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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卷烟厂动力车间

2017全员参与维护设备 全面推进精益生产

改 善 无 止 境

六项改善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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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项改善推进概况

2、成本改善案例

3、效率改善案例

4、安全改善案例

主
要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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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项改善推进概况

改 善 氛 围 和 机 制 的 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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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间
概
况

动力车间主要负责赣州卷烟厂水、电、空压、负压、除尘、除异

味、蒸汽、天然气、空调等能源供给，能源数据采集和厂区污水处理

负责厂区货梯维护保养；负责办公设施等后勤设备的维护保养。

动力车间现有人员85人，配置锅炉、空调、除尘、维修4个班组。

动力车间技术力量雄厚，具有全国劳模1人、市劳模1人，工程师2人，

助理工程师5人，专科以上学历人42人，占总人数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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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在设备管理工作中，以公司整体规划和设备科学管理为依托，确立了

“安全可靠、高效运行、持续改善”的车间设备管理指导方针，结合现场的作
业组织特点，系统的开展设备全员生产维护（TnPM）活动，提升设备综合效
率，并建立了以设备包机到人制度、设备管理考核细则、降耗攻关课题为主的
管理监控机制。

TnPM推进的运行机制一

2017年7月 5



李元发（组长）

张功松、邱太

钰

黎平、李坊忠

夏兴、陈受兴
钟睿海、钟滨 刘龙涛 许赟赟

吕志宏（副组长）
负责协调推

进

负责精益设备

管理的实施和

材料反馈工作

做好精益管理

的宣传报道工

作，材料反馈

工作

实施，分析、

发现和解决生

产中设备存在

的问题

能控系统的运

行数据准确性

及与MES系统

的工作协调

负责资料收集

汇总、厂部资

料送报、精益

管理计划

TnPM推进组织构架

为积极推进厂部精益设备管理工作，使车间各项精益设备管理工作

有效开展，确保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成立了车间精益设备管理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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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TnPM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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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科学的活动流程，建立规范的管理系统，实施切实可行的管理举措，
达到设备效率的最大化。

TnPM活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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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部分改善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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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托盘搜集冷凝水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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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沟盖板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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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空调对控制柜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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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各项问题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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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间通过开展提

高员工意识的各类活动，

现已形成了良好主动和持

续改改善的氛围。

达到100%

52.5 %

89.7 %

94.6%

2016年

2017年（1
月-5月）

2015年

员
工
参
与
率

推进体会

1、 TnPM是一项长期的管理工程，只有常抓不懈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员管理意识、改变设备状态，为

安全高效做最大的贡献。

2、 “六源查找”、“小改小革”、“可视化定

置化”工作要持续改进，不断完善。

3、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到TnPM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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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成 本 改 善 案 例

确保制冷工况下的温湿度并减少内耗

19



一、问题提出

生产现状

精益成本管理
根据厂部精益成本管理要求：加强能源消耗管理，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企业。

动力车间中央空调系统综合能耗在动力车间
总能耗中占比量达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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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冷器将空气温度降到露点温度

利用蒸汽将空气温度升高

目的：将空气的湿度降低（18℃）

目的：将空气由露点温度升高到设定温度（25℃）

除湿工况工艺过
程中存在空气降
温又升温现象。

确保制冷工况下的温湿度

通过对空调工艺的调查和分析，小组发现中央空调在有制冷工况下，
利用空调器的表冷器降温或除湿的工况下，空气温湿度也都会相应下降
变化，温湿度难于保证，并且存在较为严重的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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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

调查一：通过对赣州地区（赣州卷烟厂区域）室外相对环境温湿度进
行为期一年实时监控，发现室外环境湿度≥设定室内湿度时间相对全年时
间占比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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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二

