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化工经济

-67-中国化工贸易          2023 年 4 月

0 引言

目前，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对工程建设项

目中重大作业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主要为 2018 年 1 月

发布的《中下游工程建设项目重大作业管理指南》（以

下简称“管理指南”）及 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下

游工程建设项目重大作业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

理细则”）体系文件，丙烯腈项目建设在遵循住建部

2018 年 6 月份颁发的《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前提下，严

格按照集团公司文件要求，实施重大作业识别评价、

方案审查报审、作业交底带班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合

法合规、安全高效的完成了 17 项重大作业施工项目。

1 重大作业管理概述

1.1 重大作业定义

住建部管理办法中规定：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

能导致作业人员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分部分项工程。

集团公司管理指南中规定：工程项目实施阶段，

项目组依据风险分析和评估方法筛选出来的可能造成

严重经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高危、关键环节作业，或

者特别指定的作业。

1.2 重大作业管理

重大作业管理指工程建设项目从基础设计完成、

编制项目实施计划（0 版）时开始到机械完工进行的

一项重要的质量安全管理活动，目的是强化风险管控，

避免发生人员群死群伤及重大经济损失的恶性事故发

生。

1.3 重大作业管理流程

成立重大作业管理小组 → 重大作业识别 → 重大

作业评价 → 重大作业管计划提交 → 重大作业方案编

制 → 施工单位内部审核 → 监理审核 → 专家论证 → 

项目组审查 → 上级单位报备 → 重大作业标识 → 安

全技术交底 → 施工巡视巡查 → 领导带班提级 → 信

息管理。

2 重大作业识别与评价

2.1 重大作业管理小组

在工程建设项目基础设计完成后，项目组应发文

成立《关于成立 XXX 重大作业管理小组的通知》，

小组组长由一名项目副经理担任，小组成员应包括项

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工程专业工程师、HSE 工

程师、质量工程师、计划工程师等在内的项目团队成

员。

在工程建设项目进入项目实施阶段后，可升版《关

于成立 XXX 重大作业管理小组的通知》，增加监理

单位总监、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领域专家等人员为小

组成员。

2.2 重大作业识别

基础设计批复后，重大作业管理小组应根据分部

分项工程划分，按照专业根据《化工项目重大作业识

别与评价参照表》开展重大作业初步识别。

原则上，重大作业以实际作业（分项工程）为最

小单位，最大单位不超过分部工程。当分部工程内包

含了两项及以上重大作业作业（分项工程）时，且作

业内容较小时，可根据其所属的分部工程规模和重要

程度，取该分部工程为一项重大作业。

重大作业名称为“名词 +（定语）+ 动词”结构，

名词部分为重大作业对象，如 XX 管道、XX 设备等；

定语部分为具体作业方法、施工工艺的描述，根据重

大作业类型确定是否需要设置定语，如试压、吊装、

安装等；动词部分，原则上只能为“作业”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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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重大作业评价

重大作业评价有直接判断法、风险指数法和矩阵

法，重大作业管理小组多采用直接判断法，通过小组

讨论，文件审查等手段，直接对识别出的重大作业进

行评价分级。

重大作业分级，集团公司内部分为“I、II、III”

级或“A、B、C”级，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多按照“住

建部 37 号令”分为危大工程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

工程。

2.4 重大作业管控计划

项目建设期间，项目组应按照格式要求，制定年

度重大作业分级管控计划，并按时间要求向上级单位

提交。

如因施工图纸、工艺技术变更等，发生施工方案

改变时，项目组应及时更新重大作业分级管控。

3 重大作业方案审批

3.1 项目组管理

重大作业方案管控文件规定内容不统一，如管理

细则与管理指南中对方案专家审查要求不一致，建议

根据最新专项文件，结合通用文件，取最高要求实施

管控，如丙烯腈项目建设重大作业管理按照 2020 年

12 月份集团公司发布的 440 号文《关于印发集团公司

2021 年中下游工程建设项目重大作业风险管控计划的

通知》要求：

I 级重大作业：所属单位组织专家进行方案审查，

集团公司工程建设部参加，方案经所属单位批准后向

工程建设部报备，实施期间，每日向集团公司工程建

设部报送情况信息。

II 级重大作业：项目组组织专家进行方案审查，

所属单位参加，方案经项目组批准后向所属单位报备，

实施期间，关键节点报送情况信息。

III 级重大作业：项目组组织专家进行方案审查和

批准，并向所属单位报备，实施期间，关键节点报送

情况信息。

施工方案专家审查建议在重大作业实施前一个月

择机组织实施，避免因技术图纸变更、工艺优化等因

素，导致二次专家审查，同时也为专家意见整改留有

充足时间。

3.2 施工单位管理

施工单位内部重大作业管理文件要求依据管理办

法，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应组织第三方专家论

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且对专家资质、人数

等，均有要求。

3.3 专家论证

专家论证会后，专家组应当提交《重大作业专家

论证表》，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

者不通过的一致意见。修改后通过，施工单位应根据

专家论证报告，修改完善施工方案，形成专家意见整

改报告，经专家组长确认后提项目组审核；不通过，

则应修改后重新组织专家审查，重新论证专家原则上

由原论证专家担任。

4 重大作业成本控制

4.1 安全控制

重大作业施工现场应设置重大作业工程公示标

识，内容包括重大作业工程的名称与级别、施工的时

段、涉及的重大危险源、控制措施、责任单位（总承

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位）、责任人及其联系电话、施

工安全监督机构及联系电话；安全技术交底由方案编

制人员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对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施工

