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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ＴＯＰ行为观察的井下
打眼爆破工行为安全管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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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中引入了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的方法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针对煤矿行业的特点，制定了井
下打眼爆破工的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卡．为了研究行为安全观察的管理效果，按照行为安全观察流程对某矿的打眼爆破工进
行了为期１４个星期的行为观察．结果表明该煤矿的打眼爆破工在个人防护装备类别中的不安全行为比例有明显的降低趋势，
其它类别中行为改善效果不显著．实例表明ＳＴＯＰ行为观察法用于煤矿特殊工种的行为安全管理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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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研究已证实多数生产事故的发生是由人的不
安全行为所致，我国的煤矿事故有８０％以上由员工的
不安全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１］．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可
以对其进行控制的．很多管理人员采取了各种措施防
止人的不安全行为的产生，但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并没

有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美国杜邦公司在
ＨＳＥ管理中最早提出了行为安全观察管理方式———
ＳＴＯＰ，取得了较好的安全业绩．ＳＴＯＰ由Ｓａｆｅｔｙ（安全），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培训），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观察），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程序）４
个单词的首字母构成，它是一种基于行为观察的行为

矫正方法［２－４］．该方法关注于人的不安全行为，经过现
场观察、沟通、统计分析、再观察、再沟通、再分析如此

循环的过程，逐渐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减少不安

全行为的发生．在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理论基础之上，
国内外很多行业借鉴ＳＴＯＰ的安全管理方法将其广泛
应用于建筑、石油、化工、电力等行业中，都在不同程度

取得了一定效果［５－１０］．
鉴于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方法在不同行业中对

不同操作人群控制不安全行为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很有必要将此方法应用于煤矿行业中，对特殊工种

推行行为安全管理．笔者以煤矿井下的打眼爆破工

为例，对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管理法进行探究．

１　ＳＴＯＰ行为观察流程
煤矿井下不同工种的操作行为各不相同，对打

眼爆破工开展 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时，要结合爆破
作业特点，制定一套合理的行为观察程序．图１是行
为安全观察方法的实施流程．

图１　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流程图
Ｆｉｇ．１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ＴＯＰ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ａｆ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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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前期准备
成立观察小组．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以每

位打眼工和爆破工所在班组的成员为主体观察人成

立观察小组，这样，作业人员可以以“安全伙伴”的

身份做到自查自纠、互相监督．
宣传与培训．传授新理念的有效方法就是宣传

与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在一线作业的打眼工和爆
破工，以 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管理的介绍、管理目
的、实施原则等为培训内容．让参与观察的人员对
ＳＴＯ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能正确使用．

制定观察计划．观察计划包括被观察区域、重点
观察的打眼工和爆破工、观察时间、观察频次等．
１．２　观察与沟通

制定 ＳＴＯＰ观察卡．观察卡中描述的内容应体
现出能够引起事故发生的打眼爆破工的状态与行

为．通过查阅违章记录，分析以往爆破事故案例［１１］，

提炼出爆破作业过程中具有共性的不安全状态和行

为，参考陈红教授对违章放炮的不安全行为类型的

划分［１２］以及《煤矿安全规程》，结合实际操作情境，

制定出煤矿井下打眼爆破工ＳＴＯＰ观察卡．
表１　井下打眼爆破工ＳＴＯＰ观察卡正面
Ｔａｂ．１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ｄ

观察表

作业人员位置

□ １．领取炸药后中途逗留
□ ２．发出起爆警戒信号后仍处在危险区
□ ３．其它

个人防护装备

□ １．没带安全帽
□ ２．没有带自救器
□ ３．其它

工具和设备

□ １．装药时使用非安全材质棍棒推入药卷
□ ２．手代替工具
□ ３．爆破作业后，所用工具未妥善保管
□ ４．其它

作业程序

□ １．炸药和电雷管没有分开放在专用材料箱内
□ ２．反向爆破
□ ３．爆破前未进行“一炮三检制”
□ ４．在爆破警戒距离不足的情况下放炮
□ ５．放炮时不执行三人连锁放炮程序
□ ６．装药前未清除炮眼内的煤粉或岩粉
□ ７．采用明电、明火进行放炮
□ ８．装填作业时猛填狠压
□ ９．其它