空调机组号 装备属性 日期 时间
新风温

度
新风含湿
（g/kg干）

蒸气平均流
量（t/h）

冷水流量
（t/h）

冷水入
口温度

冷水出
口温度

蒸气平均
耗能

（kw）

冷水平均
耗能（kw）

总耗平均能
量（kw）

单一表冷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0:39:40 27.61 17.97 77.08 34.77 7.76 16.24 48.39 304.07 352.46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8:39:02 27.30 17.52 143.46 30.00 7.07 16.53 90.06 324.93 415.00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16:35:06 30.95 16.15 79.38 30.50 6.96 15.56 49.84 299.17 349.00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6 18:37:02 31.79 16.37 39.87 25.89 7.04 16.96 25.03 295.99 321.01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2:38:19 25.46 16.72 42.55 20.92 7.14 17.19 26.71 237.34 264.05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10:03:21 33.23 17.26 86.72 27.52 7.27 16.75 54.44 299.34 353.79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14:10:43 30.98 17.12 57.84 24.36 7.00 16.74 36.31 274.67 310.98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22:10:45 27.52 17.71 59.38 25.58 6.94 16.61 37.28 286.24 323.52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6:10:18 27.47 15.62 115.51 18.45 6.94 17.69 72.52 225.60 298.11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14:10:10 31.11 16.63 55.65 23.63 7.05 16.85 34.93 268.30 303.24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22:09:12 30.59 16.06 32.33 21.09 6.95 17.21 20.29 251.09 271.39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9 6:10:40 27.19 16.92 132.32 19.85 7.14 17.34 83.07 233.53 316.60 

kt_12 单一表冷 均值 29.27 16.84 76.84 25.21 7.11 16.81 48.24 275.02 323.26

小组于2016年6月4日至9日，选取卷包车间空调K12耗能情况进行抽样
调查，检测6个工作日。发现其平均能耗为323.26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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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三：
通过对K12中央空调耗能情况进行理论计算，得到以下数据：
Ni=(x1-x2) ×qf ×1.29 ×r2+(y1-y2) ×qf ×1.29 ×r
Nab=222.8392
Nbc=0.2
Nz=210.8
在借助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进行计算得到理论能耗约为

260KW/h-265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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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定目标
通过对卷包车间K12空调实际运行能耗情况、理论分析能耗情况结

果进行分析（实际运行能耗为323.26kW/h,理论运行能耗260 kw/h-

265kw/h），结合赣州地区室外温湿度统计情况：室外环境湿度≥设

定室内湿度时间相对全年时间占比超过40%(调查一)。设定本次活动

目标：空调有制冷工况下能耗由原323.26KW/h降为265KW/h.

2017年7月 25



三、分析原因并制定对策

制
冷
工
况
下
内
耗
大

1、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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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因确认

K12空调耗能采集数据（2016年6月4日-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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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 空气制冷过度

中央空调除湿工况下工艺能量流

表冷除湿

空气温度
下降

空气温度
上升

空气吸收冷冻水
的冷量

水
分
冷
凝

达到露点温
度（18℃）

蒸汽加热

设定温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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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对策

对策思路：达到工艺指标、保持原有工艺流程不变、减少能源内耗

表冷除湿

部分空气
温度下降

部分空气
温度上升

部分空气吸收冷
冻水的冷量

少量蒸汽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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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K12中央空调温湿度分布情况、表冷前段风速、风压情况安装

温湿度传感器、风速、风压测量仪进行测试，得到以下结论：

1、K12空调除湿工况下，空气主要湿度集中在新风入口处，即K12

空调表冷器上端。

2、通过对风速、风压进行测试发现，与流体力学理论相吻合，即

由于风速与风压的作用，上端进入的新风很难进入表冷下端。

因此，小组设想将K12空调单一表冷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两部分

相互独立；在除湿工况下，上端表冷只要负责空气除湿，下端表冷主要

负责空气降温，这样可以避免空气过度制冷，进而造成内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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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对策表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时间 负责人

