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 建安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认证人员：王忠杰 

认证类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0 引言 

××建安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申请质量、环境、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主要认证范围： 

“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              

该公司本部位于×省，本次审核还包括异地分公司和项目部。

2013 年 8 月组建审核组，按照审核计划笔者审核路线为分公司

和项目部一（8.15-16）→项目部二（8.24）→项目部三（8.25-26），

之后审核组全部汇集该公司本部审核（8.27-30）。 

1 案例背景 

本案例介绍的笔者在现场审核中发现的三个不符合项主要

为该公司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三个不

符合项的整改，有助于促进其不断专注国内外对常规作业领域危

险辨识的新动态和新视角，推动危险源辨识的主动性和不断深入，

在组织内部提高员工对风险的认知，改进该公司管理机制在沟通

效率、部门/业务接口、项目不同地域风险特点辨识、自我发现、

自我改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该企业以务实的态度、践行管理体



系要求，不断优化安全作业标准，分享耕耘的成果，达到持续保

持和改进管理体系的真正目的。 

2 主要发现 

本次审核从时间分配上看，时间是比较紧张的，为在有限时

间内，达到有实效的审核效果，笔者秉承过程方法的原则，审核

沿着业务过程路径逐步展开，深入过程链相关不同部门在过程中

的活动和接口，以评估过程和系统管理机制的有效性。下面针对

笔者本次审核发现的三个不符合项的过程、方法和意图，分别给

予点评。 

①第一个不符合项事实陈述： 

2013.6.28仓储区塔吊起吊时发生钢丝绳断裂未遂事件,该部门进

行了事件分析，采取了初步措施，但截至目前该事件信息未上报

公司安全监督处，上述事实不符合公司《未遂事件管理规定》3.2.2

条款关于“发现未遂事件后，一般事件24h上报安监处；对于高

危未遂事件应在12h上报安监处,… …”的规定。 

不符合GB/T28001- 2011 标准  4.5.3  款。 

点评： 

该不符合是在分公司物资仓储区发现的，首先源于从抽选的

班组会手写记录本中筛查到初步信息，经进一步追踪获得全过程

再现，并很快找到此事实违反该公司的内部规定依据。这种抽样

选择源自笔者过去的审核经验，往往在生产一线记录本中含有一



手的过程信息，这种信息源的载体，表面上看似脏兮兮，字迹潦

草，可能还有错别字，但其中却含有宝贵的基础性证据。按照该

公司规定，这一事件性质应属于高危未遂事件，不符合项发现对

基层部门、分公司、公司本部都有触动。促使该公司就事件信息

基层为何不上报？有何顾虑？分公司层面是不知情还是另有原

因？公司本部在制度设计上有何不足？… … 等等，引发深入思

考。 

在该公司本部审核中还发现2013年8月另一个项目部上报现

场吊装同类未遂事件，因主管此事的岗位人员出差，目前还未从

全公司高度进行处理。上述事例说明系统在发出体系异常/隐患

信号，对管理者能否及时捕捉信号、识别风险、实施管控的能力

提出了挑战。 

 

②第二个不符合项陈述： 

对焊接过程识别了飞溅烫伤和电弧烫伤的危险源，但未识别焊枪

烫伤和焊件烫伤的危险源；查分公司制定的《电焊机安全技术操

作规程》（2010 版），没有对焊接过程中禁止调档作出规定。               

不符合 GB/T28001- 2011 标准  4.3.1/4.4.6  款。 

点评： 

对于施工企业作业危险源辨识，长期以来很多企业似乎习惯

于按照已成型的基本辨识结果转化到本企业，不能动态地随着发

展进行深入辨识，本不符合项第一个目的是把目前国内在焊接过



程新近辨识的危险源信息传递给企业。《电焊机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没有对焊接过程中禁止调档作出规定，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辨