现场秩序

□ １．作业区域布局不合理
□ ２．爆破工具、药品摆放位置不当
□ ３．其它

由表１所示的ＳＴＯＰ卡正面的观察表列出了观
察的行为类别，包括作业人员位置、个人防护装备、

工具和设备、程序、现场秩序．每个观察类别分别列
出了相对应的观察项目．

ＳＴＯＰ卡背面是观察报告，观察报告内容包括被

观察人所在的班组（队）、作业内容、观察地点、观察

到的不安全行为描述、不安全行为类别、观察时立刻

纠正的行动、鼓励安全行为继续发生的行动，还有观

察人的姓名和观察日期［１３］．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井下打眼爆破工ＳＴＯＰ观察卡背面
Ｔａｂ．２Ｔｈｅ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ｄ

观察报告

●被观察人所在班组（队）：
●作业内容：
●观察地点：
●观察到的不安全行为描述：
●观察时立刻纠正的行动：
●鼓励安全行为继续发生的行动：
观察人：　　　　　　　　观察时间：　　　　　

行为观察．每位观察人随时都可以作出决定，依
照观察卡上的内容按顺序对身边的工友进行一次观

察．由于作业人员的不安全心理有可能导致不安全
行为的发生［１４］，为了避免观察人碍于情面或担心报

复不敢反映实际问题的心理因素，在观察以及填写

ＳＴＯＰ卡的过程中不提及违章者的姓名．
交流沟通．当发现被观察人存在不安全状态或

有不安全行为发生时，立即叫停，指出隐患，与他友

善交流沟通．
完成观察报告．沟通完毕，及时填写观察报告，

避免时间长了记忆不清而无法完成报告．
１．３　分析与总结

数据统计与分析．班组长每天对观察卡进行汇
总，每２个星期为一周期进行一次统计分析，列出经
常性、共性的不安全行为与不安全状态．

公示结果．将结果以公示板的形式公示于众，对
作业人员起到自我反省的作用．

行为总结．每个观察周期结束后，系统地总结出
所观察到的行为发生的特点、规律，不安全行为易发

人群，导致不安全状态与行为的原因等．
采取措施．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行为总结２个

阶段，适当增减观察卡列出的行为指标，并再次制定

观察计划．为了鼓励爆破工安全行为继续发生，采用
正面激励的方法，比如发奖金，对安全行为的认可、

表扬等；为了控制已发生的不安全行为的再次发生，

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针对每个观察周期发现的

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培训教育．

２　应用实例
２．１　单位简介

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区某煤矿始建于１９５８年，现
生产能力为５０万吨

!

年，采煤方法为走向长臂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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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采，采煤工艺为炮采和高档普采，共有职工

１８００人．其中生产区队、辅助区队的职工共 １４１７
人，占职工总数的７８．７％，日常生产管理部门的职
工共３８３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３％．

该矿炮掘一队、炮掘二队、炮采队的打眼工、爆

破工、瓦检员分别成立３个观察小组，每个观察小组
有３个班，每班由３名打眼工、２名爆破工和１名瓦
检员组成．观察对象是打眼工和爆破工，观察人是瓦
检员．每天给观察小组中的瓦检员发一张 ＳＴＯＰ卡，
按照行为安全观察流程对观察对象进行行为观察．
２．２　观察数据整理
２．２．１　ＳＴＯＰ卡的数量统计

对该矿打眼爆破工的行为观察了１４个星期．共
收集观察卡７９６张，有效观察卡７５９张，其中炮掘一
队２３６张，炮掘二队２６０张，炮采队２６３张．
２．２．２　ＳＴＯＰ卡观察内容统计