空气制冷
过度

降低空气制
冷度，减少
冷冻水冷量
消耗，减少
蒸汽消耗。

1、表冷除湿实现独立、
自动调节控制。
2、改装空调系统各个阶
段能源消耗实时监控。

1、K12空调表冷器上下端

增加阀门，实现独立分开，
表冷上下端管道增加阀门，
独立分开。2、增加蒸汽，

表冷用量，温度实时监测
仪表。

联合工房
6区K12空

调风柜现
场

2016年
6月

许赟赟

3、改装后空调系统中控

系统能够实现一般表冷、
表冷分置相互切换、自
动控制。

3、修改K12空气处理器程
序及制冷PID参数；

中控制、
空气
处理器

2016年
6月

钟睿海

4、在表冷分置自动运行

状况下，改装表冷空调
系统100％满足卷包车间

环境工艺指标（温度：
25±2℃；湿度：
65±3%）。

4、卷包生产区温、湿度
实时检测。

中控室、
卷包生产
区

2016年
6月

龙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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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对策实施

实施一、表冷器上下端增加阀门，实现独立分开，表冷上下端管

道增加阀门，独立分开。

改造前 改造后
2017年7月 32



实施二、增加蒸汽、表冷用量、温度实时监测仪表。

目的：对K12 空调蒸汽用量，上、下端表冷冷冻水能耗进行实时监

控，记录实施数据，便于及时了解改装后K12空调各个阶段能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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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三、修改K12空气处理器程序及制冷PID参数。

目的：修改K12空气处理器程序及制冷PID参数；修改中控上位机程序、中

控操作页面。

增加一般表冷、分置表冷
相互切换

2017年7月 34



实施四、实时对卷包生产区温、湿度情况进行监控和记录。

目的：确保K12空调控制区域，温湿度时刻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温度（℃）湿度（%） 温度（℃） 湿度（%）
9:00 25.39 59.34 23.62 66.62

10:00 25.59 56.29 26.34 46.66

11:00 26.48 56.20 28.34 42.30

12:00 26.27 59.72 29.30 38.34

13:00 26.12 56.04 30.82 36.81

14:00 26.31 57.59 31.33 33.92

15:00 26.12 56.67 31.88 32.10

16:00 26.30 56.67 32.55 30.90

17:00 26.00 58.85 33.09 29.45

18:00 25.72 58.17 32.66 32.97

19:00 26.40 58.77 31.67 33.71

20:00 25.59 60.52 30.05 34.77

21:00 25.57 58.93 28.73 38.59

22:00 25.36 58.90 27.65 40.74

23:00 25.14 59.18 27.00 41.81

测试时间

2016年6月15日

K12室内工况 室外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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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效益分析与巩固措施

（1）目标值确认

空调机组号 装备属性 日期 时间 新风温度
新风含湿
（g/kg干）

蒸气平均流量
（t/h）

冷水流量
（t/h）

冷水入口
温度

冷水出口
温度

蒸气平均
耗能（kw）

冷水平均耗
能（kw）

总耗平均能量
（kw）

单一表冷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0:39:40 27.61 17.97 77.08 34.77 7.76 16.24 48.39 304.07 352.46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8:39:02 27.30 17.52 143.46 30.00 7.07 16.53 90.06 324.93 415.00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4 16:35:06 30.95 16.15 79.38 30.50 6.96 15.56 49.84 299.17 349.00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6 18:37:02 31.79 16.37 39.87 25.89 7.04 16.96 25.03 295.99 321.01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2:38:19 25.46 16.72 42.55 20.92 7.14 17.19 26.71 237.34 264.05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10:03:21 33.23 17.26 86.72 27.52 7.27 16.75 54.44 299.34 353.79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14:10:43 30.98 17.12 57.84 24.36 7.00 16.74 36.31 274.67 310.98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7 22:10:45 27.52 17.71 59.38 25.58 6.94 16.61 37.28 286.24 323.52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6:10:18 27.47 15.62 115.51 18.45 6.94 17.69 72.52 225.60 298.11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14:10:10 31.11 16.63 55.65 23.63 7.05 16.85 34.93 268.30 303.24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8 22:09:12 30.59 16.06 32.33 21.09 6.95 17.21 20.29 251.09 271.39 

