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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1E 分析法在地质钻探安全管理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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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钻探属于高危行业，施工场所不固定，作业环境恶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技术要求较低，施工涉及的机

械、设备多，存在着影响因素复杂多变、风险隐患大的安全生产问题。本文引入 4M1E 分析法（人机物法环分析法），

通过分析地质钻探安全工作特点，讨论各过程阶段的安全管控意义，重点对钻探实施阶段应用 4M1E 分析法辨识各

工作环节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从人、机器、物料、方法、环境等 5 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以期促

进从业人员理解与掌握 4M1E 分析法，促进该方法在安全管理中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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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4M1E in geological drilling safety management
LIU Zhi1，ZHAO Hui1，WAN Peng1，JIANG Chunxiao2

(1. The Third Geological Team of Shandong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Yantai Shandong 264004, China； 

2. Shandong Ludong Geological Engineering Co., Ltd， Yantai Shandong 264004, China)
Abstract： Geological drilling is a high⁃risk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site is not fixe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harsh， the employee mobility is high，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re low， and the construction involves man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There has been always complex and changeabl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isk of hidden 
dangers of safety production problems. This paper introduces 4M1E analysis method （Man Machine Material Method 
Environment analysis metho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each process stage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drilling safety work，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4M1E analysis method to 
identify the main risk factors in each work link in the drilling implementation stage， and the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human， machine， material， method and 
environment， to show the systematic advantages of 4M1E in safet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actitioner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4M1E analysis method，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in safety management.
Key words： geological drilling; security management; risk analysis; 4M1E analysis method

0　引言

4M1E 是指 Man（人）、Machine（机器）、Material
（物料）、Method（方法）、Environment（环境），简称

人机物法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的 5 个影响产

品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Man），是指在为完成

某项工作所涉及的一切人员，包括决策人员、管理

人员、操作人员等。机（Machine），是指生产中所使

用的设备及工具等辅助生产用具。物（Material），指

物料，包括半成品及为完成工作使用的原材料与物

资等。法（Method），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方

法及须遵循的规章制度，包括技术方案、操作规程、

管理方法与制度等。环（Environments），指环境，包

括自然环境、作业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1］。

4M1E 分析法多用于现场管理，特别是在产品

收稿日期：2023-02-15； 修回日期：2023-07-20  DOI：10.12143/j.ztgc.2023.06.010
第一作者：刘治，男，汉族，1987 年生，高级工程师，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长期从事地质钻探技术研究与生产管理工作，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

271 号，373273034@qq.com。

引用格式：刘治，赵辉，万鹏，等 .4M1E 分析法在地质钻探安全管理中的运用［J］.钻探工程，2023，50（6）：77-84.
LIU Zhi， ZHAO Hui， WAN Peng， et al. Application of 4M1E in geological drilling safety management［J］. Drilling Engineering， 
2023，50（6）：77-84.



2023 年 11 月钻探工程

质量、成本管理方面，基于问题从 5 个因素中查找原

因，探索解决与预防措施，从而实现质量与成本的有

效控制。但在安全管理中，该方法应用较少，安全管

理人员习惯从合规性出发，根据管理制度从风险辨

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方面进行专项的安全知识

传输。知识相对专业、零散，系统性不强，不能因人

而异，很难让知识素养不高的作业人员理解、接受。

而地质钻探行业因其行业特点，人员知识素养参差

不齐，迫切的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方法，以利于作业

人员反向理解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目的与作用，从

而消除接收安全教育培训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减轻

对安全管理的抵触心理，促进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的贯彻落实。

1　地质钻探安全工作特点

地质钻探属于高危行业，归属于非煤矿山领

域。在《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中

规定，地质勘探企业必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否则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在保险公司对被投保人职