以２个星期为一个周期对所收集的观察卡进行
一次数据统计．统计观察卡中的行为记录，将７个周
期内观察到的行为进行分类汇总，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７个周期内井下打眼爆破工行为汇总表
Ｔａｂ．３Ｈｏｌｅｒａｎｄｂｌａｓｔ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ｕｍｍａｒｙｉｎ７ｃｙｃｌｅｓ

班组（队） 行为类别 观察总数 不安全行为总数

炮掘一队

作业人员位置 ５４１ ５３

个人防护装备 ７２３ ２４

工具或设备 ５８６ ３８

程序 １９６０ ２３４

现场秩序 ４９４ ３７

炮掘二队

作业人员位置 ５７０ ４１

个人防护装备 ８１７ ２５

工具或设备 ６５９ ４１

程序 ２１００ ２４７

现场秩序 ５４４ ２５

炮采队

作业人员位置 ５８２ ４２

个人防护装备 ８１１ ２２

工具或设备 ６７８ ３７

程序 ２０８２ ２２９

现场秩序 ５５０ ２１

所收集的观察卡中记录的观察地点为采煤工作

面或掘进工作面．
观察报告中“观察到的不安全行为描述”一栏

记录了ＳＴＯＰ卡观察表中未列出的条目或“其他”选
项中的具体叙述，收集到的观察卡中对不安全行为

的描述多种多样，记录的关键行为描述有：１）边打
眼边装药；２）刚进入工作面时，不执行“敲帮问顶”
制度，盲目打眼；３）工作面爆破后，将临时支柱打
到，看到后没有进行支护；４）爆破工无证上岗作业；
５）违章进行放炮器检验；６）炮眼不装炮泥；７）不按

规定的装药量进行装药；８）在放炮线长度不够的情
况下准备放炮；９）不在规定地点放炮；１０）在井下检
修发爆器；１１）爆破工作结束后，没有将发爆器收
起；１２）领取炸药时，携带矿灯进入库内；１３）装配起
爆药卷时坐在了爆炸材料箱上；１４）在未检查工作
面瓦斯浓度的情况下，盲目联线．
２．３　观察期间采取的措施

每个观察周期结束后，该矿管理人员认真分析

观察数据，且征求观察小组成员的意见，经过班组长

的反复斟酌对 ＳＴＯＰ卡进行适当的修改．每个观察
周期结束后认真分析观察数据，开展一次安全培训

教育，培训人可以是班组长，也可以是观察小组成

员，培训对象是观察小组的所有成员．每个观察周期
的培训教育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４　安全培训教育内容
Ｔａｂ．４Ｓａｆｅｔｙ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周 期 内 容

１ 爆破作业事故案例讲解

２ 爆破工安全防护教育

３ 开展爆破作业规程学习

４ 爆破安全技术知识有奖问答

５ 爆破工安全职责讲解

６ 爆破作业安全注意事项讲解

７ 观察卡中常见不安全行为后果分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观察行为分析

对４５名打眼爆破工在７个周期内观察到的行
为进行分析，得出行为整体表现如图２所示．

将不安全行为比例定义为：在某一类别中观察

到的不安全行为数与在此类别中观察到的行为总数

之比．用不安全行为比例衡量人的行为状况，不安全
行为比例越小，行为的可靠性越高．得出不同类别中
不安全行为比例如表５所示．

图２　打眼爆破工在不同行为类别中发生的行为次数
Ｆｉｇ．２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ｔｓｏｆｈｏｌｅｒａｎｄｂｌａｓｔ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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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安全行为比例表
Ｔａｂ．５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ｏｆ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类别 总数／次 不安全行为比例／％

