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对叶片段进行合理分段

分段 工序

第一段 辊道输送机、翻箱机、机器人、切片机

第二段 长爬坡皮带、松散回潮入口电子称和振槽

第三段 薄片添加工序

第四段 松散回潮、

第五段
松散回潮、出口振槽爬坡皮带、风选、暂存柜布料

车、暂存柜

第六段 提升带、加料机入口电子称和振槽、

第七段 叶片HT、加料机、加料机出口振槽、斜皮带

第八段 横向皮带、贮叶柜布料车、横跑车

5、对策实施：措施一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活动前

切片机出口爬坡皮带程序：活动前松散回潮筒出口皮带的运行状态作为爬坡皮带的启动条件



切片机出口爬坡皮带程序：活动后删除此条件，在切片机出口安装光电开关，作为爬坡皮
带的启动条件，再用松散回潮入口电子秤流量和出口皮带的水分仪数据来停止爬坡皮带

活动后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风选程序：将松散回潮出口振槽的状态作为风选的启动条件，用加料机入口电子秤流量和
喂料机高、中、低光电信号停止风选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提升带程序：活动前由加料机出口皮带的启停情况作为提升机的启停条件 活动前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提升带程序：活动后在提升带的启动条件上增加“提升带启动按钮”
活动后



松散回潮筒程序：松散回潮筒需要预热，对松散回潮筒进行单独控制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加料机程序设计：加料机和叶片HT需预热，采用单独控制，同时做了停机
延时条件，前后段设备的闪停不会造成加料机的闪停，保证加料稳定性



2、设计叶片段分段程序并下载至PLC

5、对策实施：措施一

报警：当设备故障时，触发报警，停止相应的设备。



明细
设备分段

批次开始无效运行时
间（分钟）

批次结束无效运行
时间（分钟）

总无效运行时
间（分钟）

辊到输送段 0.5 1.0 1.5
翻箱及夹抱段 0.4 1.2 1.6
爬坡皮带段 0 1.4 1.4
薄片添加段 0 1.4 1.4
松散回潮段 0.6 0.4 1.0
风选段 1.1 0.9 2.0
喂料机段 0 0 0
叶片HT段 0.5 1.2 1.7
加料机段 0.7 1.0 1.7
布料车段 0.3 0 0.3

3、分段程序实施效果检查

5、对策实施：措施一



采用物料反射式和对射式光电开关替换镜片反射式光电开关

1、光电开关安装

5、对策实施：措施二



堵料断料原因
接线

脱落
PLC故障

馈电器故

障

变频器故

障

网络故

障

机械故

障

光电误动

作

其它

原因

断料堵料次数 0 1 1 0 1 2 0 1

1、光电开关安装

5、对策实施：措施二



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用电量统计表

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用电量统计折线图

月份 2016.1 2016.2 2016.3 2016.4 2016.5 2016.6

平均耗电量（度/吨） 24.28 23.71 24.21 23.73 24.26 24.19

月份 2016.9 2016.10 2016.11 2016.12 2017．1 2017.2

平均耗电量（度/吨） 20.78 20.75 20.90 20.77 20.8 20.76

6、效果验证



时间 2016.9 2016.10 2016.11 2016.12 2017.1 2017.2

平均电能用量
（KWH/T）

20.78 20.75 20.90 20.77 20.8 20.76

平均节省电能
（KWH/T）

3.82 3.31 3.16 3.29 3.26 3.3

投叶量(Kg） 1304180 1006178 1495100 1635484.3 1670292 1389400

节 约 总 电 能
（KWH）

4277.71 3330.449 4724.516 5380.743 5445.152 4584.02

以平均每度电0.5497元计算，效果验证期间共节约经济成
本：27743.59*0.5497=15250.75（元）
2016年共投叶2527批次，以每批次5000Kg计算，
每年可节省电能约为：（24.06-
20.79*5*2527=39042.15KWH
那么每年节省的经济成本为：39042*0.5497=21461.5
元

7、效益分析



案例③

降低高架库安全风险等级



1、选题理由



1

人员受
伤害情
况调查

月份
衣角卡在运行链
条次数

人工整理时手
刮擦次数

1月 0 3

2月 1 2

3月 0 2

4月 0 1

5月 0 2

6月 1 3

合计 2 13

2、现状调查



作业人员
作业车辆
调查

入库作业人员/车
辆

人数/车辆

叉车 5

液压车 5

叉车作业人员 5

高架库入库人员 1

烟叶领料员 2

纸板转运人员 2

香糖料转运人员 2

物料车辆驾驶人员 5

装卸人员 10

合计 27人/10辆

最多作业人数/车辆 22人/7辆

平均作业人数/车辆 15人/5辆

2

2、现状调查



危险源

序号 作业区域 危险源 影响/可能的后果 部门

1

高架库

使用输送机械，违章操作或
设备防护装置损坏，人员接
触机械运动部位，导致伤害。

机械伤害

一车间

2

违章超速、超载、超高，或
转弯未鸣号和观察反光镜，
倒车未向后察看等操作不当；
导致车辆撞人事故。

车辆伤害

3

在堆垛机料架和货架上作业
时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帽，
注意力不集中或作业失误，
导致人员坠落。

