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驱动”的安全管理体系有待形成

暗查暗访组通报的第一批巡查
发现的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例中，广
西广明码头仓储有限公司问题最为
突出。 通报指出，共发现该企业各类
问题隐患 17 项。 比较突出的问题隐
患包括： 企业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
统管理混乱、 建筑设计不满足防火
防爆要求、 汽柴油操作室放置了非
防爆电器、 生产管理人员不清楚罐
区工艺联锁的设置及投用情况等，
存在重大风险。

位于上海金山第二工业园区的

东邦化学 （上海 ）有限公司更是被
查出多达 29 项安全问题。 该企业
使用环氧乙烷、环氧丙烷等危险化
学品 ，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 但暗查暗访组发现，该企业生
产区多处未设置有毒可燃气体报
警设备，或报警仪故障，形同虚设；
原料和成品罐区部分管线腐蚀严
重。 此外，还存在显示屏系统处于
报警状态却无人处置、中控室员工
对系统工艺流程和控制逻辑不熟
悉等问题。

更有甚者，在辽宁营口的兴达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内，暗查暗访组还发
现有 14 个成品油储罐属于未批先建
项目，并未取得相关安全许可证。 “企
业为追求经济利益私自违法生产经
营建设， 且每个储罐的容积是 5000
立方米，远大于当初设计的储罐容积
标准，对库区及周边安全埋下了极其
严重的隐患。 ”暗查暗访组指出。 此
外，该企业还被爆出陪检人员“一问
三不知”，文件、制度前后矛盾，形同
虚设等问题。

针对危化品安全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年 2 月印发了《关于全
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此
后，国务院安委会在去年 4 月又印发《危险化
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通过实施三年行动， 完善和落实旨在从根本
上消除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的责任体系、制
度成果、管理办法、重点工程、工作机制和预
防控制体系。

“安全督察工作确实能发现很多问题，对
督促企业提高安全意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也要看到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 企业的整
个安全管理系统是存在明显漏洞的，否则，只
根据条条框框‘就点谈点’是做不好安全工作
的。 ”雷平妹坦言。

“很多大型企业也有类似问题， 很多都
是集团总部或政府部门发文列示了各项标
准，要求下面的企业去落实，但没有人告诉
企业该怎么做，他们只看结果，把最核心的
一步省掉了。 ”雷平妹进一步表示，“很多企
业没有一个成型的、 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安
全管理体系。 ”

北京歆迪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政府从监管层面按
法律法规进行监管，这是政府的职责。 但监管
永远只是外力， 如果企业不真正承担这个主
体责任，不能形成自己内部驱动的话，安全就
难以保证。 另外，目前我国安全监管人员的素
质还跟不上，不能自己真正把问题找出来，素
质亟待提高。 ”

多家企业安全设施、制度形同虚设

针对发现的问题， 暗查暗访组责
令企业停产整顿或限期整改， 确保各
项整改措施落实。 同时要求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教育
培训力度， 提升员工安全生产知识水
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另外，要求各地应
急管理部门要及时跟进， 指导企业整
改问题隐患。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危化品生产
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不少。应急管理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1—11 月，
全国共发生化工事故 127 起、 死亡

157 人。 典型安全事故暴露出一些地
方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法治意
识不强、安全基础薄弱、本质安全水
平不高、 安全管理缺失等突出问题，
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任务
依然艰巨。

近日， 上海石化烯烃部 2 号乙烯
老区在检修开车准备过程中， 裂解炉
区域原料管线发生闪爆， 造成 8 人烧
伤。而今年以来，江苏南京扬子石化橡
胶公司化工装置、 芳烃厂也陆续发生
了爆燃起火。

在巴斯夫大中华区前高级经理
雷平妹看来，目前我国许多危化品企
业的安全管理意识不强，安全管理不
到位。 “暗查暗访时这些问题被暴露
出来，但平时，这些问题在很多企业
都是‘常见’现象。特别是中小型的化
工企业， 他们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利
益， 看不到安全投入带来的经济价
值，也不会高瞻远瞩地考虑企业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 对他们来说，更多的
是侥幸心理，中小企业普遍对安全生
产认知不够。 ”

安全管理意识缺失

油气·要闻 □主编：别凡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iefan8582@163.com

□ 2021 年 6 月 7 日

13

危化品安全管理岂能“粗枝大叶”
■■本报记者 李玲

智能化平台打通石化物流“堵点”
■■本报记者 李玲

近日， 中化集团旗下中化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中化能源科技”）推出的壹化
物流平台在宁波正式发布。

