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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XX。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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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企业设备安全评估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氯碱企业设备安全评估的原则、程序及实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氯碱企业在役机械、电气和仪表设备的安全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

FMEA分析是通过对组成设备系统或部件的功能分析，找出系统或部件潜在的失效模式，分析

每种失效模式对设备的影响，评价出每种失效模式影响的严重程度，根据评价结果制定相应的改进

措施。

3.2

评估要素

评估要素是指设备安全评估过程中按类别重点检查评估的内容。

3.3

危害后果严重性S

危害后果严重性是指在制定一定的评估标准后对各种风险导致的影响后果所评定的级别。

3.4

风险发生频度O

风险发生频度是指风险发生的频率或次数。

3.5

风险探测度D

风险探测度D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安全控制中，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的侦测能力的指标。

3.6

可接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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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设备安全评估出的问题,利用现有管控措施和技术手段进行整改后风险等级在可接受风险

（含）以下的问题。

3.7

不可接受问题

指在利用现有管控措施和技术手段进行整改后风险等级仍然在较大风险（含）以上的问题。

4 评估原则

4.1 设备安全评估应遵循“长周期运行”原则，即在管控措施执行到位的前提下，通用转动设备

至少满足：有备机连续稳定运行 4000小时以上，无备机设备连续稳定运行 8000小时以上，大型机

组满足连续运行 16000小时以上。

4.2 存在以下情况可判定为可接受问题：

——设备附属法兰、焊接件、管线、附件等存在问题，通过及时维修活动可以恢复原功能的。

——存在设备振动、温度、流量、电流、压力、泄漏等运行指标长期或频繁超出正常范围，通

过检维修等日常检修维保手段可以解决的。

4.3 存在以下情况判定为不可接受问题。

——存在设备振动、温度、压力、流量、电流、泄漏等运行指标长期或频繁超出正常范围且有

加剧趋势的，经 FMEA分析，风险等级在较大风险（含）以上的。

——存在设备本体或关键备件腐蚀加剧、开裂（含补焊）、变形等问题影响设备使用寿命的。

——存在设备原有附属设施（含电仪附件）不投用或变更拆除导致安全功能不完整的。

——通过检查、检验、检测等手段发现设备存在较大问题，经评估无维修价值的。

——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能耗、落后产能等不符合国家政策或要求的设备（含辅机）。

——设备安全评估存在的不可接受问题的，使用“FMEA失效模式”风险分析进一步进行安全

评估。

5 评估程序

5.1 建立组织机构

5.1.1 成立设备安全评估领导小组与工作小组，保障设备安全评估工作有序开展。

5.1.2 设备技术人员负责组织推进设备安全评估工作和评估过程中问题的协调工作。

5.1.3 设备安全评估小组包括工艺、设备、电气、仪表等专业，评估人员具备氯碱企业技术管理

工作经验，以确保设备安全评估的全面性、专业性、准确性、完整性。

5.1.4 评估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设备评估要素收集和数据分析及评估结论的确定。

5.2 确定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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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评估设备的划分，可分为转动设备、静止设备、电气设备、仪表设备，按照 A、B、C分类

组织开展设备安全评估工作。

5.2.2 评估设备界限的划分，原则上将电机和主机一起分析且需将辅机设备和与设备相连接的所

有阀门、管线（本台设备出口法兰至与下一台设备相连接的第一道法兰之间的管线）、电缆（全部

纳入设备评估范围内）、仪表（按回路评估）一起作为一台评估设备，整套机组（如大型压缩机）

可作为一套评估设备，做到应评尽评。

5.3 确定评估周期

设备首次评估周期为投用后三年，下次评估时间根据设备安全评估结论及设备 A、B、C分类

确定，且确定的设备安全评估周期至少需要符合设备长周期运行管理规定，并建立设备安全评估周

期表，见附录 A。

5.4 确定评估要素

5.4.1 转动设备：基础资料、设备运行指标、能效、安全防护、联锁保护、检修保养、易损备件

管控、腐蚀、结构完整性、辅机附件（含管线、阀门、电仪）完好情况等。

5.4.2 静止设备：腐蚀、事故事件、基础沉降、支吊架、密封管理、结构完整性、安全附件（含

管线、阀门、电仪）、本体连接件完好情况等。

5.4.3 电气设备：使用寿命、故障情况、电气运行参数、预防性试验、负载情况、继电保护、技

术先进性、节能等。

5.4.4 仪表设备：使用寿命、检定校验调试记录、可靠性、泄漏、使用维护保养记录、DCS点检

等。

5.5 制定评估流程

评估流程制定步骤如下：

a)编制设备安全评估工作计划；

b)编制设备安全评估标准；

c)开展设备安全评估工作；

d)评估问题讨论；

e)存在问题 FMEA分析；

f)制定整改计划；

g)编制设备安全评估报告；

h)问题整改、落实；

i)确定下一评估周期。

6 安全评估实施

6.1 编制设备安全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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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根据设备安全评估类别的划分，分别编制转动、静止（含压力管道）、电气和仪表设备安

