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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事煤层气勘探作业的机台，必须参考石油钻井行业标准枟石油天然气钻井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指南枠
（ＳＹ／Ｔ ６２８３ －１９９７）对钻探作业进行 ＨＳＥ管理，即通过建立 ＨＳＥ管理体系，对作业机台钻探生产过程中的健康、安
全及环境进行动态管理。 结合 ＸＹ －５型岩心钻机在陕北某煤层气勘探孔生产的实际，就该钻机从事煤层气勘探作
业时 ＨＳＥ管理办法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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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言
近年来，煤层气勘探及钻井工作量逐年增多，从

事地质勘探的机台参与煤层气勘探作业的工作量也

在逐渐增加，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地矿局综合地质大队
参与了陕北吴堡横沟井田煤层气勘查孔施工任务，
用 ＸＹ －５ 型岩心钻机完成了 ２ 口深 １０００ｍ 左右的
煤层气勘查孔。

ＨＳＥ管理体系是将组织实施健康、安全与环境
管理的组织机构、职责、做法、程序、过程和资源等要
素有机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通过先进、科学、系统
的运行模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形成动态管理体系。
根据业主单位要求，参与煤层气勘探作业的机

台必须参考石油钻井行业标准枟石油天然气钻井健
康、安全与环境管理指南枠（ＳＹ／Ｔ ６２８３ －１９９７）对钻
探作业进行 ＨＳＥ管理，但目前地质勘探机台对 ＨＳＥ
管理体系比较生疏，没有现成的 ＨＳＥ管理体系可以
使用。 为了满足 ＨＳＥ管理的要求，参考石油钻井作
业井队 ＨＳＥ管理办法，施工机台尝试着制定了本机
台 ＨＳＥ管理办法。 本文就该机台 ＨＳＥ管理办法进
行介绍，以期和同行进行交流探讨。

1　机台 ＨＳＥ组织机构及职责
1．1　组织机构

机台成立 ＨＳＥ 管理小组，机长任组长，副机长
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机台技术人员、材料员、各班班
长及专职、兼职安全员。
1．2　职责

ＨＳＥ管理小组负责安全、环保、职业卫生、应急
等工作。 具体职责包括贯彻执行国家和当地有关
ＨＳＥ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执行上级和业
主（甲方）的 ＨＳＥ 管理规定；制订机台 ＨＳＥ方针、目
标和保证措施；定期召开 ＨＳＥ 会议，组织 ＨＳＥ 活
动，检查 ＨＳＥ管理制度、ＨＳＥ 作业指导书和各项技
术措施执行情况；组织员工 ＨＳＥ培训，落实 ＨＳＥ 工
作，并定期向上级和业主（甲方）汇报 ＨＳＥ 运行情
况，发生事故时按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和报告等。
1．3　要求

机长是 ＨＳＥ 管理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 ＨＳＥ
管理工作，并与队上签订年度 ＨＳＥ 管理责任书；全
体员工与机长签订年度 ＨＳＥ责任书；关键装置及要
害部位实行机台领导承包制度；机台设专职安全员，
各班组设兼职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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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ＨＳＥ管理制度及活动
2．1　管理制度

机台 ＨＳＥ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ＨＳＥ责
任制、ＨＳＥ检查规定、隐患治理管理规定、教育培训
管理规定、作业环节管理规定、消防管理规定、环境
保护管理规定、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应急管理规定、
事故管理规定、ＨＳＥ 考核管理规定、关键装置及重
点部位安全管理规定、化学用品管理规定、干部值班
安全管理规定等。
2．2　管理活动

（１）ＨＳＥ 会议。 机台每月至少召开一次 ＨＳＥ
管理小组会议和一次全员 ＨＳＥ 会议，班组每周至少
召开一次 ＨＳＥ会议。

（２）ＨＳＥ 检查。 机台每周至少组织一次 ＨＳＥ
检查，班组每日应进行一次巡回检查，重大节日和季
节变更时，机长应组织有针对性的安全检查。

（３）教育培训。 机长、副机长、技术人员、专职
安全员及班长每年应参加 ＨＳＥ 再教育培训，新上岗
及转岗工人上岗前应接受 ＨＳＥ 教育，外来人员应在
进机场前进行 ＨＳＥ教育。

