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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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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危险性大、周围消防安全环境复杂，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要

做好油田消防重点单位管理工作千头万绪，责任重大。本文通过对油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现状、

分析了重点单位的火灾危险性分析，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从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建设、火

灾预防、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培训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消防管理的理念和途径，预防

和减少火灾的发生，确保油田安全生产和油城居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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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Fire Safety

Management of Oilfields

Abstract: Fire safety in key units of oilfields is highly challenging due to the significant fire hazards and the

complex surrounding safety environment, making fire safety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difficult. Managing fire

safety in these critical oilfield units is a multifaceted task with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re safety in key oilfield units, analyzes the fire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these units, and

identifies existing issues. It then proposes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for strengthening fire safety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andardized fir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ire prevention,

fire hazard rectification, and fire safety training and educ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event and reduce fire

incidents, ensuring safe production in oilfields and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in oilfield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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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油田负责勘查、开采的区块多，矿权面积

广，分布于盆地、平原、沙漠、等偏远地带，

油田单位点多面广线长，其中也分布着诸多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是油田生产生活的主要场

所，易燃易爆场所多，火灾危险性大，一旦消

防重点单位安全管理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油

城居民、油田生产经营稳定。近年来，随着城

市化建设推进及油田建设发展，作为没有围墙

工厂的油田，生产区和城市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现状。一些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内部管

理复杂，外部消防安全条件不断恶化，防范任

务艰巨，消防形势不容乐观[1]。为了更好地融

合油地发展，确保安全生产和油城居民的安居

乐业，应当根据油田经济发展现状、消防重点

单位现状、城市建设发展特点，建立有效的监

督管理机制，科学合理地管理油田消防重点单

位。

1 油田消防安全管理现状分析

近年来，国内油田单位有了快速发展，经

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设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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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油田消防安全管理范

围分布地域广，地处环境复杂，易燃易爆场所

多，火灾隐患多，消防管理难度大。目前虽然

各油田单位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了较为

完善的多个消防队，同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

各级消防安全责任制，较为科学合理的消防管

理体系基本成形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

油田单位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发生频率减少[2]。

但是，近年来，随着油田企业的发展快速发展，

油田设备、管线、油库、泵站星罗棋布，对消

防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消防管理难度越来越

大，但在一些单位受重视程度、管理水平等因

素的制约，难以确保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措施

落到实地。

目前油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分布分类特

点：

（1）分布点多、线长、面广。油田主要集

中在沉淀面积大的盆地、沙漠中，呈现点多、

面广、跨度大，分布地理位置复杂。

（2）呈现易燃易爆特点。油田是由石油与

天然气的地质勘探、钻井、试油、采油(气) 井

下作业、油气集输与初步加工处理、油气储运

及工程建设等诸多生产环节构成的一个特殊

的生产企业，产品主要是原油和天然气。生产

中有大量的设备、机械和建筑物，各类井、站、

厂、库内处理或储存着的油气均属易燃易爆的

烃类混合物，存在着很大的火灾危险性。

2 油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危险性

分析

2.1 易燃易爆性

油田目前主要生产、储存、运输的原油、

轻质油、成品油、油田混合烃、液化石油气、

压缩天然气等，易于挥发和泄漏的油蒸气，容

易达到燃烧爆炸极限，存在很大的火灾隐患，

一量遇到明火，就会引发火灾事故[3]。

2.2 燃烧面积大

石油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流动性，扩

散性强的特点。一旦设备发生泄漏时，会立即

流淌、挥发，影响周边的环境。一旦发生爆炸，

就会殃及周围建筑和设施，引导大面积的火

灾。由此引发企业财产和生命财产损失巨大

在，而且救援难度极大[4]。

2.3 危害后果大

调查表明，火灾、爆炸发生后，造成的危

害极大，救援成本和代价高昂，而且可能导致

的次生灾害严重，给火灾扑救与救援带来极大

的困难。

2.4 火源复杂且难以控制

油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电气火化、静电火

化、外来火源、雷电等火源多且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现场防范措施容易疏漏。油田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用电设备设施数量多，且大部分位于

室外老化速度快，电气短路等情况容易发生。

手机、机动车等移动火源也容易构成威胁。

2.5 人员相对密集,容易造成群死群伤

油田公共场所，比如宾馆、商业区以及卫

生院诊所等，人员往来多，进入这些单位人员

来源复杂不一，他们携带的什物无法加以规

范，进入公共设施后情况比较复杂，一旦出现

火苗引起火灾，救援比较困难，人员多无法及

时得到疏散，容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

3 目前油田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存

在的问题

3.1 消防安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目前企业围城现象突出，企业发展的环境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油田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出