业分类中，将地质钻探人员划归为 4~6 级，属于职

业高风险人员。

地质钻探的施工区域一般在野外，多处于荒郊

野岭、人员稀少、交通较为不便的地方。施工环境较

为艰苦，工期变化不定，作业人员流动性大，精细化

管理较难开展。安全工作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人的问题

1.1.1　决策人员

部分企业领导，特别是民营企业，没有树立正确

的发展观，没有算清“安全账”，重生产轻安全，认为

安全阻碍生产进度，降低经营利润，是额外的工作与

成本；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淡薄，对第一责任人的涵义

理解不够，对“三管三必须”、“一岗双责”领悟不足，

片面认为安全管理部门抓好安全即完成履职，解决

安全生产问题不彻底，决策浮于表面。安全风险意

识不足，存在侥幸与麻痹思想，认为事故是天定，安

全工作不走心，应付监管，不同程度地存在“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1.1.2　管理人员

企业普遍缺乏综合型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因

施工地点分散，对野外项目的检查频率与深入程度

不够，导致安全生产监管与指导不足。现场管理人

员对安全生产管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理解，安全履

职停留在听从安排、应付检查的层面。安全工作开

展缺乏主动性，安全工作多为做资料、理档案。

1.1.3　施工人员

施工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安全意识不强的

问题。地质钻探由于工作条件较差、业余生活枯燥、

工资待遇不高，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导致目前的从

业人员年龄偏大、流动性较强。又因 2018 年国家取

消地质勘查资质，地质钻探从业门槛降低，大量民营

企业涌入地质钻探市场，为增强竞争力，降低生产成

本，多数民营企业或采取超强度作业，或雇用年龄较

大的农民工，这都为生产埋下了安全隐患［2-4］。

1.2　机的问题

地质钻探在施工作业中涉及钻机、泥浆泵、搅拌

机、拧管机、发电机等主要设备及电焊机、切割机、砂

轮机、氧气、乙炔等维修设备。因工作场所不定、搬

运频繁，加之施工现场环境恶劣、维修不便，很多设

备设施缺少安全防护、带病作业［5］。

1.3　物的问题

主要的动力燃料如柴油、汽油，为方便生产，需

在现场进行储存。但现场往往忽视其危险性，存放

位置距离明火太近、未采取防晒措施等，使动力燃料

处于不稳定状态。此外，常用的冲洗液处理剂如火

碱、氢氧化钾等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做饭使用的燃气

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现场普遍存在的煤炭取暖与

电缆等，在处置、架设不当的情况下均会造成人员

伤亡。

1.4　法的问题

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缺乏适宜性的改进，全员

安全责任制定不符合实际，缺乏督责、问责的有效手

段，导致安全教育培训不及时、不全面、效果性差，从

业人员对岗位安全风险不知、隐患排查不懂、安全操

作水平不高、应急自救不会；安全投入能省则省，劳

保用品配发不规范、安全设施未及时检查保养、应急

救援物资储备不齐全；现场管理混乱，安全责任未层

层传递，岗前安全检查流于形式等。对施工组织设

计不重视、审查不严，导致设计不符合实际、不详细、

不全面，使施工组织设计丧失了指导作用。安全生

产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办法未建立、未完

善、未落实，导致安全风险辨识不全、危险源定级不

准、管控措施不利，管控岗位不明等。安全生产事故

应急预案编制不符合实际，项目危险源辨识不充分，

应急资源调查不全面，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导致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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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能力差，不能及时响应、处置突发事件，降低