高处坠落

4
电线裸露、乱拉乱扯、违规
用电、电器老化等，导致人
员触电。

触电

5
生产场地人员违规使用明火、
电器老化、灰尘过多等，导
致火灾发生。

火灾

3

2、现状调查



作业条件风险评价法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

E——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的持续时间或

引起财产损失、事故的活动频繁程度；

C——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的损伤后果；

对高架库作业区域的安全风险等级D值进行评价。

（D＝L×E×C）

本方法来源于贵州中烟关于危险源管控相关文件

4

2、现状调查



L E C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分数值 暴露的频繁程度 分数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万元）

10
完全可能预料,每天都可能
发生

10 连续暴露 100 3人以上死亡 >100

6 相当可能,每周都可能发生 6
每天工作时间暴露或每
天暴露一次

40 2～3人死亡 30～100

3
可能，但不经常,每月可能
发生

3 每周暴露一次 15
导致一人死亡或
3人轻伤事故

10～30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每年
才可能发生

2 每月暴露一次 10
1～2人轻伤事故，
损 失 工 作 日 在
30～105日以内

3～10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每三
年才能发生

1 每年几次 3
身体局部不良反
应,轻微中毒或受
伤必要就诊

<3

0.1
实际不可能,每十年才可能
发生

0.5 非常罕见的暴露 1
间歇不舒适,不需
要去医疗机构进
行救护

无损失

LEC三种因素等级及对应分值表

2、现状调查



风险等级D＝L×E×C的划分及风险控制策划表

分数值（D） 风险级别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D≥540
1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
)

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业,
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估

立刻

270≤D＜540
2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
)

采取紧急措施或短期目标、方案降低风险，
建立运行控制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
估

立即或近期整改

160≤D＜270
3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
)

可考虑建立较长期目标、建立操作规程，
加强培训及沟通

1至2年治理完

54≤D＜160 4级风险(可接受风险)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并需定
期检查、关注

有条件、有经费
时更好地完善

D<54 5级风险(可忽略) 无需采取措施，但需记录

注：D值大，说明系统危险性大，需要增加安全措施，或改变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或减少人体暴露
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减轻事故损失直到调整到允许范围内。

2、现状调查



2、现状调查

序号 作业区域 危险源
影响/可能的
后果

部门 可能性（L）
频繁程度
（E）

严重性C危险程度（D） 风险级别

1

高架库

使用输送机械，违章操作或设
备防护装置损坏，人员接触机
械运动部位，导致伤害。

机械伤害

一车间

3 6 10 180 三级

2

违章超速、超载、超高，或转
弯未鸣号和观察反光镜，倒车
未向后察看等操作不当；导致
车辆撞人事故。

车辆伤害 1 6 40 240 三级

3

在堆垛机料架和货架上作业时
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帽，注意
力不集中或作业失误，导致人
员坠落。

高处坠落 1 6 15 90 四级

4
电线裸露、乱拉乱扯、违规用
电、电器老化等，导致人员触
电。

触电 1 3 10 30 五级

5
生产场地人员违规使用明火、
电器老化、灰尘过多等，导致
火灾发生。

火灾 1 3 15 45 五级

改造前高架库安全
风险评价表



3、目标设定

三级

四级

0

1

2

3

活动前 目标

机械伤害风险等级D

三

四

五

分界线（160）

三级

四级

0

1

2

3

活动前 目标

车辆伤害风险等级D

三

四

五

分界线（160）



作业制度不全

不规范作
业

培训不到位

链条裸露

设备未安装保护装
置

手刮擦

人、车线路混乱

车辆撞人

交叉作业
作业人员
多

考核制度不
严

车辆维护不到
位

4、原因分析



因素一 培训不到位

确认人 李爱军、苏琼 时间 2016年8月

验证方法 现场调查

考查验证

一车间每一个职工上岗前都是经过岗位安
全培训，学习岗位作业指导书和岗位行为规
范，考评合格后才能上岗操作。

结论

因素四 高架库作业制度不全

确认人 周尔强、张锐 时间 2016年8月

验证方法 现场调查、资料查询

考查验证 一车间对《一车间职业健康安全和安全生
产标准化实施办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并组
织了学习培训。小组成员经过资料查询后，
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发现高架库安全风险
控制措施和作业制度全面、合理。

