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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庆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　要：论述了钻探施工企业设立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的意义和思路；分析了钻探施工易发生事故的类型；提出
了钻探施工企业安全指标体系；阐述了指标设立的原则；在分析安全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说明
了其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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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国家开始向各地下达安全生产控制考
核指标，达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控制考核安全生产
的目的。 为实行这项制度，国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
体系。 然而，由于该指标体系主要针对的是各级政
府和大型企业，不完全适合某些生产经营组织（企
业），比如钻探施工企业。 实际上，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点在企业，只有控制好了各个具体企业，全国的控
制考核指标才能得以实现。 因此，企业应该针对自
身安全生产特点，建立实施控制指标体系，严格控制
考核。
全国各地都分布有钻探施工企业，可称之为一

个行业，其野外作业环境恶劣，影响安全的因素复杂
多变，保障安全的难度大。 建立符合这个行业特色
的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严格控制考核安全
生产，十分必要。

1　建立指标的基本思路
指标体系应根据现实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生

产力发展水平等情况来确立。 但要体现先进性。
（１）根据过程控制的原理，建立工作指标，强调

的是安全防范。 从目前多数钻探施工企业的安全生
产工作水平来看，立即建立起定量的工作指标并不
现实，当前只能考虑建立定性的工作指标。 主要从
安全文化建设、安全制度建设、安全责任、安全科技、
安全投入等方面考虑建立。

（２）根据结果控制的原理，建立事故指标和职
业病（危害）指标，目的是衡量防范工作的效果。 鉴
于目前多数钻探施工企业涉及职业病（危害）的工
种很少，没有出现严重职业病（危害）的案例，这方

面的指标暂不考虑建立，应重点建立事故指标。 应
在分析清楚钻探施工易发生事故类型的基础上，确
定建立主要的事故控制考核指标。

2　钻探施工易发生事故的类型
2．1　伤亡事故

指单位员工在生产（工作）劳动过程中，发生的
人身伤害和急性中毒。
2．2　非伤亡事故

指在生产过程中，造成财产、设备、机具等物质
损失的事故。 但不论何类事故，往往会同时造成人
员伤亡与物质损失，为研究方便，把仅造成物质损失
的事故视为非伤亡事故，钻探施工常见的这类事故
可分为 ５ 小类。
2．2．1　孔内事故

指钻探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中断钻孔内正
常钻进的各种故障。 如埋钻、卡钻、烧钻、断钻、落
物、套管事故等。
2．2．2　机械事故

指生产过程中因机械设备不安全状态导致的机

械设备损害，造成损失。
2．2．3　交通事故

指车辆在公路和野外施工道路上有过错或意外

造成的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事件。
2．2．4　火灾事故

指生产或办公场所，因使用火源失控或电器、电
线技术缺陷及使用不当，造成意外着火烧毁财物
（或人员伤亡）的事件。
2．2．5　其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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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地质测井用放射源掉入钻孔内、丢失、被盗，
民爆物品丢失、被盗、意外爆炸，以及还未完全认识
清楚的事故。

3　设定的主要指标
前文已述，钻探施工企业设立定量工作指标的

条件尚不成熟，本文只讨论定性的事故指标。
3．1　伤亡事故指标

主要包括：伤亡事故起数、死亡人数、重伤人数、
轻伤人次、亿元货币工作总量死亡率、千人负伤率
（重伤、轻伤之和）。
3．2　非伤亡事故指标

主要包括：孔内事故起数及经济损失、机械事故
起数及经济损失、交通事故起数及经济损失、火灾事
故起数及经济损失、放射源事故（丢失、被盗、掉入
孔内）起数、爆炸事故起数及经济损失、万米进尺孔
故率、万米进尺孔故经济损失、千万元资产机故率、
千万元资产机故经济损失、百车交通事故率、百车交
通事故经济损失。

篇幅所限，本文对设立指标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不做详细论述。

4　指标的设定原则
上述事故是钻探企业易发生的事故，几乎所有

钻探企业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故发生，造成一定经济
损失，为防止同类事故重复发生，设定此几种事故控
制指标。
伤亡事故指标的设立，主要依据上级规定和以

往事故资料。 按照原国家煤炭部对煤炭地质单位的
要求，地面作业是不允许死人的，但实际情况远非如
此。 目前，就钻探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绝对避
免死亡事故也不现实，重、轻伤事故也较难避免。 按
照预防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原则，设定伤亡事故指
标。
所谓非伤亡事故，是指事故只造成物质损失的

事故，但这几种事故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员安
全与健康，从这种意义讲，预防非伤亡事故也是预防

伤亡事故，事实上，伤亡事故与非伤亡事故较难绝对
区分。
从实际出发，实行重点事故重点控制，使事故控

制指标符合钻探施工企业生产过程及特点，促进生
产力发展，力求钻探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与经济事
业协调发展。
坚持绝对量指标与相对量指标相结合，既要用

绝对量指标反映事故的严重度，又要用相对量指标
反映事故的频度，两者兼顾，力求使控制指标合理、
务实，全面衡量安全生产与经济事业发展的适宜性。

5　指标体系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分析及应用
上述指标，基本能够反映钻探施工企业整体安

全情况，形成了指标体系。 应用于实际，能够全面控
制考核企业安全生产，其科学、合理性显而易见。
绝对指标，能够直接记录和统计。 相对指标统

计计算所需要的数据与资料，企业的规划、人事劳
动、财务等部门可以查阅调用。 因而，具有可操作
性。
钻探施工企业应用此指标体系，应根据本企业

开展的具体项目与规模，有针对性地从指标体系中
选择指标，组成自己的指标体系，确定自己的指标任
务，或对下级下达指标任务。 控制考核指标，应界定
一定期限，一般以年度为期限。 指标量应根据本企
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及以往的安全情况来确定。 但
因为是控制性指标，指标量只能比国家的低，即安全
要求高，体现安全先进性。
控制考核指标，应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绩效考核

的主要依据，体现责任与利益，考核办法可以单独制
订，也可以把安全指标作为生产经营指标与经营绩
效考核一起进行。 应将安全指标控制考核与奖惩激
励机制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指标的作用。
指标体系还有其它方面的用途，比如作为安全

生产量化管理、安全竞赛、安全投入等提供依据。 另
外，建立钻探施工企业安全指标体系是一项新举措，
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本文的观点很不全面，希
望同仁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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