损失。

1.5　环的问题

1.5.1　自然环境

地质钻探属于室外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

大。大风、暴雨、寒潮、高温等对作业人员都会造成

不良影响。且因找矿要求，钻孔位置有时不可避让

各种不良地形地貌，多受落石、泥石流、滑坡、洪水的

影响［6］。

1.5.2　作业环境

施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钻塔下，受钻机的噪声影

响较大［7］。因生产需要黄油、冲洗液以及各类机具，

作业地面较为湿滑，杂乱。施工地点偏僻，一般交通

不便，特别是需要修路进场的钻探项目，应急救援力

量无法快速到达现场。

2　运用 4M1E分析法对地质钻探进行安全分析

2.1　对地质钻探工程进行阶段划分与安全管控

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规定，安

全生产工作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这为安全

生产管理指明了方向。安全生产管理要在全过程中

进行管控，必须将预防事故作为安全生产的着眼点

和落脚点，必须主动、超前管理，通过准确把握安全

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各种风险的精准研究与

预判，深入找准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从管结果转变

为管因素，确保风险隐患处于受控状态。

地质钻探按照实施人员、实施对象、实施地点的

不同可划分为 3 个阶段，即确定阶段、实施阶段、收

尾阶段［8］。其中工程确定阶段，从工程问询或立项

分析开始，至合同签订或立项截止；施工阶段从工程

准备开始，至工程现场撤离截止；之后到工程款全额

结算为收尾阶段。这 3 个阶段的工作内容、风险情

况、管控意义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地质钻探安全管控的第一关，

是确定阶段的实地踏勘。这个环节需要踏勘人员详

细收集项目有关资料，与决策人员综合衡量项目安

全风险，确定安全风险是否规避，项目是否实现。若

接受风险，则在此环节中形成大概的管控思路。第

二关是实施阶段的准备工作，此环节需要专业能力

与安全素养较高的人员参与，详细制定涵盖项目所

有作业活动与设备设施的风险管控清单及施工方案

等，并以此指导工程实施，监督风险管控措施的

落实。

2.2　对实施阶段进行工作环节划分与 4M1E 分析

实施阶段作为地质钻探从实现到完成过程中安

全生产管控的关键阶段，以钻孔开始施工与钻孔验

收为节点划分，可分为准备工作、钻孔施工工程、钻

表 1　地质钻探各阶段的安全风险管控分析

Table 1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alysis in eachstage of geological drilling

项目

阶段

确定

阶段

实施

阶段

收尾

阶段

主要工

作内容

任 务 书（ 标

书）的分析

实地踏勘

标书或施工方

案编写、报送

技术准备

工程准备

施工作业

钻后作业

资料归档

合同结算

工程总结

风险

等级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本阶段风险控制分析

风险重点管控环节

实地踏勘

整个阶段（除技术

准备）

现场交流的路途中

管控人员

踏勘人员

实施现场

管理人员

前往会晤

人员

本阶段风险管控在全过程中的分析

意义

决定作用，决定下

一个阶段安全风险

是否发生

关键作用，是安全

风险管控的主要阶

段

提升作用，安全风险

管控经验作为今后

工作的参考与指导

主要管控人员

踏勘负责人、

决策人员

现 场 管 理 人

员、操作人员

工 程 总 结 人

员

管控措施

综合分析风险与

得失，风险过大

进行规避；风险

可控提前谋划

以双重预防机制

控制风险，以加

强应急处置能力

降低风险影响

多方对比，多人

参与，全方位归

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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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程。其中准备工作按照准备对象分为技术准备

与工程准备，工程准备又分为钻前工程、设备运输、

设备安装等。钻后工作从钻孔验收开始，分为设备

拆迁与场地恢复。

运用 4M1E 分析法对实施阶段各工作环节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见表 2）。

根据表 2 内容，结合《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 6441-1986）［9］与危险源辨识对实施阶段各

工作环节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别与危险作业及产生原

因进行分析［10-13］（见表 3）。

根据地质钻探实际施工情况，结合表 2、表 3 内

容，可得出以下结论：

（1）技术准备不存在危险作业，危险性较小；但

其作业成果是后期各工作环节实施的依据与要求，

对后期安全工作的管控影响较大。因此应加强技术

准备的质量管控。

（2）钻前工程一般存在的危险作业主要是挖掘

作业，但遇不良地形地貌，则将可能存在交叉作业、

爆破作业，危险性较大。其施工质量可为后续工作

环节（除场地恢复）降低环境影响，但同时混凝土工

程较多的钻前工程也会为场地恢复增加工作量，增

加安全风险。

（3）设备运输、设备安装、设备拆卸、设备运移均

存在吊装作业，危险性大，且不可避免，都需要外部

人员（吊车司机）、外部设备（吊车）参与，其安全风险

性受吊车司机的影响较大。

（4）设备安装时，现场设备摆放混乱，存在多人

同时作业，危险作业可能有吊装、临时用电、动火、高

处等，持续时间较短，但安全风险较大。

（5）钻孔施工作业持续时间长，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别多，事故发生的原因多为人的不安全行为（违规

