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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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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造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目标职责、制度化管理、教育培训、预案及演练、设施设备

管理、作业安全管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持续改进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口造纸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639 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AQ/T 9004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造纸

用纸浆或其他原料(如矿渣棉、云母、石棉等)悬浮在流体中的纤维，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型,

或手工操作而成的纸及纸板的制造。

3.2

隐患

指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是引发安全事故的直接

原因。

3.3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企业通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

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

设施设备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4 目标职责

4.1 目标

4.1.1 造纸企业应针对其内部各有关职能和层级，建立文件化的年度或长期安全生产目标。目标应可

测评、可操作、可考核，且安全生产目标应逐级分解，落实到企业基层机构及人员。

4.1.2 造纸企业应依据安全生产目标，制定可行的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确保目标的完成，并定期对目

标和安全技术措施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考核或修订。

4.2 机构与职责

4.2.1 机构设置

http://baike.baidu.com/view/1206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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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企业应落实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并应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配备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从管理机构到基层班组捅隘的管理网络。

4.2.2 主要负责人职责

造纸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a) 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b)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c)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d)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e)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f)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g)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4.2.3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管理人员职责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a) 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b)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c) 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d)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e)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f) 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g) 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4.3 全员参与

4.3.1 造纸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部门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并对职责的

适宜性、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监督考核。

4.3.2 造纸企业应为全员参与安全生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从业人员积极

建言献策，营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全员重视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不断改进和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4.4 安全生产投入

4.4.1 造纸企业应在年初依据年度工作计划、从业人员数量、工种、作业特点、拟投保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等有关规定编制安全生产资金保障计划；计划应包括资金来源、数额、用途、使用时间、执行人、

批准人等方面。

4.4.2 安全生产保障资金应用于采取各种安全技术措施的费用、满足个人防护用品等劳动保护开支、

为从业人员缴纳相关保险费用、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监测和职业健康体检的费用、购买安全防护设备、

设施、办理职工工伤保险、开展安全评价、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隐患评估和整改等所需费用。

4.5 安全文化建设

造纸企业应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确立本企业的安全生产理念及行为准则，并教育、引导全体人员贯

彻执行。企业开展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应符合 AQ/T 9004 的规定。

4.6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造纸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开展安全生产电子台账管

理重大危险源监控、职业病危害防治、应急管理、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自查自报、安全生产预测预警等

信息系统的建设。

5 制度化管理

5.1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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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造纸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征求工会及从业人员意见和建议，规范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

5.1.2 造纸企业应确保从业人员及时获取制度文本。

5.1.3 造纸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安全目标管理；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承诺；

——安全生产投入；

——安全生产信息化；

——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施设备管理；

——文件、记录和档案管理；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安全教育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危险作业安全管理；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

——设施设备管理，施工和维修安全管理；

——危险物品管理，重大危险源管理；

——相关方安全管理；

——个体安全防护用品管理；

——应急管理及安全生产报告；

——安全绩效评定管理。

5.2 操作规程

5.2.1 造纸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结合本企业生产工艺、作业任务特点以及岗位作业安全风险要求，

编制齐全适用的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发放到相关岗位员工，并严格执行。

5.2.2 造纸企业应确保从业人员参与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编制和修订工作。

5.2.3 造纸企业应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施设备投入使用前，组织制修订相应的安全生产

操作规程，确保其适宜性和有效性。

6 教育培训

6.1 教育培训管理

6.1.1 造纸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培训。培训大纲、内容、时间应满足

有关标准的规定。

6.1.2 造纸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应包括安全生产的内容。

6.1.3 造纸企业应明确安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实施安全教育培

训计划，并保证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资源。

6.1.4 造纸企业应如实记录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情况,建立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和从业人员

个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

6.2 人员教育培训

6.2.1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造纸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

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应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并每年接受再培训教育。