（４）危害识别。 机台全体人员应对作业环境、
设施、设备和作业过程进行危害识别和环境因素辨
识，对存在的风险进行登记、整改，不能整改的及时
上报。

（５）应急演练。 每个钻孔至少应进行一次有全
机台人员参加的有害气体防护、火灾和爆炸、食物中
毒、环境保护等应急预案演练，钻进作业班每月进行
不少于一次不同工况的防护演习。

3　ＨＳＥ设施
（１）井场布置。 井场布置应满足安全距离的规

定，营地建设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规定。
（２）安全环保标志。 对安全环保标志设置位

置、设置内容、设置标准等方面进行规定。
（３）防雷防电设施。 对钻塔的防雷装置，机场

设备及房屋接地防电设施等进行规定。
（４）消防设施。 对营地及机台消防用具配备类

别、数量、存放位置、消防应急管理办法、消防器材管
理、照明及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方面进行规定。

（５）气防设施。 机场应配备 Ｈ２ Ｓ 检测仪器、防
护设备、救护装置等。

（６）生活设施。 对机台办公设备配备、食堂及
饮食卫生管理、宿舍及营地卫生管理、劳保用品配备
及使用、医药用品配备及使用等进行规定。

（７）环境保护设施。 环境保护管理应符合有关
规定。

（８）对机台的基座、钻塔、钻机、泥浆泵、动力
机、钻具及传动系统、升降系统、泥浆循环净化系统、
辅助设备等方面进行安全防护管理的规定。

4　钻探作业风险识别与控制
4．1　钻探作业风险识别

（１）钻探作业危险危害识别。 主要包括机械伤
害、各类工具伤害、操作失控伤害、触电、各类火灾、
有毒气体伤害、噪声伤害、野生动物伤害及环境污染
等方面。

（２）钻探作业危险部位识别。 主要包括孔口区
域、泥浆池区域、机械传动部位、泥浆泵安全阀、高压
管汇及水龙头部位、配电箱（柜）及电力线路、油
（气）容器等方面。

（３）钻探作业危险作业识别。 主要包括修建机
场、安装设备、起放钻塔、升降钻具、井口操作、更换
传动系统部件、装卸水龙头、处理事故、操作电器、吊
装物件、装卸管材、设备维护及保养等方面。

（４）钻探作业危险行为识别。 钻进过程及钻具
在井下时操作手把离人、错挂离合器、开泵时高压区
站人、设备运转进行检修、进入机场作业区不戴安全
帽、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上班劳保穿戴不齐全、酒
后上岗、起吊物件绳索不合格、起吊作业无专人指
挥、违章用电及动火等方面。
4．2　钻探作业风险控制
4．2．1　管理措施

（１）建立完善的钻探（所有施工）ＨＳＥ风险防范
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２）落实风险防范和消减措
施必备的人、财、物、设备等必要的条件和手段；（３）
识别钻探（所有施工）工程中可能产生的 ＨＳＥ风险；
（４）制定钻探（所有施工）作业中的各种险情和危害
发生的应急计划以减少影响；（５）制定危害恢复措
施。
4．2．2　硬件措施

主要包括：钻探设备安装符合规范要求，安全防
护设施齐全规范；配足消防器材，摆放合理；员工劳
动防护用品按规定穿戴等。
4．2．3　技术措施

为钻机提供“钻探作业指导书”用于机台的安
全操作指导。 作业指导书主要是根据修建井场、安
拆设备、钻进生产、起下钻具、设备维护保养等钻探
生产活动，对每项活动可能存在的危害进行识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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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控制措施。
4．2．4　系统措施