作业）与物的不安全状态（安全设施缺失、线缆破损、

危险物品存储不当）等。其中物的不安全状态受设

备安装作业质量的影响较大。

（6）地质钻探实施阶段安全管控的重要环节为

钻孔施工、设备运输与安装、设备拆迁与运移，应加

表 2　实施阶段各工作环节工作成果与影响因素

Table 2　Work resul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work link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工作环节

准

备

工

作

钻孔施工

钻

后

工

作

技术准备

工

程

准

备

设备拆卸

设备运移

场地恢复

钻前

工程

设备

运输

设备

安装

工作成果

施工方案、应急预

案、项目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清单等

适用于运输或施

工的场地、道路等

设 备 运 至 作 业

地点

设 备 在 孔 位 处

安装，并调试

成孔或成井

设 备 拆 解 成 可

装运状态

运至其他地点

场 地 尽 可 能 恢

复原状

影响工作实施的主要因素

人

项目管理人员、

职能部门人员

项 目 建 设 指 挥

人员、外部队伍

叉车司机、吊车

司机、货车司机、

现场装运人员

项目人员、吊车

司机

项目人员（专职

安全员）

项目人员、吊车

司机

吊车司机、货车

司机、现场装运

人员

现场指挥人员、

外部队伍

机

电脑

挖掘机、装载

机、自卸车等

叉 车 、吊 车 、

货车

吊车

安装、调试好的

钻探设备、车

辆、通讯设备

吊车

吊车、货车

挖掘机、装载

机、自卸车等

物

办公用品、参考

文件

渣 土 、砖 石 、水

泥、围栏等

吊索、捆绑带

吊 索 、安 全 带 、

五金工具

动力燃料、冲洗

液 、劳 保 用 品 、

五金材料

吊 索 、安 全 带 、

五金工具

吊索、捆绑带

混凝土工程、生活

垃圾、废弃泥浆

法

岗位职责、资料

编写要求

施工方案、工程

建设标准规范

叉运作业规程、

吊装作业规程、

货车装载规定

施工方案、吊装

作业规程

施工方案、项目

管理办法等

施工方案、吊装

作业规程

吊装作业规程、

货车装载规定

施工方案

环

室内环境

现场自然环

境

吊装作业环

境、道路情况

现场自然环

境、安装环境

自然环境、现

场作业环境

现场自然环

境

吊装作业环

境、道路情况

现场自然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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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管控的危险作业为吊装作业、高处作业、临时

用电、动火作业（特别是在防火严格的工区）。

（7）除吊装作业需要外部人员协作外，钻前工

程、场地恢复以及钻探施工中也可能涉及外部人员

参与，应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统一协调。

（8）为确保钻探施工管理的连贯性，充分发挥监

督管理作用，宜选派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或第三方

监理全过程参与。

3　4M1E的安全管控

3.1　人的管理

地质钻探工程整个阶段涉及的人员按照隶属关

系有外部人员、己方职工，己方职工按照工作地点又

分为室内人员、现场人员，按照工作性质分为管理人

员与施工人员。其人的管理应从以下分类进行。

3.1.1　外部人员的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的规定，应对外部人员进行以下管理：

表 3　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别、存在的危险作业和产生原因

Table 3　The types of accidents that may occur, the hazardous operations that exist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occurrence