负责人、安全监理人员和项目组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应当参加交底会，方案技术交底应以纸质的形式实施，

参加人员均应亲笔手签，安全投入必不可少，可以提

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杜绝安全事故，减少经济损失。

4.2 质量控制

施工单位应当指定专人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

进行现场监督和按规定进行监测，技术负责人应当定

期巡查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监理单位应对施工单

位监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对专项施工方案落实情况

进行巡视，杜绝发生质量事故造成返工或停工，做到

优质和低成本的有机统一，尽量减少成本损失。

4.3 进度控制

在施工过程中，应注重工期的控制，正确处理工

期控制与成本控制的相互关系，强调造价和经济，工

期不应要求过于严格，并非越短越好，超过限度后，

经济成本则会上升，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组定期组

织进度控制与成本控制分析会，一方面协调人力、材

料等资源，保证施工进度；二是分析施工成本，及时

处理进度与成本之间的偏差，以达到质量好、造价低、

工期短的优质工程。

5 结束语

重大作业是工程项目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通过成

立重大作业管理小组、重大作业识别评价、重大作业

方案审批，重大作业成本控制等一系列管理手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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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合理的加强重大作业施工管理及成本管理，减

少安全风险隐患，节约施工成本，有助于项目建设顺

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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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工项目重大作业识别与评价参照表
序
号

作业 分级 详述 关键控制点

1
基础深

基坑工程

I 级
①开挖深度 5m 及以上的基坑（槽）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②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5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
影响毗邻建筑（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①坑底流沙或管涌、承压水突涌；②基坑
变形、坑底土体隆起；③围护体失稳 / 渗水；

④地表裂缝；⑤开挖面土体滑移、坍塌

2 III 级
①开挖深度 3m 及以上的基坑（槽）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②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
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同上

3

模板支
撑工程

I 级
①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8m 及以上、搭设跨度 18m 及以上、

施工总荷载 15kN/m2 及以上、集中线荷载 20kN/m2 及以上；②承重支撑
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 700kg 以上

①高处坠落、物体打击；②脚手架、模板
坍塌；③涨模、爆模

4 III 级

①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5m 及以上；搭设跨度
10m 及以上；施工总荷载 10kN/m2 及以上；集中线荷载大于

15kN/m 及以上；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
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②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同上

5

脚手架
工程

I 级
①搭设高度 50m 及以上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②提升高度 150m 及以上附着

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③架体高度 20m 及以上悬挑脚手架工程
①材料检查；②搭建规范；③稳固基础

6 III 级

①高度 24m 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包括采光井、电梯井脚手架）；②附着式升降脚手

架工程（爬架）；③悬挑式脚手架工程；④高处作业吊篮；
⑤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⑥异型脚手架工程

同上

7 钢结构
安装工程

I 级 框架单幅跨度在 36m 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
①钢结构组对焊接质量控制（焊缝质量）；
②吊装作业安全控制（高处坠落、起重伤害）

8 III 级 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同上

9

设备运输

I 级 长度 40m 及以上，宽度 6m 及以上，高度 5m 及以上，重量 300t 及以上
①线路规划，避免影响工期及损伤设备；

②设备防护质量控制

10 II 级
长度 30m 及以上，小于 40m；宽度 5.5m 及以上，小于 6m；

高度 4.4m 及以上，小于 5m；重量 200t 及以上，小于 300t
同上

11 III 级
长度 20m 及以上，小于 30m；宽度 4.5m 及以上，小于 5.5m；

高度 3.8m 及以上，小于 4.4m；重量 100t 及以上，小于 200t
同上

12 设备 /
装置吊装

I 级 重量 1000t 及以上（以吊装的单体设备重量计）
①吊耳质量控制（受力计算、 

焊接质量）；②吊装过程安全控制 
（高处坠落、起重伤害、翻车）

13 II 级 重量 700t 及以上，小于 1000t（以吊装的单体设备重量计） 同上
14 III 级 重量 200t 及以上，小于 700t（以吊装的单体设备重量计） 同上

15
起重吊装及
安装拆卸

（履带 / 塔
吊 / 龙门吊
/ 行车等）

I 级
①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②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的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③高度 200m 及以上内爬起重设备的拆除工程

①运行线路基础质量控制（坍塌、失稳）；
②起重机安装质量控制（防锈、紧固监测）；
③吊装过程安全控制（安全距离、过程监测）

16 III 级
①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

程；②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③起重机械设备自身的安装、拆卸
同上

17 试压 III 级
高度大于 20m 或容积大于 10 万 m3 的储罐、

塔器类设备试压作业；试验压力大于等于 0.6MPa，
虽未超过 0.6MPa，但一次试验体积与压力积不小于 50m3 MPa 的

①充水压力管道质量安全控制（物体打击）；
②试验过程内罐质量控制（防腐）

18
试运转

I 级 蒸汽压力大于 10MPa 及以上特别关键的大型汽轮压缩机组试车 ①完工程度；②单点调试；③联锁投用
19 III 级 蒸汽压力大于 1.6MPa 及以上、小于 10MPa 特别关键的大型汽轮压缩机组试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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