kt_12 单一表冷 2016-6-9 6:10:40 27.19 16.92 132.32 19.85 7.14 17.34 83.07 233.53 316.60 

kt_12 单一表冷 均值 29.27 16.84 76.84 25.21 7.11 16.81 48.24 275.02 323.26 

表冷分置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3 20:37:59 30.00 16.59 24.08 25.66 7.04 16.39 15.12 262.69 277.81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4 4:39:19 26.34 17.51 20.65 20.21 7.00 16.23 12.96 215.82 228.78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4 13:39:33 33.14 16.97 39.96 44.35 6.90 13.46 25.08 310.20 335.28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6 14:35:39 29.85 15.25 18.40 21.49 6.96 17.17 11.55 255.96 267.51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6 22:36:38 28.30 16.66 14.51 22.78 6.91 16.37 9.11 252.90 262.01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7 6:37:57 25.25 17.06 98.46 17.45 7.04 16.99 61.81 199.99 261.81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7 18:10:33 31.66 16.77 13.41 24.60 7.00 16.24 8.42 263.29 271.71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8 2:10:33 27.71 17.39 13.38 21.33 7.03 16.80 8.40 234.38 242.78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8 10:10:30 28.19 16.32 31.36 22.62 7.17 16.10 19.69 232.39 252.08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8 18:13:32 32.79 15.34 13.44 24.43 6.97 16.54 8.44 269.14 277.57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9 2:10:55 28.46 15.58 15.45 19.30 7.09 17.39 9.70 221.07 230.77 

kt_12 表冷分置 2016-6-9 9:36:10 27.39 17.87 42.53 21.37 7.24 16.52 26.70 229.49 256.19 

kt_12 表冷分置 均值 29.09 16.61 28.80 23.80 7.03 16.35 18.08 245.61 263.69 

表冷分置耗能/单一表冷耗能 0.37 0.89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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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试验周期的能量消耗及其他数据的均值，并把所有的均值
数据列表，进行计算统计。

序号 能量种类
单一表冷平均
耗能（kw）

表冷分置平
均耗能（kw)

耗能比 节能比

1 蒸汽 48.24 18.08 0.37 0.63 

2 冷水 275.02 245.61 0.89 0.11 

3 总量 323.26 263.69 0.82 0.18 

采用表冷分置的双表冷器的方案节能实验结果显示：
蒸汽能量节能比：63%。
冷水能量节能比：11%
综合能量节能比：18%
表冷分置后平均能耗为：263.69KW＜265KW(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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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效益

K12空调改造后的制冷季节经济效益、折标值，改造后节能预估显示每
台每年可以节省86061元。

kt12制定季节蒸汽节能统计

名称 节能数量 折人民币(元/h) 折标煤量（kg/h) 节人民币(元/台.年) 节约标煤（t/台.年）

节能量（kj/s) 30.16 

蒸汽当量(t/h) 0.048 

天然气流量（m3/h) 3.81 14.85 46.24 64,163 199.78 

电量(kw) 0.46 0.37 0.56 1,577 2.42 

合计 15.22 46.81 65,740 202.20 

kt12除湿季节冷水节能统计

名称 节能数量 折人民币(元/h) 折标煤量（kg/h) 节人民币(元/台.年) 节约标煤（t/台.年）

节能量 （kj/s) 29.40 

系统cop值 5.00 

折合电量(kw) 5.88 4.70 7.23 20,321 31.22 

蒸汽+制冷节能总计 19.92 54.03 86,061  2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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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

1、修订以下文件：

《中央空调安全操作规程》

《K12空气处理器电气原理图》

2、制定《K12表冷分置操作指导书》；

3、对操作工进行培训，做好程序备份，活动资料入档。

（4）推广

正在积极向厂部申报对剩余15组空调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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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率改善案例