6.2.2 从业人员

6.2.3 造纸企业应对从业人员尤其是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满足岗

位要求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和职业危害防护技能、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方法,了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并根据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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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复训考核。

6.2.4 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应上岗作业。

6.2.5 新员工上岗前必须进行企业级、车间级、班组级“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 24 学

时。

6.2.6 若员工换岗，或员工离岗 1 年以上重新上岗，以及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

备时，应当重新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

6.2.7 三级教育和考核情况要填写安全生产培训、考核记录。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不

得分配工作。

7 预案及演练

7.1 应急预案

7.1.1 造纸企业应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

制定符合 GB/T 29639 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针对安全风险较大的重点场所(设施)制定现场处

置方案，并编制重点岗位、人员应急处置卡。

7.1.2 造纸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通报应急救援队伍、周边企

业等有关应急协作单位,企业应定期评估应急预案，及时根据评估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和完

善，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修订的应急预案及时报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7.1.3 应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重点作业岗位有应急处置方案或措施，形成安全生产应

急预案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应急机构和应急预案体系要上墙公示；

应急预案的制定要要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本企业的特色。

7.2 应急演练

7.2.1 造纸企业应按照 AQ/T 9007 的规定定期组织公司、车间、班组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做

到一线从业人员参与应急演练全覆盖，并按照 AQ/T 9009 的规定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

和演练发现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准备工作。

7.2.2 应对应急演练的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管理工作。

7.2.3 造纸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

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8 设施设备管理

8.1 一般要求

8.1.1 基础机架，机座坚固完整，无裂纹，无损伤，各部螺栓应齐全、紧固。

8.1.2 控制台仪表系统液压、气动元件等应齐全、灵敏可靠。

8.1.3 各操纵、压紧、离合、制动等装置动作应灵敏可靠。

8.1.4 所有连接螺栓应紧固可靠，各个连接处应无漏浆漏油现象。

8.1.5 磨片固定螺栓不应有松动，调节装置灵活；各管路阀门灵活，无漏浆、漏水现象。

8.1.6 传动装置应转动灵活防护装置齐全、牢固，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可靠。

8.1.7 加压气囊伸缩自如无老化现象。

8.1.8 系统内气管无泄漏，各控制阀灵活可靠。

8.1.9 电器控制系统应防护良好，操作灵活，接地牢固。

8.2 碎浆机

操作者操作平台距防护栏顶部应不低于1.05 m，防护栏安全可靠。

8.3 输送机

在工作前应检查牵引链的松紧度，确保所有的行车滚轮转动灵活，无滑动和卡轨现象。

8.4 磨浆机、疏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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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浆机应有1个进浆口和1个出浆口的阀门同时打开。在维护前，特别是在打开磨浆室或维护装置时，

安全开关应处于锁定状态。

8.5 造纸机

8.5.1 真空压榨辗的真空箱结构完整，密封良好，压榨石辊辗芯轴应结合牢固。

8.5.2 刮刀平直，紧贴缸面，接触良好，活动刮刀移动灵活。

8.5.3 引纸系统的引纸绳轮装置及压缩空气吹纸，剥纸引纸装置应齐全完整，操作灵活。

8.6 施胶机

胶液压力适中，溢流管畅通无外溢现象。

8.7 引纸系统

引纸绳无破损，接头牢固。引纸处无碎纸等杂物，光线充足。剥纸引纸装置齐全完整，操作灵活。

8.8 涂布机

压辗之间的防护栏齐全牢固。气压(液压)系统的防护装置应齐全可靠。

8.9 压光设备

8.9.1 压光铸铁辊的辊面应符合技术规范，运转平稳，无窜动现象。

8.9.2 刮刀平直与辊面应接触良好，无翘口，卷刃等缺陷。

8.9.3 加压机构、提升机构、限位机构等零部件应完整，动作灵活可靠。

8.10 复卷机

分切刀和升降装置应灵活、可靠。各操纵、升降、推卸、压紧、离合、制动等装置动作应灵敏可靠。

8.11 切纸机

在设备运行时，设备工作区域应无其它闲杂人员，底面干净、无积水等杂物。

8.12 涂料制备及化学品添加系统

8.12.1 对于有腐蚀性的化学品保存规范，与其接触的工作人员应配备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8.12.2 槽罐应无泄漏，无被腐蚀的痕迹，搅拌器工作正常，无明显的振动和异常噪音。

