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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882:2001《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分析) 应用指南》。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7826—2012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程序(IEC60812:

2006,IDT)
———GB/T2900.13—2008 电工术语 可信性与服务质量(IEC60050(191):1990、Amend.1:

1999AndAmend.2:2002,IDT)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原国际标准正文中引用有IEC60050(191),但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未体现,现在国家标准规

范性引用文件中添加了IEC60050(191);
———为符合实际需要,定义3.1添加注2说明;
———原国际标准有误,图1中“文档和跟踪”将“6.6~7”改为“6.6~6.7”;
———原国际标准5.4之下为悬置段,现添加编号为“5.4.1”,其后内容编号依次顺延;
———为符合中文标准中流程图的要求,对图2的a)和b)中的线段、图框进行了部分修改;
———原国际标准6.2之下为悬置段,现添加编号为“6.2.1”,其后内容编号依次顺延;
———原国际标准表B.1无表编号,现添加表编号“B.1”,其后表编号依次顺延;
———原国际标准表B.6无表编号,现添加表编号“B.6”,其后表编号依次顺延;
———将表B.2、B.3、B.4、B.7、B.8中责任人列中的英文姓名用“成员A、成员B、成员C、成员D、成员

E、成员F”等替代。
———为符合标准中附录的提及对应要求,分别在标准正文中对附录B,表B.5,表B.7,表B.8,图B.4

添加呼应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

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共同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北京联合普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撷果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清国诚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上海黑马安全自

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邹清、刘瑶、帅冰、唐彬、张文伟、顾峥、俞文光、周有铮、史学玲、聂中文、

赵劲松、崔成志、朱平、刘瑞、李冬、赵建民、肖松青、吴宗之、杨胜松、许亚鹏、孙舒、赵俊丹、王怀义、
刘淼、刘昳蓉、熊文泽、杨柳、游泽彬、史威、李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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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描述HAZOP分析的原理和步骤。HAZOP是一种用于分析已确定系统的结构化

和系统化的技术。它的目标是:
● 识别系统中潜在的危险。这些危险可能包括本质上只与系统现有区域有关的危险和有更大影

响范围的危险,例如,某些环境危害。
● 识别系统中潜在的操作性问题,特别是识别操作性干扰的原因和可能导致不合格产品的生产

偏离。

HAZOP分析的重要作用是,通过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方法辨识潜在危险与可操作性问题,获得的结

果有助于确定正确的补救措施。

HAZOP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种“检查会议”,会议期间由分析组长引导一个多专业小组,系统

地检查一个设计或系统中所有相关部分。它利用一套核心的引导词来识别对系统设计意图的偏离。本

技术的目标是用系统化的方式激发参与者的想象力以识别危险与操作性问题。HAZOP宜被看成是采

用基于经验的方法(例如标准规范而不是别的替代方法)来改进设计使之合理。
有许多不同的工具和技术可用于识别潜在的危险和可操作性问题,如检查表,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

(FMEA),故障树分析(FTA)和HAZOP都属此类。某些方法,例如检查表法和“what-if(如果-怎样)”
分析,可用于信息较少的系统生命周期早期阶段,或不需要详细分析的后续阶段。HAZOP分析虽然需

要较多的关于被评价系统的详细信息,但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在系统设计中有关危险和错误的信息。
术语“HAZOP”也经常被其他危险识别技术关联和引用(如:检查表式 HAZOP、HAZOP1或2、基

于知识的HAZOP)。
在启动HAZOP分析之前,宜确认对现行的任务而言,HAZOP是最合适的技术(单独使用或者与

其他技术结合)。做这个判断时,应考虑分析的目的,任意后果可能的严重程度,细节的适当程度,以及

相关数据和资源的可用性。
本标准已较成熟并为许多行业和不同系统的 HOZAP分析提供了指导作用。在某些行业,还有更

具体的标准和指南,特别是在该技术起源的过程工业,建立了适用于这些工业应用的首选危险分析方

法。详细资料请参看本标准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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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分析)
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应用本文件中定义的一套特定的引导词,系统地进行 HAZOP分析的指南。它还给

出HAZOP技术的应用和分析步骤的指导,包括定义、准备工作、分析会议和结果报告以及后续措施。
本标准还提供了包括不同工业、行业HAZOP应用的分析报告案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EC60050(191) 电工术语 可信性与服务质量(Electrotechnicalterminology—Dependability

andqualityofservice)
IEC60300-3-9 可信性管理 第3部分:应用指南 第9节:技术系统的风险分析(Dependability

management—Part3:Applicationguide—Section9:Riskanalysisoftechnologicalsystems)
IEC60812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程序[Analysistechniquesfor

systemreliability—Procedureforfailuremodeandeffectsanalysis(FMEA)]
IEC61025 故障树分析[Faulttreeanalysis(FTA)]
IEC61160 设计评审(Designreview)

3 术语和定义

IEC60050(1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性 characteristic
对要素的定性或定量描述。
注1:特性的例子如压力、温度、电压等。

注2:在有些领域称之为参数。

3.2 
设计意图 designintent
设计者期望的,或设定的要素和特性的行为范围。

3.3 
偏离 deviation
设计意图的偏差。

3.4 
要素 element
组成节点,用于识别节点的基本特征。
注:要素的选择可能取决于特定的应用,但是要素可以包含例如有关的物质、执行的活动、使用的设备等特征。物

质应被考虑为广义的物质,还应包括数据、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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