理手册的内
容 ，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委内瑞拉项目 HSE管理
手册 。

　 　 ２）建立 HSE 安全管理手册 。该手册包含了所

有的安全制度 。主要有所有雇员上岗前的安全培训

制度 ；严格的 HSE 月度检查制度 ；普及执行 STOP
程序 ；作业安全分析程序（JSA ） ；安全工作及岗位许

可证制度 ；周设备及消防器材检查 、应急演习 、安全

会议和安全检查制度 ；周营地和厨房安全检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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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故汇报及调查分析程序等 。这些制度的建立 ，

大大减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

　 　 ３）建立中 、西语的现场作业手册 。根据现场实

际和 PDVSA 的要求 ，建立了一套全面的中 、西语现

场作业程序手册 。同时结合现场作业情况 ，不断更

新和增添作业程序内容 。

　 　 ４）建立了井喷失控 、硫化氢中毒 、火灾 、环境污

染 、人员受伤等的应急预案和井控保障措施 ，并悬挂

在室外显眼处 、会议室及工作休息室 。

四 、标准化管理

　 　 １ ．标准化现场 HSE检查表
　 　标准化现场 HSE检查表是 HSE标准化管理制
度最重要的内容 ，是现场施工过程中进行监督检查

的标准和依据 。这套标准化 HSE 检查表共 ２１ 个 ，

集中体现了公司的 HSE政策 。

　 　 （１）日检查表（３个） ：日班组安全无事故汇报表 、

在井人员登记表和班前会记录表 。

　 　 （２）周检查表（９个） ：周安全会记录表 、周安全检

查表 、周套管扶正台检查表 、周叉车安全检查表 、周

接地电阻检查表 、周氧气呼吸器检查表 、周灭火器检

查表 、周营房检查表和周健康条件检查表 。

　 　 （３）月检查表（２ 个） ：月度百万工时统计汇报表

和月度 STOP卡统计分析表 。

　 　 （４）其它表（７个） ：应急演习记录汇报表 、作业风

险分析评价表 、工作许可证申报表 、密闭容器热工作

许可证申报表 、事故调查分析汇报表 、危险物质运输

跟踪表（２个） 。

　 　 ２ ．现场安全设备标准化配备

　 　主要有洗眼站 ３ 个 ，灭火器 ３５个 ，柴油消防车

泵 １套 ，３０分氧气呼吸器 ９ 套 ，防坠落装置（３０ ～ ４５

英尺）３套 ，井架防坠落安全轨道 ２ 套 ，防碰天车 １

套 ，固定式多种气探测仪 １套 ，手持式多种气体探测

仪 ２套 ，钻台专用水平式担架 １ 套 ，火星熄灭装置 ４

套（配于柴油机排气管处） ，液动手动两用阀 １套 ，架

工攀行专用安全带 ２ 套 。 架工提升专用安全带 ２

套 ，带有防震安全绳的架工标准安全带 ３套 ，常规非

防震安全绳 ３套 ，防喷器远程控制房 １套 ，防喷器组

１套 ，分流器 １套 ，压井管汇组 １套 ，加工逃生装置 １

套 ，STOP卡站 ３个 ，安全标志牌 ２９ 个 ，接地桩 １ 个

（所有设备） ，液动截流阀及控制系统 １套 ，烟雾探测

器 １套（各营房 、SCR 、钳工房） ，灰罐卸压阀 ２套 ，液

气分离器卸压阀 １套 ，应急淋浴器 １套 ，急救箱及救

药品 １ 套 ，转盘防滑垫 ，泥浆泵泄压阀 ２ 套 ，井场防

爆体系 １ 套 ，旋塞各 ２ 个 ，架工助爬器 ２ 套 ，防爆灯

及安全绳 １套 ，风向标 １个 ，测地电阻仪 １套 。

　 　 ３ ．标准化现场消防器材及警示牌分布

　 　 针对钻井现场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 ，严格划定

消防器材及警示牌的分布区域 ，保证所有灭火器都

处于良好的可工作状态 ，保证警示牌的内容与该区

作业的注意事项相对应 。

五 、现场 HSE典型工作综述
　 　 （１）工人安全培训及风险备忘 。 上岗前每个员

工必须接受基础安全训练 ，熟悉掌握钻井技术作业

规程 ，认识工作的风险性 ，重点强化 STOP程序的专
项培训 。 STOP 卡的运用是 HSE 管理体系中体现
全员管理最突出的一项制度 ，应用 STOP 程序及时
发现和纠正人的不安全行为 ，可有效规避 ９５％ 以上