作为面向大宗石化行业企业的智能化
物流平台， 壹化物流打破了货主与船运公
司之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供需信息的公开
透明与资源的高效优化匹配， 将资源分配
权与产品定价权交还市场， 通过深度挖掘
运力市场潜力，为货主降低成本，为船东增
加收益。

在业内人士看来， 当前我国石化物流
行业分布散且体量小，在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趋势的推动下， 石化物流平台将有望构
建石化物流业新模式， 提高行业整体运营
效率。

传统石化物流“卡脖子”问题多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未来几年石化行
业新增产能的持续释放，供应量的不断增
长，物流的运力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但石
化物流行业仍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

“化工物流行业百强的统计结果显示，
目前道路运输企业有 50 家，综合服务性企
业 20 家，仓储服务型企业 20 家，水运企业
10 家，数量都并不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危化品物流分会副秘书长蔡执阳指
出，“这些企业主要聚集在华东沿海区域，
并且体量都不大， 说明我国化工物流行业
还是相对小而散的。 现在平台的应用就起
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

中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
辉指出，我国传统石化物流运输正面临三
大痛点：一是货盘与运力匹配效率低。 在

传统的大宗物流运输过程中，运输价格不
对称、船货发布信息分散且不透明、船舶
空载率高等问题突出。二是中间环节错综
复杂。 运力供给和运输需求的链接中间
环节长， 运费从货主方经过层层转包，
到达船东手中的少之又少 ,船东利益难
以保障 。 三是行业整体数字化程度较
低。 开票、收款、称重、化验的数据在各
环节之间难以有效衔接和协调运作；基
础设施简陋， 且处于人工操作状态，作
业效率低。

“基于以上石化物流行业现状，开展石
化物流数字化转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国辉说。

智能物流平台兴起

国辉介绍， 壹化物流平台整合了化工
品产业链的业务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仓储
物流，提供择船、运输、检验、交收、结算一
体化服务，打造了“自营+第三方”一站式
化工品运输综合服务平台。 旨在为平台两
端的客户即货主和船东提供一个方便快捷
的商业运作模式，让货主找船更方便，让船
东找货更方便。

“通过对线下传统业务先进经验的提
炼和数字化流程再造， 形成一套与传统销
售机制完全不同的线上定价定量决策机
制，销售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实现了刀刃向
内的自我革命， 从根本上杜绝了暗箱操作
和隐形门槛， 完成了管理决策的创新变
革。 ”国辉称。

事实上， 正在物流领域进行数字化探
索的不仅限于中化集团。 在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变革加速推动物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
背景下，近几年能源数字化平台层出不穷。
比如，针对化工品，有以资源方为主导的平
台易派客、巨正源；有以中间贸易商为主导
的摩贝、化塑汇、快塑等平台；此外，近几年
发展迅速的数字能源基础设施提供商能链
集团，从用户端出发，打通了成品油全产业
链的物流。

“要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需
要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在整个供应链条
上实行优化，实现物流的降本增效、供应
链创新， 包括交易和物流平台的电商化，
以及仓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 ”蔡执阳
表示。

助力全产业链精细化管理

交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沿海省际成品油运输量超过 7000 万吨，
较 2019 年增长 7.9%，2020 年省际液体化
学品船运输量突破 3000 万吨。 “十四五”
期间，随着一批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的投
产， 预计未来 3 年国内新增炼油能力 1.1
亿吨， 化工品沿海规划新增扩建项目为
4554 万吨， 我国石化产业物流需求将进
一步增长。

在多位专家看来， 石化物流行业正
迎来重要的发展窗口期。 数字化大潮风
生水起， 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加
速推动物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
联网、物流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应用， 成为破解传统化工物流
高成本、低效率、资源错配等问题的有效
途径和手段。

智能化、 数字化物流也将进一步助力
企业实现全链条的精细化管理。

“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深入广泛
应用， 已经成为企业实现强监管的重要途
径，以供应链数字化连接整个物流环节，同
时通过科技赋能服务， 实现全过程的规范
化和安全预警预测，让管理更加便捷，让监
管更加可视， 有效避免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隐患和事故， 而且可以实现从线上平台进
行人员和车辆、运输能力的安全管理，充分
调动可用资源， 提升化工品物流安全监管
及运营效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主任刘
宇航表示。

