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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登记关键数据应用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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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00）

0 引言
危险化学品管理信息化是危险化学品管理融入信

息系统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其核心是危险化学品管

理，仅仅是借助信息系统来展现、表现[1]。危险化学品登
记信息管理系统（简称登记系统）是危险化学品管理信

息化的重要载体。

1 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着重
解决的问题
1.1 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原始状态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化工企业越来越多，其

中相对危险性突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也急速

增加，最初的仅仅依靠收集书面企业信息的方式已不

能满足监管需求，为了更好地更全面地掌握相关企业

信息，我国在 2000年左右开启了收集相关企业《危险
化学品登记》电子软盘的方式，这是危险化学品企业登

记工作的原始状态。

1.2 登记系统的出现
2008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收集《危险化学

品登记》电子软盘的方式很快显示出了它的短板，主要

有：①数据可收集量少；②需要企业自行上交，极不方
便；③数据审核后返还企业后，再次需要企业上交，这
种方式极不便民；④软盘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容易损
坏，数据保存困难。因此，结合互联网的特色，在以往单

机版登记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开发了以互联网为载体

的“登记系统”，该系统简单地收集危险化学品企业基

本信息以及该企业涉及的化学品信息[2]，由此，“登记系
统”初具雏形[3]，从而解决了“登记系统”发展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性的一步，即“有和没有”的问题。

1.3 登记系统第一次更新
随着安全监管工作重要性的逐步体现，初代的“登

记系统”所收集的数据再次不能满足需求，2013年，“登
记系统”完成了一次重大更新，拓展了“登记系统”的数

据板块，开始收集“详细企业信息、化学品信息、重大危

险源信息、危险化学工艺信息”等数据信息[4]，解决“登
记系统”发展的第二步，即“粗与细”的问题。

1.4 登记系统第二次更新
2022年“登记系统”依托旧版系统的运行经验，在

保留原有数据模块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登记系统”

填报的数据类型、填报方式和审核模式，在原来“登记

系统仅办理登记工作”的基础上，新增“一企一品一码、

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重点任务督办、监管核查反

馈、应急辅助决策、化工园区管理”等多个功能模块[5]，
并增设了县（区）和市（州）层级的审核及应用板块，让

登记相关工作可以“一网通办”，目前已更名为危险化

学品登记综合服务系统（简称新登记系统）的新系统已

在全国推广应用并基本完成数据更新，本次系统更新

解决了“登记系统”发展的第三步“全面铺开、广泛应

用”的问题。

1.5 登记系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1）在“登记系统”出现至今，一直存在“虚假数据”

问题，这是眼下及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第四步，即解决

数据真实性、有效性的问题[6]。“登记现场核查”是解决
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新登记系统”新增的“监督核查

反馈”是“登记现场核查”在系统中的数据记录和反馈

手段，但由于登记企业数量庞大，逐一核查需要大量人

力物力且存在主观性，随机抽查又存在漏检风险，因此

现阶段仅依靠人为的、主动的“登记现场核查”虽有效

却不能全面解决“虚假数据”问题，因此如何客观地、

全面地整顿数据，使“新登记系统”能为应急管理的提

供一个“真实的、清洁的”数据源，是目前急需解决的

摘 要：从危险化学品登记系统出现、存在的意义出发，介绍危险化学品登记系统的发展历程，分析
危险化学品登记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危险化学品登记系统涉及的数据信息，提出了从危险化学品登记
系统提取关键数据并进行量化，进一步扩展危险化学品登记系统功能板块，将量化后的数据和新增系统
板块内容结合，通过形成后果矩阵等方法，为应急管理提供数据辅助决策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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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工艺名称 是否实行自动化控制 安全仪表系统是否投用 是否开展反应风险评估 涉及化学品 是否在化工园区

危险工艺 1 b1-41 b1-42 b1-43 b1-44 b1-44
危险工艺 2 b2-41 b2-42 b2-43 b2-44 b2-44

危险工艺 k bk-41 bk-42 bk-43 bk-44 bk-44

… … … … … …

表 5 危险工艺数据板块 B4

问题。

（2）数据源的“汰劣留良”与不段更新拓展数据源
是一个同时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同步