9 作业安全管理

9.1 碎浆作业

9.1.1 碎浆机、搅拌机等设备的皮带有损坏或安全装置不齐全时不应启动设备。

9.1.2 开动前，应对碎浆机内及传动部位进行检查，确认无人或障碍物，再开动。

9.1.3 运行时，不应使用金属棒或长钩件仲入机内，不应用手掏浆料、纸片和铁丝等。

9.1.4 不应站立碎浆机缸沿或防护栏杆上工作，不应探身进行有碍安全的操作。

9.1.5 木浆和废纸的堆放不应侵占消防器材、动力开关箱和操作人员的活动空间，不应踩在木浆和废

纸上下料。

9.1.6 吊运木浆、废纸时，操作人员要相互配合，吊孔下的挂钩人员要加强监护，不应在吊孔下穿行

和停留作业。

9.1.7 更换刀盘时应使用专用工具，对号入座保证准确无误无损。

9.1.8 在疏通碎浆机或清理杂质时应切断电源并设监护人。

9.2 浆池、污水管道、地坑、槽、罐等清洗作业

9.2.1 生产作业现场的浆池、污水管道、地坑、槽、罐等易产生硫化氢的场所，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

夜间要设置警示灯。

9.2.2 在进入浆池、污水管道、地坑、槽、罐等部位清洗作业前，应实施安全作业许可，制定安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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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

9.2.3 首先对浆池、污水管道、地坑、罐内强制通风、放尽残剩浆料或污水，进行硫化氢浓度和氧气

浓度检测，浓度符合安全指标后，方可准备进行清洗作业。

9.2.4 作业时，应佩带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照明设备应采用防爆型，供电电压应使用安全电压。不

应携带明火或易燃、易爆等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物品。

9.2.5 作业时，应有监护人，监护人不应擅离职守，并且与作业人员随时保持联系。

9.2.6 浆池、污水管道、地坑、槽、罐内作业连续操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1 h，遇有头昏、恶心、呕吐

等现象应立即出孔救护。

9.2.7 作业完毕后应清点人员、机具、设备，并将孔口盖封好，恢复原貌后方可离开。

9.3 引纸作业

9.3.1 运用引纸速度(爬行速度)，应按纸幅运行路线引纸。

9.3.2 手工向压光机引纸时，手应握成拳形，将纸页拉伸出一段，再引向辊筒，以防手指轧伤。

9.4 装卸作业

9.4.1 起吊前应对电机设备进行认真检查和试运转。

9.4.2 开车前应发出音响信号，并注意观察附近设备和人员活动情况

9.4.3 不应超负荷起吊，对所吊重物重量估计不足时，应作试吊试验，以防止超负荷起吊发生钢丝绳

断裂事故。

9.4.4 吊运物件要稳起稳落，不应剧烈摆动、忽起忽落等冒险操作。

9.4.5 吊运时应遵守起重作业“十不吊”规定。

9.4.6 物件应垂直起吊，不可斜吊或远距离拖吊，不应吊运件从作业人员的上方通过。

9.4.7 在运行中发现吊机有异常现象，应立即停机检查，排除故障，未找出故障原因前不可开机。钢

丝绳要定期检查，发现断股，应及时调换。

9.4.8 对各种连接螺栓、吊钩等受力部件要经常进行认真检查，发现损坏或裂纹要及时更换。

9.5 切纸作业

9.5.1 开车时应先检查，确认安全无误，再发开车信号，而后开车。

9.5.2 开车引纸时，先开慢车，手指不应靠近圆刀或压纸辊。

9.5.3 开车后，如发生任何故障，应停车处理。

9.5.4 纸张调整方正度应减速进行。

9.5.5 辊轴上缠纸边，不应用手拉，应停机处理。

9.5.6 运转中手不应在上下刀口处工作。

9.5.7 校刀或车上磨刀应切断电源，挂上警告牌。

10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10.1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10.1.1 风险管控的基本原则是“分级管控”，即风险越大，管控级别越高，同时上级负责管控的风险，