由不安全行为所造成的事故 。

　 　 （２）班前会 。班前会由平台经理 、钻井工程师监

督主持并给以指示 ，HSE 监督支持进行 ，针对即将

进行的生产作业提出安全防范要求 。执行工作许可

证制度 ，记录在案以备任何部门的 HSE检查审核 。

　 　 （３）周 STOP 程序执行情况汇报 。在钻台值班

房 、工人换班房及平台经理办公室都专门设有

STOP卡 ，随时随地都能实现有效监管 。井队 HSE
监督每周都要做本周本井队 STOP程序的执行情况
总结 ，并将本周所有的 STOP 卡送交 HSE 办公室 ，

同时每月选出一个最好的 STOP卡给以奖励 。这一

奖励机制的实行 ，为使用 STOP 程序纠正不安全行
为 ，增强雇员的安全工作意识 ，减少事故发生起到了

最直接有效的作用 。

　 　 （４）作业安全分析制度（JSA） 。每天针对 ３个班

和不同工作至少需完成 ３ 份 JSA ，详细分析所有将

要进行的作业过程 ，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安全行

为 ，采取多种预防措施 。这些报告现场甲方监督 、我

方平台经理 、HSE监督及所有当班工人都要签字 。

　 　 （５）周安全检查 。井队平台经理 、钻井工程师和

HSE监督每周按此表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大检查 。

重点是灭火器材 、上下水管线 、死绳固定器 、安全绳 、

防喷天车装置 、烟雾（含 H２ S 监测仪）报警器 、营房

和厨房内的电器设施 、照明设施和营房接地情况以

及卫生急救保障等情况 。并将检查结果报送 HSE
办公室 。

　 　 （６）周安全会 。钻井工程师和 HSE监督每周给
各班组组织一次安全会议 。内容包括 ：一周安全工

作总结 ，对所发生的安全事故 、不安全行为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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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某方面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等 。 HSE 监督作
好记录 ，所有与会人员签字 ，存档待查 。

　 　 （７）应急演习制度 。每周至少组织一次各类紧

急情况下的应急演习 。包括 ：防喷 、防火 、防 H２ S 、防
泄漏 、急救演习等 。

　 　 （８）严格执行事故汇报及调查程序 。 发生任何

安全事件及事故 ，HSE监督都必须认真调查事故的
起因 、经过 ，做出初步处理 。并迅速向公司 HSE 办
公室汇报 ，及时分析调查事故情况 ，完成各方认同的

事故报告 。

　 　 （９）现场 HSE监督对所有到井队参观的外来人
员（含视察领导）应给以安全指导 ，针对参观内容进

行必要的风险分析和安全防护 。

　 　 ３ 年来 ，我队现场 HSE 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 ，已完成 ７口承包井 ，未出现任何安全环保事故 ，

在项目部和 PDVSA 组织的安全大检查中 ，每次都

获得了 ９０分以上的高分 ，多次名列该地区榜首 。

六 、几点认识

　 　 （１）不论国外还是国内企业 ，在 HSE 管理认识
上有明显差异 。国外企业把 HSE 管理视为企业管
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而国内不少企业仅把其作

为一种资质认证来追求 ，这显然有悖于 HSE管理的

初衷 。

　 　 （２）由于认识上的偏颇 ，国内许多石油企业没有

把 HSE管理当作钻井作业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是

视其为应对检查验收的专门工作 。为检查验收过

关 ，常常会集中大量的人 、财 、物 ，突击造势 ，全民皆

兵 ，效果不一定好 。

　 　 （３）程序化 、规范化 、制度化是 HSE管理的重要
特色 。国外企业把 HSE 监督岗位化 、专业化 ，溶于

钻井作业中 ，月月天天如此 ，重点在于企业的自我约

束 。国内企业往往把 HSE 监督游离于钻井工程作
业外 ，实施外部监督管理 。

　 　 （４）违规后的处罚 ，国外采取的是用 STOP 卡 ，

按严重及危害程度打卡记分 ，分值达到一定标准 ，再

行罚处 。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避免罚处的随意

性 ，HSE管理更加人性化 、科学化 ，更具有约束力 。

　 　本文参考了四川石油管理局编 ，HSE管理知识 ，１９９８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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