中央空调过滤筒清洁装置的研制

40



一、问题描述

卷烟行业生产工艺要求的车间温湿度是由空调制冷系统保证的,中央空

调为空调制冷系统的主要设备之一，在送风的同时也会吸回车间内含有灰

尘的空气，回风中吸回的灰尘被空调的过滤筒所吸附，时间长了，过滤筒

就容易堵塞，影响送风量，从而影响到车间内的温湿度稳定，所以空调滤

筒的清洁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每次清理后，清洗后效果不是

很理想，并且很快就会严重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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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人：邱太钰 时间：2017年2月4日

备注：1、清洁前说选空调均已超过500pa，压差高限
2、滤筒行业规定需要清洗时的压差为清洁时的2~4倍，空调厂家给出

的数据为500pa，也就说每次清洁后要求在125pa~250pa。此滤筒安装初
始压差45pa~95pa。

结论：传统式的清洗方法无法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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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1）人工清洗效果不好

显然人工清洗的花费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而且滤筒是否冲洗干
净的评判标准模糊，只能根据目测，清洗效果不能得到保证,装上后过
滤效果不能保证。

（2）风干效果不好
由于停产时间有限因此，清洗后的滤筒没有足够的时间风干，所

以会引入新的问题，如：1、没有风干的滤筒很容易沾灰。2、开机后
风中会带有水滴，这样对机组温湿度影响很大，甚至造成仪表损坏。

分析结果：
中央空调过滤筒清洁装置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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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定目标

经过车间技术分析，决定本次课题的目标值：中央空调滤筒清洁
后效果由两侧压差235pa降到15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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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对策

序号 对策 目标 措施 完成时间 地点 责任人

1
绘制机械
图

精准反映内部结构
用CAD软件正确绘
制出原理图及装配
总图的图纸，

2017年3月10
日

机械维修
间

赖国标

2
确定电路
图，及控
制流程

能实现定时开关机
用绘图软件绘制电
路图，实现1-99s之
间的定时

2017年3月12
日

电气维修
间

龙永昌

3
确定操作
流程

操作简便，符合实际

依据改良设备性能
确定优化操作流程，
并由车间主任审核
确定

2014年3月15
车间办公
室

谢有禄、
邱太钰

4
零件加工
组装

设备连接处保证密封，
100%不漏气

根据工艺，图纸要
求实施，并增加密
封措施。

2017年3月17
日

机修间
黎平、黎
声元

5 试验
运行稳定，操作简便，见到
灰尘明显减少，清洁度少于
100g

在除尘房试机
2017年3月20
日

除尘房 刘龙涛

6 实操培训
操作人员熟悉使用装置，
100%综合考试通过

对操作人员进行原
理讲解和实际操作

2017年3月21
日

现场 邱太钰

2017年7月 45



五、对策实施
对策实施一

实施项目 实施情况 实施人员 时间 地点

绘制机械图 精准反映内部结构 赖国标 2017年3月10日 机械维修间

实施效果：各部件之间能精准反映清洁装置内部结构，为
清洁装置制作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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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实施二

实施项目 实施情况 实施人员 时间 地点

确定电路图 能实现定时开关机 龙永昌 2017年3月12日 电气维修间

实施效果：电路分为开机、关机与急停按键，简单有效的
电路使得设备操作简便，并且采用CGDTEL JS14S型时间继
电器实现了1S-99S时间计时，并就现场工况设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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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实施三

实施项目 实施情况 实施人员 时间 地点

确定操作流程 操作简便，符合实际 谢有禄、邱太钰 2017年3月15日 车间办公室

实施效果：通过对工艺流程重新制定，制定了符合新工作
环境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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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实施四：安装好的中央空调过滤筒清洁装置和试机运行。

实施效果：设备安全可靠，牢固，能够满足设备稳定长期
运行，并在端盖底部，增加密封圈防止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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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清洗方式人员数量不定，4-7人均有，且分工不明，一人在拆卸，
另外人在等着，等集中清洗完，到风干安装，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空出，
人员闲置。