下级必须管控且落实具体措施。

10.1.2 持续改进，按照“PDCA”闭环工作方法，在风险管控运行过程中，持续改进具体工作内容.不

断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10.1.3 ，按照管控原则，结合风险评价结果，实施分类管控,确定管控层级为四级，分别为公司(厂)

级、部室(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具体见表 1。

表 1 管控层级表

风险等级 管控责任单位 责任人

重大风险(红色) 公司重点管控 主要负责人

较大风险(橙色) 车间/部门重点管控 车间/部门负责人

般风险(黄色) 班组重点管控 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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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 管控责任单位 责任人

低风险(蓝色) 岗位管控 岗位员工

10.1.4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企业应编制作业活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设备设施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并按

规定及时更新。

10.2 隐患排查治理

10.2.1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制定计划，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责任制度；

——隐患排查工作制度，包括经常性安全检查、专业安全检查、定期安全检查、综合性安全检查；

——隐患登记备案制度；

——重大隐患报告与评估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计划，按计划治理隐患；

——隐患排查专项资金使用计划；

——重大隐患治理监控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培训制度。

10.2.2 企业应定期组织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对隐患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隐患等级，登记建档，及时采

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10.2.3 应制定隐患排查工作方案，明确排查的目的、范围、方法和要求等。

10.2.4 隐患治理流程包括:

——通报隐患信息。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

限及治理措施要求等信息通过网络渠道、检查通报等形式及时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

——下发隐患整改通知。隐患排查组织部门通过制发隐患整改通知书，将治理建议传达给治理责

任单位和主要责任人，隐患整改通知单的格式应能体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的 “五

落实”要求和闭环管理；

——实施隐患治理。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预算隐患

治理需要物资、资金，隐患整改前制定可靠的临时措施，按照治理要求严格限期整改落实；

——治理情况反馈。隐患存在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治理情况反馈至隐患通知下达部门，未能及

时整改完成的应说明原因与整改通知制发部门协同解决；

——验收。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对隐患治理完成情况和效果组织验收并在隐患整改通知书上出具验

收意见。

10.2.5 应根据隐患排查的结果，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对隐患进行治理。方案内容应包括目标和任务、

方法和措施、经费和物资、机构和人员、时限和要求。重大事故隐患在治理前应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并制

定应急预案。隐患治理措施应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教育措施、防护措施、应急措施等。

10.2.6 在隐患治理完成后，对治理情况进行验证和效果评估。

11 应急管理

11.1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11.1.1 造纸企业应按照标准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并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

11.1.2 造纸企业应根据可能发生的事故种类特点，按照规定设置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

物资，建立管理台账，安排专人管理，并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

11.2 应急处置

11.2.1 造纸企业应建立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应急救援体系，设置组织架构、专兼职应急救

援队伍或应急救援人员。

11.2.2 造纸企业按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

只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11.2.3 造纸企业应制定发放岗位应急处置卡；指导企业制定应急技能训练计划，采取无脚本演练的形

式，不定期抽查员工应急器材使用和应急处置程序熟悉程度，不断提升员工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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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事故发生后，企业应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企业分析事故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并结合事故分析结果修订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安全检查内容、应急预案，组织员工开展警示

教育。

12 持续改进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自评结果和安全生产预测预警系统所反映的趋势，以及绩效

评定情况,客观分析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文件和过程管控

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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