识出焊接过程调档的风险。所以此不符合项是向该公司传递出传

统作业中的危险源并不是已经没有未识别的潜在风险，我们通过

国内外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就可以证实还有很多潜在风险

人类并没有全部识别出来。另外风险识别结果最终要落实在日常

作业的防范之中，才能把风险管控落地。在以往的审核经历中多

次发现一些企业对某些已识别的危险源，并未见到如何在日常运

行中形成管控，本不符合项第二个目的是要求该企业应不断完善

安全作业标准。 

③第三个不符合项陈述（分三个独立事实）： 

◆审核发现现场一台有限空间作业用四合一复合气体检测报警

仪（O2，CO, H2S，可燃气体）显示最新检定有效期为

2012.3.28-2013.3.27（现已超期使用），2013.8.28日追踪公司分

管计量器具的部门物资装备处查《公司计量器具分类管理办法》

中的计量器具分类目录无此类仪表，进一步查安全监督处复合气

体检测报警仪检定台账，也证实该台检测报警仪已超出有效检定

期。 

◆不能提供2013年3月和4月的进场设备状况日常检查记录，不符

合公司《小型机具管理办法》3.2.4条款关于“每月项目设备、计

量管理人员组织，项目安全人员参加进行巡检”的规定。 

◆对于防汛(大风暴雨) 应急后，对作业现场仅有一般原则性检查



要求，但对高处作业安全设施如何逐一加以检查落实没有具体规

定。 

不符合GB/T24001-2004和GB/T28001- 2011标准  4.5.1款。 

点评： 

◆(第一段事实陈述) 有限空间作业特点是相对封闭性，由于

环境或作业本身产生有害气体不易扩散而造成人员伤亡是近几

年来国内高发的生产安全事故，据笔者的审核经历了解到，我国

企业在生产系统内全面启动有限空间作业时必须配置有害气体

报警仪的要求从时间上并不太长。本次在项目部二现场（8月24

日）发现一台复合气体检测报警仪已超期使用的明确证据，至此

完全可以就已发现的事实开出单点式问题的不符合项，但考虑到

该检测仪表的计量检定管理部门在公司本部，与具体使用部门

（项目部）二者在常态下始终是处在异地（可能还会相距遥远），

这其中在接口管理上会不会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存在，同时新的检

测仪表类型可能会涉及公司层面的变更管理（MOC，即 

Management of Change），是否能有效落实等等，在当时都存在

不确定性。在当日项目部审核完成后的沟通会上，笔者提出了该

仪表超期使用问题，并说明是否判定为不符合项将在8月27-30

日在该公司本部审核时最终确定。在后续审核时笔者首先追踪到

该公司分管计量器具的部门物资装备处，查到该公司《计量器具

分类管理办法》中有全公司计量器具分类目录（如压力表类、称

重类等等），但并无气体检测仪表分类，请其提供在用检测仪表



台账信息，得到答复是检测仪表外送计量检定部门在该公司安全

监督处，于是再追踪到安全监督处，终于看到该公司完整的计量

器具管理台账，显示在项目部二使用的气体检测报警仪确实已超

出有效检定周期。通过此不符合事实把该公司在检测仪表分类、

计量检定、使用以及相互接口中存在的问题以点、线、面的过程

链展示出现有管理轨迹立体全貌(另外从审核角度看，审核员掌

握的信息越充分，做出的审核判断越准确)，直观表现出一个过

程涉及多个部门的存在形态，有利于该公司从系统的管理视野上

落实后续整改，认识到一个系统内任何过程都不是孤立的，过程

与过程之间的关联度，把任何过程的实施者都绑定为承上启下的

责任者，延伸管理和责任边界，提升过程与系统的协调性和有效

性。  

     我们都知道“木桶理论”中的短板概念，但如果组成木桶

的这些板和板之间紧密连接性能不好，则木桶中的水会更少，所

以接口管理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第二段事实陈述)属例行监督不符合，无特别点评。 

 

◆(第三段事实陈述) 此不符合具有明显地域环境特点，体现

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要求的危险源辨识一定要结合组

织具体所处环境特点展开。本项目部地处沿海，台风暴雨较多，

室外作业必然会面临特有的环境气象条件，通过此案例使该公司



领悟到应急响应解除后应有的管理内容（正常作业现场经过异常

能量体的冲击后，可能存在衍生危险源），特别是近年来建筑行

业在土方、脚手架、模板坍塌事故较多，这一不符合的整改，有

利于推动该公司对建筑行业五大伤害（高处坠落、坍塌、物体打

击、机械伤害、触电）类型的防范。 

3 受审核方的改进 

第一个不符合项整改能从基层、分公司、公司三个层面展开，

再次强调隐患信息报告制度，相关人员受到一定强度的培训和考

核。第二个不符合项整改能针对问题一一进行了纠正，从系统机

制上评价还有可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第三个不符合项整改基本有

效，特别是对暴雨台风后对作业现场安全检查要求进行了针对性

增补，但在计量器具层级接口管理上改进还不够突出。 

4 审核改进 

第三方认证审核特点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限、规定的

地点、规定的人员组合和不能完全确定的环境条件下去完成特定

的审核任务，期间不容许审核员有更充足的时间去思考、作深入

的审核研究，所以审核员在事后要善于总结审核实践中的经验和

教训，比如本次审核中开出的第一个不符合项如果改成如下陈述：

“2013.6.28 仓储区塔吊起吊过程中发生钢丝绳断裂，7 根共约 3

吨管材坠落的未遂事件,… …”，则事实更清晰,更有现场感。 



5 结语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业也在走向升级版，从国

际上看工业化产业模式已从经历的机械化、自动化向信息化和智

能化方向转变，客户的组织形态、产品（服务）形成的过程形态

会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对认证机构的审核能力要求会更高，新

的 ISO 管理标准理念和内容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中融合管理的

系统方法和过程方法原则，对审核员的观察视野提出了更深要求。

近来国家主管机构逐步推出了认证认可制度体系一系列新要求，

可以预期环境的多种变化必然对审核员职业提出了新挑战，作为

认证机构，应始终把审核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因为

尽管科技会更加发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审核仍然是以人工的

方式靠个人的能力去评判客体（尽管会借助某些信息化手段），

作为审核员个体不能像运转的机器（机器只能适应一种或几种工

况，而审核员要面对的“工况”要复杂得多，而且还会不断涌现

新的“工况”），还要有思考力，要自觉的、主动的、不断的进取，

提高职业素养和效能，适应新常态，胜任新要求，才能最终提升

审核价值和认证公信力。 

附件：1.审核计划；2.三个不符合项报告；3.不符合项关闭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