结论

5、要因确认

因素五 考核制度不严

确认人 苏琼、晏良初 时间 2016年8月

验证方法 现场调查

考查验证

关于高架库入库作业区域交叉作业管理、
移动安全防护栏、高架库补充安全管理等规
定中，强化了考核内容，也有较为详尽的考

核规定；在执行中较为严格。

结论



因素二 人、车线路混乱

确认人 李爱军、王中山 时间 2016年8月

验证方法 现场调查

考查验证

小组成员对高架库入库区域进行现场观
察，发现作业人员多，
且存在各种交叉作业，形成多工序、多工
种人员的交叉作业，且作业区域未设置警
戒线、人行横道线、物流车辆定点停放位、
护栏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结论

因素三 设备未安装保护装置

确认人 谭波、张志才 时间 2016年8月

验证方法 现场调查

考查验证

小组成员对高架库作业区域进行现场观
察，发现在紧急调结通道链式输送机（X）
处，未装安全护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可能造成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

结论

5、要因确认



6、对策实施

（1）要因一：设备未安装保护装置

紧急调结通道链式输送机处加装护罩

改造前 改造后



改造前 改造后

在高架库入库区域设置警戒线、人行横道线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改造前 改造后

在装卸区域、高架库入库区域用护栏隔离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改造前 改造后

装卸区域设置物流车辆定点停放位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改造前 改造后

装卸区域设置烟箱堆放区域线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改造前 改造后

在高架库入库安装反光镜



改造前
改造后

设置高架库叉车上烟定位点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改造前 改造后

高架库叉车与人员作业区间增加护栏



6、对策实施

（2）要因二：人、车路线混乱

高架库出库区域设置定位线
改造前 改造后



L E C
分数
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

分数
值

暴露的频繁程
度

分数
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10
完全可能预料,每
天都可能发生

10 连续暴露 100 3人以上死亡

6
相当可能,每周都
可能发生

6
每天工作时间
暴露或每天暴
露一次

√ 40 2～3人死亡

3
可能，但不经常,
每月可能发生

3 每周暴露一次 15
导致一人死亡或3人
轻伤事故

1
可能性小，完全
意外,每年才可能
发生

√ 2 每月暴露一次 10
1～2人轻伤事故，
损失工作日在30～
105日以内

√

0.5
很不可能，可以
设想,每三年才能
发生

1 每年几次 3
身体局部不良反应,
轻微中毒或受伤必要
就诊

0.1
实际不可能,每十
年才可能发生

0.5
非常罕见的暴
露

1
间歇不舒适,不需要
去医疗机构进行救护

改造后的机械伤害：D=L×E×C=1×6×10=60

7、效果验证



L E C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
分数值 暴露的频繁程

度
分数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10
完全可能预料,每
天都可能发生

10 连续暴露 100 3人以上死亡

6
相当可能,每周都
可能发生

6
每天工作时间
暴露或每天暴
露一次

√ 40 2～3人死亡

3
可能，但不经常,
每月可能发生

3 每周暴露一次 15
导致一人死亡或3人
轻伤事故

√

1
可能性小，完全
意外,每年才可能
发生

√ 2 每月暴露一次 10
1～2人轻伤事故，损
失工作日在30～105
日以内

0.5
很不可能，可以
设想,每三年才能
发生

1 每年几次 3
身体局部不良反应,轻
微中毒或受伤必要就
诊

0.1
实际不可能,每十
年才可能发生

0.5
非常罕见的暴
露

1
间歇不舒适,不需要去
医疗机构进行救护

改造后的车辆伤害：D=L×E×C=1×6×15=90

7、效果验证



序
号

作业/流
程/活动

危险源
影响/可能
的后果

可能
性
（L）

频繁
程度
（E）

严重
性
（C）

风险
程度
（D）

风险
级别

1

高架库

使用输送机械，违
章操作或设备防护
装置损坏，人员接
触机械运动部位，
导致伤害。

机械伤害 1 6 10 60 4

2

违章超速、超载、
超高，或转弯未鸣
号和观察反光镜，
倒车未向后察看等
操作不当；导致车
辆撞人事故。

车辆伤害 1 6 15 90 4

完成了预定目标

7、效果验证



感谢你们的聆听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L I S T E N I N G !

贵州中烟遵义卷烟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