作业人员位置 １６９３ ７．９１

个人防护装备 ２３５１ ３．０２

工具或设备 １９２３ ６．０３

程序 ６１４２ １１．５３

现场秩序 １５８８ ５．２２

从图２、表５中均可看出程序类别的行为观察
次数远远多于其他类别，且程序类别中不安全行为

比例最高，达到１１．５３％．爆破作业工序包括准备、
检查处理、爆破操作、收尾工作，每一道工序中都由

不同的程序按顺序来完成，尤其是爆破操作需要经

过装药、封孔、设警戒线、联线、起爆、炮后检验、撤警

戒几个步骤．操作的复杂与工序种类的繁多造成打
眼爆破工在程序类别中发生不安全行为的次数相对

较高．程序类别之外的其他类别中观察的行为总数
相差不大，个人防护装备类别中不安全行为比例最

小，为３．０１％，可见，被观察人的个人保护意识相对
较强．
３．２　不安全行为比例变化趋势分析

按观察时间纵向比较不同类别的不安全行为比

例，该矿的被观察人在整个观察过程中不安全行为

比例变化趋势如图３所示．

图３　观察周期内打眼爆破工不安全行为比例变化趋
势图

Ｆｉｇ．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ａｔｅｔｒｅｎｄｇｒａｐｈｏｆｈｏｌｅｒａｎｄ
ｂｌａｓｔｅｒ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ｌｅ

从图３看出，程序类别的不安全行为比例最高，
观察期间安全表现最好的周期是第三、六、七周期，

不安全行为比例分别为１０．７％，１０．２％，９．４％；人
员位置类别的不安全行为比例在前３个观察周期呈
上升趋势，第三个周期最高，达到１０．１％，在后几个
周期中的不安全行为比例有所降低，安全表现相对

较好；工具或设备、现场秩序两类别的不安全行为比

例变化趋势不稳，且没有明显降低，行为观察没有提

高这２个类别的行为安全性；个人防护装备类别中
不安全行为比例变化趋势整体呈下降趋势，从第一

个周期的４．６％降低到最后一个周期的１．１％，只有
在第五个观察周期有增大趋势，不安全比例为

３．７％．
３．３　打眼爆破工对ＳＴＯＰ行为观察的意见

为期１４个星期的观察结束后，该矿的领导对此
次行为观察安全管理非常重视，成立了一个访谈小

组，与观察小组成员进行访谈，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

法，同时征得他们对ＳＴＯＰ卡管理的宝贵意见．座谈
过程中，有４名打眼工和２名爆破工表示此方法很
好，没有其他意见，有３名打眼工没有发表意见，其
他人分别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对 ＳＴＯＰ卡行
为观察方法的意见总结：

１）部分瓦检员建议增加专职观察人员；
２）对ＳＴＯＰ行为观察安全管理方法不是完全了

解，应加强培训；

３）希望在今后的教育培训中多以事实说话，运
用经典案例、纪录片或图片等方式向作业人员展示

不安全行为的危害；

４）应加大对行为可靠性高的作业人员的奖励，
对观察人也应给予适当鼓励与奖赏；

５）ＳＴＯＰ卡罗列的观察项目太多，对很少或几
乎不会发生的行为应进行删减；

６）希望领导对作业人员的行为观察工作给予
肯定或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表扬；

７）建议对该矿其它作业工种也实施该管理
方法．

４　结论
１）制定了煤矿企业井下打眼爆破工的ＳＴＯＰ行

为安全观察卡，可以作为今后 ＳＴＯＰ卡行为管理方
法研究与改进的基础；

２）井下打眼爆破工不安全行为多发生在爆破
程序类别中，煤矿安全管理中应注重该方面的管

理，采取相应措施；

３）ＳＴＯＰ行为安全观察管理方式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减少打眼爆破工不安全行为的发生，还可

以了解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特征，掌握这些特征

有助于更有效地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
４）我国煤矿企业多采用以惩罚为主的行为管

理手段，重视惩罚制度的完善，忽视不安全行为的观

察与纠正．本研究中对打眼爆破工的行为安全管理
为煤矿企业其它工种的行为管理提供了一种借鉴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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