建立健全钻探施工过程中工程事故及隐患预防

和环保措施。

5　钻探作业 ＨＳＥ管理
5．1　设备搬迁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制定并落实搬迁安装安全技术措施；（２）设
备吊装应有专人负责指挥；（３）搬迁安装应有现场
安全监督；（４）设备运输应符合道路交通相关要求；
（５）设备安装应符合规范要求；（６）装运设备前首先
应进行清洁、清除污染源；（７）桶装液态化学药品要
轻拿轻放，避免剧烈振荡或损坏；（８）装运设备时防
止对周边植被或农作物造成损坏。
5．2　钻探作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各次开钻前进行验收，审批手续齐全；（２）
严格执行作业过程中安全操作规程，无违章现象；
（３）钻具在井内静止时间≯５ ｍｉｎ，防止粘附卡钻；
（４）起钻过程应同时向孔内回灌冲洗液；（５）孔深超
过 １０００ ｍ时应挂水刹车；（６）严禁任何人随同重物
或提升系统升降；（７）在进行高处作业时，下方及其
附近禁止有人作业、停留或通过；（８）应执行井控管
理有关规定和要求。
5．3　特殊作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特殊作业应执行有关安全操作规程；（２）测
井时应有专人坐岗观察井口，及时灌满冲洗液；（３）
测井使用的天地滑轮应固定牢靠。

6　机台其他方面 ＨＳＥ管理
6．1　安全管理要求

（１）建立完善、独立的安全监督体系，充分发挥
第三方的安全监督作用；（２）对设备要定期进行安
全检查与维护；（３）机场电器安装要求按石油行业
标准枟井场电器安装技术要求枠（ＳＹ／Ｔ ５９５７ －９４）执
行；（４）机场灭火器材的配备按石油行业标准枟石油
钻井队安全生产检查规定枠 （ＳＹ ５８７６ －９３）执行；
（５）机场动火安全要求，按石油行业标准枟油气井钻
井及修井作业职业安全的推荐方法枠（ＳＹ／Ｔ ６２２８ －
１９９６）执行；（６）机场要设立安全标志牌，易燃易爆
物品的使用和管理执行有关规定；（７）井控要求和
措施按专项设计和应急预案执行。
6．2　环境管理要求

（１）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按照国家颁
布的环保法规和当地环保部门的标准要求执行；

（２）泥浆池要铺设防渗布，防止泥浆侵入土层；（３）
冲洗液处理剂要集中堆放，并有“上盖下垫”的防护
措施；（４）废水、废冲洗液要设置专门的排放坑，钻
屑、废料要分别集中堆放和处理；（５）动力机、油罐
等一切可能泄油设备下铺设防渗布，并环绕周边修
好溢流堤；（６）生活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应挖坑集中
掩埋；（７）营地应保持美观、清洁、平整、无杂物；（８）
钻探作业完成后要做到：“工完、料净、井场清”，做
好地貌恢复工作。
6．3　健康管理要求

（１）劳动保护用品按枟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枠
（ＧＢ／Ｔ １１６５１ －２００８）有关规定发放，并根据机台所
在区域的特殊情况发放特殊劳保用品；（２）进入钻
探作业区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人身安全保护规定；
（３）机台必须根据所在施工区域特点配置医疗器械
和药品；（４）制定饮食管理制度，搞好营地卫生；（５）
对员工的身体健康进行定期检查；（６）对有毒药品
及化学处理剂的管理要严格执行有关管理制度。
6．4　季节防护要求

（１）根据施工所在地的气候特点，制定并落实
防洪、防汛、防暑降温、防雷电、防自然灾害、防风沙
等措施；（２）冬季应有冬季设备防冻措施、冬季安全
保障措施和冬季施工技术措施，操作人员应按冬季
要求穿戴劳保用品；（３）防洪防汛物资器材应有足
够的储备，并有专人负责检查、维护。
7　结语

ＨＳＥ管理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满足了岩心钻机
从事煤层气勘探作业时 ＨＳＥ管理的要求，达到了不
断提高员工安全、环境与健康意识、工作习惯和专业
技能的目的，对提高机台管理工作水平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本次 ＨＳＥ管理体系的建立仅仅是一个尝试，设

备管理及维修作业管理规定、事故预防及管理、钻探
作业 ＨＳＥ应急计划、职业健康管理规定、营区 ＨＳＥ
管理规定、ＨＳＥ管理检查与监督等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 相信通过对机台 ＨＳＥ 管理体系的
不断补充和完善，能使机台更好地适应煤层气勘探
与钻井作业的 ＨＳＥ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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