本报讯 日前，全球首座十万吨级
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
一号”能源站完成全部设备安装工作，
整套生产装置已具备投产条件，为“深
海一号” 大气田今年 6 月底正式投产
提供装备和技术保障。

“深海一号” 能源站今年 1 月中
旬从山东烟台启程，历时 18 天、航行
1600 多海里，抵达海南岛东南陵水海
域，落位“深海一号”大气田（陵水 17-
2），开启海上系泊、安装和生产调试
工作。

“该能源站抵达陵水海域预定
位置后， 中国海油现场作业团队开
展了上千种复杂工况计算模拟和桌
面推演，先后成功完成 14 条海底管
道的铺设连接和 6 条钢悬链线立管
的铺设提升作业， 攻克了深水钢悬
链线自主安装技术。 ”中国海油陵水
17-2 项目组总经理尤学刚告诉记
者，目前，“深海一号”能源站正在加
紧进行投产前最后的设备联合调试
工作。

“深海一号”能源站用于开发“深
海一号”大气田，该气田于 2014 年 8
月在海南岛东南水深 1500 米的陵
水海域发现， 是我国海域自营深水
勘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2018
年底， 中国海油启动了该气田的实
质性工程建设工作， 开发方案采用
“半潜式生产平台+水下生产系统+
外输海底管道”的模式开发。

“‘深海一号’能源站建造安装过
程中， 采用了 3 项世界级创新和 13
项国内首创技术， 突破 12 项 ‘卡脖
子’技术，成为中国海洋工程装备领
域的集大成之作，刷新了全球同类型
平台建造速度之最。 ”尤学刚说。

据了解，“深海一号”大气田预
计于今年 6 月底正式投产，高峰年
产气量超过 30 亿立方米， 通过环
绕海南岛，联通粤港两地海底管线
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源
源不断地输送来自深海的清洁能
源，可满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
用气需求。 （任敏 ）

国务院安委办暗查暗访组近日调查发现，吉林、辽宁、上海、山西、广西等多地危化品企
业存在违规存储、未批先建、安全装置不合规等现象，安全生产问题突出———

资 讯

危险化学品未按规定储存， 企业
车库中存放含危险化学品超过 10 吨、
无标签的化学品； 储罐未设紧急切断
阀，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探测器安装位
置不合规； 未批先建擅自从事油品储
存，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日前， 国务院安委办暗查暗访组
在吉林、辽宁、上海、山西等地对危化
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 曝光
了企业生产中的诸多安全问题。 记者
注意到， 其中仅上海一家化工企业就
被查出多达 29 项安全问题，其中包括

4 项重大安全隐患。
安全管理一直是我国危化品企

业生产的重中之重， 国务院安委会、
国家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曾多次发文
强调安全生产，为何企业安全问题仍
频现？

“深海一号”能源站完成全部设备安装

本报讯 日前，广西首座碳中和
加油站———中国石化广西石油百色
六华加油站投入运营。 该加油站全
年可减少碳排放量 81.5 吨，抵消加
油站自身每年约 76 吨的碳排放后，
净减排二氧化碳约 5.5 吨， 是中国
石化首批碳中和加油站之一。

据介绍，百色六华加油站光伏发
电项目，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光伏组
件，整体设计、整体施工，具有结构重
量轻、用材省，安装稳定、使用寿命长
等特点。 经测算，该站年发电量可达
9.1 万度，除供应加油站自身使用外，
每年约有 1 万多度额外富余电量并
入电网。

另据了解， 为践行绿色低碳发
展战略， 中石化广西石油加快打造
“油气氢电服”综合加能站，加大光
伏发电项目实施力度， 充分利用加

油站罩棚顶、 站房顶、 停车区等空
间， 大力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 目前，已在南宁建成投用 4
座光伏发电碳中和加油站， 年发电
量达 22.6 万度 ， 可减少碳排放量
202.5 吨， 相当于每年种植约 10000
棵树 。 据了解 ， 中石化广西石油
2021 年将建成光伏发电碳中和加油
站 70 座，“十四五” 期间计划新建
500 座碳中和加油站。

据悉 ， 为加快推进能源转型
和产业升级 ， 积极布局建设光伏
发电站点 ， 中国石化目前已在海
南 、广东 、广西 、云南等地布局建
设 160 座光伏发电站点 。 “十四
五 ”期间将布局 7000 座分布式光
伏发电站点 ， 开发碳中和林 、碳
中和加油站等各具特色的碳中和
模式 。 （刘清 ）

广西首座碳中和加油站投运

近年来，在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推动下，能源数字化平台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