使用新方法后，人员数量为4人，一人清洁，两人搬运，一人拆卸安
装，分工明确，并降低了劳动力。

对策实施五：清洗方法培训

实施效果：清洗人员由分工明确同时劳动强度大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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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效果检查

（1）过滤筒清洗前后效果对比图

2017年7月 51



（2）空调器压力对比表（空调抽取）

时间 K5 空 调 清
洗 后 滤 筒
压差（pa）

K8空调清洗后
滤筒压差（pa）

K9空调清洗后
滤筒压差（pa）

K10空调清洗
后 滤 筒 压 差
（pa）

K12空调清洗
后 滤 筒 压 差
（pa）

平均值

2017年4月 140 110 115 117 85 113

2017年5月 120 120 112 116 100 114

2017年6月 110 102 96 67 103 96

平均值 123 111 108 100 9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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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机器投入后，每次工作时间缩短一至两天，一年至少少清洁5次，以5名工人为
例，2天时间，费用为5×5×2×200=10000元，直接节省5000元。
（二）无形效益

通过课题改善，增强了员工工作责任心，员工都有较高的信心把工作做好，课题
改善上讨论的措施能运用到工作中，并取得明显效果。

通过课题改善的开展，加强各员工沟通与协作，我们工作中每一件事都能在大家齐
心努力下愉快完成。

通过课题改善的开展能真正提高员工的品质意识，增强了员工对产品的品
质和成本和认识和了解。

八、巩固
1、将中央空调过滤筒清洁装置的设计图纸和资料等进行了整理规范，经设备

科同意资料并已存档在车间档案室。机械图(图号DL20140701-1)和电路图(图
号DL20140701-2)原理图,有电机和时间继电器说明书,有压差计说明书,档案编
号为1-动力QC-滤筒清洁装置。

2、动力车间已对中央空调过滤筒清洁装置编写了操作规程，车间组织机电维
修工和操作工进行学习培训,且已纳入了日常设备保养范畴，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维
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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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改善案例

切丝除尘管道防火装置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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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描述

切丝机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微粒，切丝过程中烟叶经过高

速旋转的刀片切成烟丝，刀片利用砂轮不断磨锋，在砂轮与刀片磨削时

产生大量的微粒铁屑火星，火星经除尘管抽入除尘器，除尘器内的烟灰

和过滤袋为易燃品，火星进入除尘器后有可能造成烟灰阴燃，过滤袋着

火燃烧，导致火灾的发生。

切丝机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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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方案

1、在除尘器前端加装防火装置。防火箱原理：烟尘和火星经过第

一块带有磁铁的定位板进行抵挡吸附火星。再经过第二块、第三块磁铁

的吸附后，杜绝了火星进入除尘器，同时，烟尘则吸到除尘器内排出。

除尘防火箱由不锈钢制成的不锈钢盒不变形，使用寿命长，除尘防火箱

节能环保，可以任意拆装使用，并具有结构简单、合理、成本低和免维

护的特点。

防火箱加装位置
防火箱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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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首先对磁铁板的并列安装和错列安装进行选择，从上
图中可以看出，A图磁铁顶部的火星因直线运动和没有阻挡，可能
会有火星吸附不到，而B图由于有阻挡采取了曲线运动，吸附能力
强于A图，决定采用B图错列安装磁铁板。

2、选择设计方案：并列安装磁铁板和错列安装磁铁板

图A   磁铁并列安装示意图 图B   磁铁错列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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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实施
1、制定对策表

2、对策实施

防火箱的制作 安装好的防火箱防火箱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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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检查
1、检查除尘器各运行主要参数运行正常。

2、防火箱运行一个月吸附的铁质粉末。

2017年7月 59



五、安全效益分析

1、防止火星进入除尘器，彻底杜绝安全隐患，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

2、提高了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六、巩固措施

1、操作工每日对防火箱外表进行检查、清扫、清洁。

2、检修人员每月定期对防火箱吸附的粉尘进行清理。

3、建议制度评审时，将防火箱纳入《除尘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Q/JXZY-GZ 105 03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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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评委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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