全评估标准。

6.1.2 负责设备安全评估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评估重点内容，通过查找国家或行业标准、设备出

厂说明书、企业设备管理要求等编制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即设备各部位的完好性评判标准。示例见

附录 A。

6.1.3 设备安全评估标准编制完毕后，按照 A、B、C设备分类分层级进行审批，将审批后的评估

标准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备案。

6.1.4 每三年组织对设备安全评估标准进行修订完善一次。

6.2 组织开展设备安全评估

6.2.1 设备安全评估标准确定后，分层级开展设备安全评估工作，评估人员对照评估标准逐项开

展设备评估，并将评估情况记录清楚。

6.2.2 特种设备日排查、周管控、月调度、年度及定期检查记录，可作为设备安全评估的补充资

料。

6.2.3 设备安全评估记录应完整保存，保存期间应至此台设备报废为止。

6.3 设备安全评估问题讨论

设备安全评估工作完成后，评估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及技术人员对评估出的问题进行讨

论，对评估结果进行核实论证，确认评估情况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并根据设备安全评估情况，确定

设备管理、操作、维护保养及维修策略。

6.4 FMEA 分析

针对设备安全评估存在的问题，使用“FMEA失效模式”风险分析，对存在问题的安全风险等

级进行判定，制定相应的消减措施，经再次对剩余风险进行判定后，风险能消减的按照整改措施制

定整改计划，风险无法消减，则需开展专项研究，制定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计划，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彻底处理，保障设备的完好性。对整改后不可接受问题需有详细的 FMEA分析记录，见附件 C。

6.5 评估结论

6.5.1 设备评估完成后应明确评估结论。

6.5.2 制定评估结论时应充分考虑现有管控措施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判断工艺、设备、电气、仪

表设施能否满足长周期、安全、经济、能耗和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6.5.3 设备评估结论是在充分分析工艺控制参数、设备维护保养、设备管线壁厚检测、防腐蚀及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等数据的情况下，根据评估分析得出最终的设备安全评估结论。

6.5.4 设备安全评估结论需具有指导下年度设备检维修策略、设备更新及生产系统停车计划的效

用。

6.6 设备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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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所有设备应形成评估报告。

6.7 评估问题整改

对设备安全评估存在问题进行风险分析后，对安全评估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6.8 持续改进

根据设备安全评估情况及结论修订设备安全评估周期和完善设备安全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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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

A.1转动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如表A.1所示。

表 A.1 转动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示例）

设备类型 转动设备 设备规格型号 评估范围

设备名称/位号 离心泵（示例） 设备安装使用日期 1.设备：写清楚此台设备评

估所包括的设备及附属设

备。

2.管线：写清楚此台设备评

估所包含的管线和阀门。

3.电缆：写清楚评估所包含

的电缆。

设备使用单位 设备数量

设备生产厂家

专业 安全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细则 评估记录

机械专业

基础资料
设计年限

技术资料

运行参数

前端轴承

后端轴承

轴承温度

现有管控措施

设备

本体

油箱

联轴器

泵壳

现有管控措施

附属设备、管

线

附属管线、膨胀节、

阀门

现有管控措施

基础管理

泄漏管理

操作柱

设备基础

地脚螺栓

现有管控措施

安全 隔离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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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 安全附件

现有管控措施

备品备件管理

备件储备

易损备件管理

现有管控措施

润滑管理

润滑标准执行

油品管理

现有管控措施

维修保养

维保记录

故障记录

现有管控措施

变更管理
设备变更

现有管控措施

事故事件 防范措施

仪表专业

联锁管理情况
设备联锁

现有管控措施

仪表附件完好

情况

现场压力表、温度表

远传变送器

热电阻

现有管控措施

电气部分 电机管理情况

电动机

电源线完好性

能效

现有管控措施

工艺部分

操作

管理

操作规程

应急处置

人员“四懂三会”

现有管控措施

工艺

介质
本机输送介质

评估问题描述 机械、电气、仪表、工艺分专业写清楚目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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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

风险

通过对设备完好性、运行指标、人员“四懂三会”、日常维护保养、检维修

等数据进行逐项进行分析得出风险点。

如：**年**月**日～**年**月**日轴承振动值频繁超出指标值

（≤4.5mm/s），振动最大值达到 11.2mm/s，存在轴承损坏风险。

建议增加措施 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缺失的管控措施。

结论
1.完好（）整改后可接受（√）整改后不可接受（）

2.建议下次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机械评估人员

电气评估人员

仪表评估人员

工艺评估人员

注：转动设备安全评估标准按照此模板进行编制，根据设备不同特点可增减内容,表 A.2～A.4的内容也可根据

不同设备特点进行增减内容。

A.2静止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如表A.2所示。

表 A.2 静止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示例）

设备类型 设备规格型号 评估范围

设备名称/位号 设备安装使用日期 1.设备：写清

楚此台设备评

估所包括的设

备及附属设

备。

2.管线：写清

楚此台设备评

估所包含的管

线和阀门。

设备使用单位 设备数量

设备生产厂家

专业 安全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细则 评估记录

机械部分

基础管理

设计年限

技术资料

运行参数

现有管控措施

本体结构组

成部分

设备基础

本体

支座、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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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管控措施