现了明显的弱化，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的责任

制落实不到位。

（1）应急消防组织机构形式化，在责任制

落实方面缺少力度。防火委组织机构无具体运

行保障制度，消防岗位责任缺少具体内容和有

效的监督措施，各项工作的执行力差。

（2）目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仍沿用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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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有的已经陈旧，且操作性差，没有针对

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还有部分单位的消防管理

制度从安全生产 HSE 制度中套取，不符合消

防专业标准。制度的针对性差，可操作性差，

在实际工作不能发挥正常作用。

（3）消防监管部门缺乏制度保障，导致监

督乏力。油田消防监督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理

顺，消防监督部门地位尴尬，且无具体的监督

管理制度，有检查措施无督促整改手段，导致

查出的隐患问题不能采取有效的手段来督促

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

3.2 生产和消防设施老化严重，导致火灾

隐患迅速增加

油田的生产建设周期久，各类生产设施、

消防设施老化严重，30 年以上的消防重点单

位占比较大，油田生产安全四大克星跑、冒、

滴、漏情况时有发生，改造和消除隐患难度逐

年增加[5]。尽管大多数油田基层单位不断扩建

改建消防设施，消防安全形势有一定的好转，

但还是回避不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设

备及输送管网老化。部分大、中型的油田单位，

管网老化现象比较严重，部分设备、设施连续

几十年的生产运行，没有时间进行检测维修，

其安全可靠性无法确定，随时有可能发生消防

事故。由于投产较早、规划落后、带故障超负

荷运转，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直接危及到企业

的安全，影响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3.3 周边环境严重影响油田消防安全

随着企业、工厂围城的加快，致使油田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被居民区包围、油气管线被占

压，防火间距无法得到保证，形成重大火灾隐

患。另外，驻地群众安全意识薄弱，常发生油

气站库安全设施、油品被盗、被破坏事件,油

田物资具有易燃易爆性，盗窃和破坏行为极易

引起油品泄漏和火灾爆炸事故[6]。

3.4 防火检查执行不到位

通过油田消防检查情况来看，消防重点单

位防火检查不能按着规定时间和频率来进行，

防火检查走形式的多，被检查时临时补检查记

录等情况较为普遍，因为资金不足等原因造成

消防隐患得不到认真的整改，造成隐患叠加，

火灾风险长期存在。

3.5 消防隐患整改不及时

（1）未建立消防隐患评估机制。因受专业

知识限制，消防重点单位对于火灾隐患缺乏认

识，难以确定科学合理的整改方案。建立火灾

隐患评估机制，特别是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

评估，及时对火灾隐患进行评估，将能大大提

高火灾隐患整改效率，但目前这项工作没有引

起有关单位的应有重视。

（2）消防隐患整改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无

专项资金。目前火灾隐患整改不够及时，由于

投入不足，导致消防设施损坏或年久失修，导

致隐患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严重影响了消防

安全。每年约有 60%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隐

患问题由于资金问题得不到及时整改[7]。

3.6 消防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质量有待

提高

消防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是提高员工群

众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水

平的根本途径。从事石化企业的员工和作业人

员专业素质还不够高，有些人员没有经过培训

就上岗操作，或没有定期培训、转岗培训，对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尤其是消防安全知识懂

的甚少，没有能力去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扑灭

初期火灾的本领，更不用说向群众宣传安全消

防知识。虽然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在消防培

训和消防应急演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员工消

防素质较高，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1）消防培训无统一标准和制度保障。领

导对消防重视的单位消防培训次数多，培训效

果好，反之则培训次数少且应付了事。虽然油

田考核制度要求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但只是

原则性要求，没有具体的培训标准，导致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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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消防培训开展情况参差不齐。