工作环节

准备工作

钻孔施工

钻后工作

技术准备

工程准备

设备拆卸

设备运移

场地恢复

钻前工程

设备运输

设备安装

可能发生

的事故类别

触电

火灾

摔倒

车辆伤害

物体打击

火药爆炸

起重伤害

车辆伤害

起重伤害

物体打击

高处坠落

触电

机械伤害

物体打击

高处坠落

触电

火灾

车辆伤害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

起重伤害

车辆伤害

车辆伤害

物体打击

主要产生原因

湿手碰触开关、线缆破损

违反办公区消防规定

地面湿滑、注意力不集中

交叉作业时不正确站位、现场指挥混乱

倾倒建筑材料、飞石迸溅

爆破作业时，操作不当、管理不善

吊运装卸货车时，违反吊装作业规定、

不正确站位、监护不到位

不安全驾驶行为、路况不良

起吊安装时，违反吊装作业规定、不正确站

位、监护不到位、吊索不满足作业要求

坠落物伤人

钻塔安装，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操作不当

电器连接，操作不当、监护不到位

使用设备，操作不当、安全设施缺失

操作不当引起工具飞出、坠落

塔上作业，不正确使用安全带、违规操作

线缆破损、铺设不当、违规操作、监护缺失

燃油储存不当、动火作业前未消除隐

患、取暖措施不当

物资运输时，指挥不当、站位不安全

塔上作业，不正确使用安全带、违规操作

坠落物伤人

起吊安装时，违反吊装作业规定、不正确站

位、监护不到位、吊索不满足作业要求

吊运装卸货车时，违反吊装作业规定、

不正确站位、监护不到位

不安全驾驶行为、路况不良

交叉作业时不正确站位、现场指挥混乱

渣土倾倒

可能存在

的危险作业

无

挖掘作业、交叉作

业、爆破作业

吊装作业

吊装作业、临时用

电、高处作业、动

火作业

高处作业、动火作

业、临时用电

建筑物和构筑物

拆除作业、高处作

业

吊装作业

交叉作业

产生原因

无

消除不良的地

形地貌

工艺流程

消除人为原因

对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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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施工内容择优选取具有相应资质、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外部协作队伍，特别是委托吊装、运

输、爆破等作业时，要充分考虑其管理水平，并对资

格证件、设备、人员等进行审查确认。

（2）入场前，及时与外部协作队伍签订合同、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确定现场安

全管理人员，以责任督促外部协作队伍加强安全管

理，落实己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作业前，要加强对外部作业人员的资格审

查，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要

包括且不限于作业内容、涉及的风险点与危险源、安

全注意事项、应急处置等。

（4）将外部人员纳入内部的统一管理，对其作业

过程进行经常性检查。

（5）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时，应加强沟通

与交流，设置专人进行安全作业指挥、协调。

3.1.2　己方人员的管理

（1）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细化

履职考核细则，严肃履职考核，紧扣明责、履责、督

责、问责责任链条，推进责任层层压实，安全压力层

层传导，形成“人人有责、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安

全局面，督促全员切实将安全生产要求落实在工作

的每个环节。

（2）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加大宣传，确保宣传

的针对性、及时性与覆盖率。重点强调安全责任的

法定性、失职追责的严肃性，以倒逼的方式推动安全

生产责任全面落地见效。

（3）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血

示人、以痛警人，特别是以身边、行业相关的事故案

例，剖析事故原因、展示事故后果，通过惨痛的事故

代价直击心底，对心存侥幸、思想麻痹者以警醒，强

化人员安全意识。

（4）增强安全教育培训效果，分岗位、分专业开

展有针对性的安全知识的灌输，避免安全教育泛泛

而谈、夸夸其谈，提高安全教育与人员工作的适用性

与契合性。如决策者应重点培训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安全文化塑造等，管理人员重点培训安全管理方

法、安全管理规范等，操作人员重点培训安全操作、

岗位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等，适时按照季节特点开展

生产生活的安全知识防范培训。

（5）增强安全会议的指示性、强调性、桥梁性作

用。安全管理人员要通过定期的安全会议总结回顾

过去的安全工作绩效，让决策者部署安排今后的安

全工作要求，沟通、解决安全生产管理的难题；要通

过晨会、班前班后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提醒，规

范作业行为，实现安全生产的预控。

（6）加强野外一线安全管理队伍建设，按照“按

岗择人、人适其岗、人岗匹配”的原则选人用人，加强

对项目经理、安全员、班长的培养，采取激励措施促

进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多措并举提高野外一线安全

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7）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管理，关注从业人员的