安全防护

安全附件

附属管线、阀门

现有管控措施

维修保养
设备维保

现有管控措施

腐蚀泄漏

腐蚀

泄漏

现有管控措施

变更管理
设备变更

现有管控措施

事故事件
防范措施

现有管控措施

仪表部分
仪表附件完

好

现场压力表、温度表

现有管控措施

工艺部分
操作管理

操作规程

应急处置

人员“四懂三会”

现有管控措施

介质指标 本机输送介质

评估问题描述 机械、电气、仪表、工艺分专业写清楚目前存在的问题。

评估结论

风险
通过对设备完好性、运行指标、人员“四懂三会”、日常维护保养、检维

修等数据进行逐项进行分析得出风险点。

建议增加措

施
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缺失的管控措施。

结论
1.完好（）整改后可接受（√）整改后不可接受（）

2.建议下次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机械评估人员

电气评估人员

仪表评估人员

工艺评估人员

A.3电气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如表A.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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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电气设备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示例）

设备类型 设备规格型号 评估范围

设备名称/位号 设备安装使用日期 写清楚此台设备评估

所包括的设备、电气

元器件和电缆。

设备生产厂家 设备使用年限

设备数量 设备使用单位

专业 安全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细则 评估记录

电气专业

服役年限 设备设计年限

进出线侧

进线侧电缆头

绝缘套管

出线侧母排

绝缘子

现有管控措施

冷却系统

风机

控制箱

现有管控措施

本体

油温表

呼吸器

油位计

油枕

瓦斯继电器

压力释放阀

铁芯

绕组

外壳

接地线

散热片

现有管控措施

有载侧

呼吸器

油位计

油枕

瓦斯继电器

散热片

有载调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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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接地线

现有管控措施

纯水系统

水温

水压

法兰

板换

现有管控措施

整流主柜

水温

水压

快熔

晶闸管

现有管控措施

预防性试验

变压器电缆

油中溶解气体色谱分析

绕组绝缘电阻、直流电阻

绝缘油试验

传动试验

现有管控措施

负载情况
整流变负荷

现有管控措施

保护

变压器保护

桥臂保护

现有管控措施

维护保养

设备档案

检修情况

现有管控措施

评估问题描述 写清楚目前存在的问题。

评估结论

风险
通过对设备完好性、运行指标、人员“四懂三会”、日常维护保养、检维修

等数据进行逐项进行分析得出风险点。

建议增加措

施
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缺失的管控措施。

结论 1.完好（）整改后可接受（√）整改后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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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下次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人员

A.4测量类仪表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如表A.4所示。

表 A.4 测量类仪表安全评估标准及记录（示例）

设备类型 设备规格型号

设备名称/位号 设备安装使用日期

设备生产厂家 设备使用年限

设备数量 设备使用单位

专业 安全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细则 评估记录

仪表专业 测量类仪表

外观

1.特殊环境防雨布无破损、无脱落

，防水措施完好。

2.挠性管无破损、无脱落。

3.仪表附近是否有强磁场、振动源

等干扰因素。

4.现场变送器安装是否牢靠，毛细

管是否整理规范，无损坏隐患。

5.零部件或附件是否完好。

6.防爆等级符合要求。

7.现有管控措施。

密封性

1.节流件装置、截止阀、引压管等

处有无泄漏情况。

2.现有管控措施。

接线

1.接线与端子压紧可靠，紧固螺丝

无腐蚀现象。

2.接线板完好，接线螺纹与螺孔要

旋动良好且紧固力要强。

3.现有管控措施。

运行

情况

1.监测稳定，性能良好，符合使用

要求；

信号传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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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显示准确（不准确仪表经过

检定确认无法修复）。

3.现有管控措施。

维护

1.按照维保标准要求进行维护保养

、检定校验、调试并记录。

2.现有管控措施。

评估问题描述 写清楚目前存在的问题。

评估结论

风险
通过对设备完好性、运行指标、人员“四懂三会”、日常维护保养、检维修等数据

进行逐项进行分析得出风险点。

建议增

加措施
根据评估结论制定缺失的管控措施。

结论
1.完好（）整改后可接受（√）整改后不可接受（）

2.建议下次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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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设备安全评估周期表

B.1设备安全评估周期表如表B.1所示。

表 B.1 设备安全评估周期表

序号 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型号 设备性能 数量（台） 安装位置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生产日期 设备安全评估周期
评估日期

备注
上次评估日期 下次评估日期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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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失效模式及影响（FMEA）分析表

C.1设备安全评估周期表如表C.1所示。

表 C.1 失效模式及影响（FMEA）分析表

设备名称 型号 设备位号 使用装置 编制日期

分析人员 审核 修订日期

序号
部件

名称

潜在失效模

式
失效后果 失效原因

固有风险

建议措施

措施结果

严重

性 S

频度

O

探测

度 D

RPN

等级

完成

时间

严重

性 S

频度

O

探测度

D

RPN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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