（2）消防培训师资缺乏。作为国有大型企

业，做好消防工作离不开高质量的培训师团

队。由于油田消防培训师资短缺，面对数十万

员工的特大型企业，散兵游勇式的培训方式无

法满足消防培训需求，更无法保证培训质量[8]。

（3）消防人员抢险救援救灾能力欠缺。油

田各级消防管理人员、防火检查人员、消防设

施操作人员少，部分消防岗位人员业务素质不

高，操作技能不强，责任意识差，当火灾来临

时消防人员抢险救援救能力无法体现。

（4）消防应急演练存在形式化的问题。油

田消防重点单位基本能做到每季度一次消防

应急演练，但大部分演练是走形式，演练内容

程序化，部分单位消防应急演练目的是应付检

查，不符合现场实际情况，演练存在走过场的

问题[9]。

4 改进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对策探讨

4.1 加强三项基本建设，提高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管理水平

（1）完善消防组织机构建设。在油田组织

框架下，逐步完善各级消防组织机构和消防安

全责任制体系，进一步规范消防管理模式，明

确消防重点内容，建立动态的防火档案，开展

标准化管理，规范消防工作，提高消防组织机

构的执行力，完善消防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建

立并完善消防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制度体系。

（2）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防

考核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油田消防重点单位

考核机制建设，制定并完善消防管理考核评比

标准，形成科学的考核制度，将消防管理职责

分解到每一个岗位人员身上，定期组织对各消

防重点单位管理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兑现考核

结果，确保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地。

4.2 加大消防隐患的整改力度

加大火灾风险预防和整改力度，让火灾隐

患无处藏身。根据油田生产生活实际，建立一

套完善的消防重点单位火灾隐患整改机制，确

保火灾隐患及时得到整改，提高隐患整改的质

量，明确整改期限及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措

施，明确整改责任，领导、岗位人员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隐患整改落实到人，

并将之与个人效益挂钩。

执行防火检查制度。防火检查对有效发现

火灾隐患，及时制定整改计划，并采取检查回

头看，彻底消灭火灾隐患。认真分析单位消防

实际，科学界定消防重点部位，制定重点岗位

的隐患整改措施和预防对策。对消防检查发现

的问题彻底整改，对老旧设备设施进行强制更

换，最大限度地堵塞火灾漏洞，将火灾隐患消

灭在萌芽之中。

加强消防设施的检修和更新换代，减少火

灾隐患的发生。消防重点单位要开展不定期、

不通知地点，不打招呼的检查，对检查出的火

灾隐患进行分析评价，科学评估火灾风险，对

确需改造的区域进行总体设计，对消防设备、

设施进行重新布局。根据消防设施的新旧程

度、风险大小采取维修维护，技术改造、强制

更新等措施，签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合同，开

展消防设施年度检测，确保消防设施处于完好

状态，杜绝消防风险的发生。

要充分发挥油田消防监督专业管理部门

的职能作用，强化消防检查，预防和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一是不定期、不通知、不确定地

点的安全抽查，制定整改措施，大打隐患整改

仗。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坚持每半年一次的全

面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逐一建档，

制定措施，督促整改。二是根据季节特点和生

产运行特点开展消防专项治理，集中解决消防

突出问题。三是依法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违章行

为。

4.3 加强综合治理力度，建立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联合驻地政府相关部门及油田安全、保卫

等部门共同开展工作，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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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周围消防安全环境恶化的问题。一要

在建设初期征用土地时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

离。二要协调好同驻地有关部门的关系，在政

府规划、土地审批方面做好工作，以确保现有

的生产区与周边建构筑物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三要做好站场周围居民群众的安全教育和宣

传，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自觉遵守相关安全

规定，确保自觉地在消防安全工作中发挥积极

作用。

4.4 加大消防处罚力度，实施油田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

为了保证消防法规在油田的实施，有必要

尽快出台并实施《西北油田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通过规范组织机构、强化消防职责、加

强火灾预防和宣传教育、灭火救援等手段，加

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的“三个力度”。一

是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对有法不

依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处。二是加大对单位违

法违章发生火灾的处罚力度。三是按章执法，

严厉查处，对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单位、企业

和个人加大处罚、教育的力度。

4.5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充分运用网络技

术

网络技术的使用，不仅缩短了管理者和被

管理者的空间距离，还使原先不可能实现的事

情，因为网络技术的积极采用就变得可以做到

了。一是将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接入油田火灾远程监控系统。在技术上将火

灾预防关口前移，实现早报警、早灭火。二是

推广运用消防重点单位管理系统，提高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管理效能。消防重点单位管理系统

是利用网络技术对消防重点部位、设施器材、

安全疏散等进行分类整理；建立消防管理数据

库和消防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实时监控，及时

发现各种突发性的火灾隐患。三是通过 QQ、

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的使用提高消防技术交

流和管理水平。

4.6 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提升消防整

体素质

要加强消防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训工作，

提升单位消防安全整体素质，对做好消防重点

单位管理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是要强化消

防安全风险的警示。将消防宣传培训制度化，

形成日常性、季节性、“119”等基本工作制

度。二是创新消防安全的宣传教育的方式方

法，提高宣传教育的效果。突破传统的消防宣

传模式，结合现代生活内容和节奏，深入开展

消防宣传活动，努力提高整体消防素质。三是

加大投入，加强培训力度。要将宣传贯彻消防

知识、消防法规纳入职工培训计划，加大投入，

落实培训资金，发展壮大高质量的消防培训师

团队。

5 结语

油田消防重点单位火灾危险性大、周围消

防安全环境复杂，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要做

好油田消防重点单位管理工作千头万绪，责任

重大，要结合油田实际，改革创新消防管理模

式，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措施，重视消防队伍

的建设，强化培训内容，从细节处入手，创新

管理，展开安全风险管理，积多部门合力的效

应，实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法制化、制度化和正规化转变，预防和减少火

灾的发生，确保油田安全生产和油城居民安居

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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