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

疏导、精神慰藉，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

发生。

3.2　机的管理

（1）对重要或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要出队检查或

入场验收，并调试确认；要监督外部人员对其所属的

机械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并进行试操作，如吊车、叉

车等。

（2）对机器设备进行档案管理，详细记录入库

日期、主要性能、运行情况、保养周期和故障情况等，

对危险性较大或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设备，应进行

重新检测评估。及时淘汰、更新安全隐患大的机器

设备。

（3）做好机器设备的安全管理，严格做好定期维

护保养、定期检查，重点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与安全

设施，禁止机器设备带病工作，禁止超负荷工作。

（4）编制机器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做好相关

培训；定人定机，要求操作人员做到“四懂”“三好”

“四会”。

（5）按照相关要求、规定，装配、安装设备，并进

行试车，确保创造良好的设备使用环境。

3.3　物的管理

（1）加强危险性较大的物资的管理与使用，如柴

油、汽油等燃料的运输与储存，氧气、乙炔瓶等压力

容器的使用与搬运，火碱等的保管与使用。

（2）对容易造成触电、火灾的配电系统加强安

装与使用检查，确保电缆、配电箱安全完好。

（3）安全警示、照明、防晒防雨等场地安全设施

要齐全，灭火器、应急药箱、应急食品等应急救援物

资要储备充分。

（4）现场各项物资摆放整齐、有序，避免妨碍生

产与阻碍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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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安全帽、安全带、绝缘手套等劳保用品

与缓降器、防护栏、防护罩等安全设施的定期检查，

及时更换，确保安全有效。

3.4　法的管理

（1）加强施工方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以技术

措施降低或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2）严格落实项目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确保项

目分级管控清单、隐患排查清单全面具体；加强安全

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的隐患分析与资源调查，确保预

案契合实际、应急资源有效。

（3）采用 PDCA 方法督促安全责任的落实与制

度的执行，定期督导、定期总结，确保安全要求在工

程实施中落地见效。

（4）推进安全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实现档案规范

化、管理便捷化。

3.5　环的管理

（1）要提前消除不良地形地貌的潜在危险，合理

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对场地与道路建设要充分考

虑使用时间，注重施工质量，避免人为造成不良路

况，如转弯半径与会车点不合理。

（2）设备搬运前，应详细调查行车路线，合理选

择运输方案，减少二次搬运。

（3）施工作业现场环境应设置专人负责，及时清

除积雪、积水、油污等，避免自然环境对人员活动产

生影响。

（4）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做好恶劣天气来临前的

隐患排查与恶劣天气过后的安全确认，在大风、雷雨

等恶劣天气期间应按照要求停止相关作业［14-15］。

（5）营造积极的安全生产氛围，在野外一线积极

组织开展“反三违、零违章”、“我是吹哨人”、“安全隐

患随手拍”等安全主题活动，通过物质奖励、精神表

彰，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

4　实施成效

从 2011 年以来，笔者利用 4M1E 的方法实施安

全管理，通过宣传教育，灌输方法、理念使基层安全

管理人员与作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显著提高，累计组

织完成小口径岩心钻探 34.89 万 m，实现产值 1.2 亿

元，均未发生重伤事故［16-18］。在西藏高原与海上实

施地质钻探时，通过此方法分析环境的特殊性，针对

环境进行设备、物资、人员的管控，顺利完成了泽当

科钻、三山岛海上钻探。在单位地质钻探产业转型

升级时，根据页岩气、地热井、油气井等钻探不同工

艺，分别按照井控方法、防喷设备等从人机料法环上

进行管控，确保了新地 2 井、焉地 1 井等 10 余口页岩

气地质调查井，共和 DR3 地热井、惠热 1 井以及新温

地 1 井、新哈地 1 井的顺利实施。

5　结论

目前，安全生产形势越来越严峻，安全知识越来

越细化，安全责任越来越严格，如何正确理解与掌握

安全生产知识已经是每个从业人员的必备条件与基

本能力。4M1E 方法的通俗易懂是其广泛应用于质

量、成本、安全的原因，其必将成为一种常用的安全

教育培训方法，特别是针对知识素养不高的一线人

员。但 4M1E 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教育培

训人员必须具备较为专业的技术知识与工作经验，

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与解析其在安全中的应用，

才能更好地助推安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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