思考第五步：解决“面与点”的问题，即在已有“新登记

系统”收集的海量数据中，如何适应不同的需求，抓住

关键数据，形成有针对性的数据支撑材料。

2 提取关键数据并进行量化使用的初步设想
2.1 登记数据的基本情况

目前，登记系统数据碎片化导致系统数据在应急

管理等方面的指导意义薄弱，有针对性地提取登记数

据中的关键数据，是登记系统数据应用[7]需要解决的问
题之一。

现有的登记数据可分为四大板块：“企业信息”数

据板块、“化学品信息”数据板块、“重大危险源”数据板

块、“危险工艺”数据板块。

2.2 提取关键数据的方法
2.2.1 区域数据提取

区域数据提取适用于调查研究一个指定区域的数

据情况，四大板块可考虑提取关键数据如表 1所示（应
根据需求调整）。

区域内企
业名称

危险工艺数
据板块 A4

是否在化
工园区

涉及的重点监
管化学品

涉及的剧毒化
学品

涉及的易制爆
化学品

一级 二级 三级
涉及的危险
工艺种类

企业 1 a11 a13 a14 a15 a17 a18 a19 a111
企业 2 a21 a23 a24 a25 a27 a28 a29 a211

企业信息数据板块 A1

厂区边界外 1000m范
围内的单位或设施情况

a12
a21

化学品信息数据板块 A2

涉及的易制
毒化学品

a16
a26

重大危险源数据板块 A3
四级

a110
a210

企业 i ai1 ai3 ai4 ai5 ai7 ai8 ai9 ai11ai2 ai6 ai10

… … … … … … …… … … … …

表 1 区域数据提取表

提取关键数据之前，可根据数据特性，为每个数据

点设计一个基础值 an，一个取值区间（s1，s2，…，sm）及量
化指标 knm。提取数据后，比较每个数据与基础值，对应
取值区间，赋予每个关键数据量化值 ain。其中 i为企业
数据编码，n=1-11，m为取值区间的分割数量。

再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和需求，计算区域函数 F

（An）（其中 n=1-4），或者形成调查报告。
2.2.2 个体数据提取

个体数据提取适用于调查研究某个企业的数据情

况，四大板块可考虑提取关键数据如表 2~表 5所示（应
根据需求调整）。

是否在化工园区 企业规模 危险化学品库房或仓储场所建筑面积/m2 储罐（容器）总容积/m3 厂区边界外 1000m范围内的单位或设施情况
b11 b12 b13 b14 b15

表 2 企业信息数据板块 B1

提取数据后，可根据数据特特点，为每个数据点设 计一个基础值 bn，一个取值区间（s1，s2，…sm）及量化指

化学品名称 化学品种类（产品/中间产品/原料）是否重点监管化学品 是否剧毒化学品 是否易制爆化学品 是否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能力/最大储量
化学品 1 b1-21 b1-22 b1-23 b1-24 b1-25 b1-26
化学品 2 b2-21 b2-22 b2-23 b2-24 b2-25 b2-26

化学品 k Bk-21 Bk-22 Bk-23 Bk-24 Bk-25 Bk-26

… … … … … … …

表 3 化学品信息数据板块 B2

重大危险源名称 级别 是否包含装卸台 涉及化学品 是否在化工园区

重大危险源 1 b1-31 b1-32 b1-33 b1-34
重大危险源 2 b2-31 b2-32 b2-33 b2-34

重大危险源 k bk-31 bk-32 bk-33 bk-34

… … … … …

表 4 重大危险源数据板块 B3

研究园地

182



大 科 技
2023年 2月

标 knm。提取数据后，比较每个数据与基础值，对应取值
区间，赋予每个关键数据量化值 bin。其中 i为数据板块
编码（i=1-4），n为每个板块提取的数据个数，m为取值
区间的分割数量。

再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和需求，计算个体函数 F（Bi）
（其中 i=1-4），或者形成调查报告。
3 进一步扩展“新登记系统”功能模块的建议
3.1 “新登记系统”的辅助功能和缺陷

2022年全面推广应用的“新登记系统”已经具备较
为完整的相关企业数据信息，也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

筛选选项，一键生成以登记数据为基础的《应急辅助决

策报告》，但该报告仅提供“新登记系统”要求填报的信

息，如相关企业简况、企业登记化学品情况、登记重大

危险源及重点危险化工工艺情况、周边 50km范围内企
业清单等，没能考虑周边地质灾害等风险因素，因此建

议进一步扩展“新登记系统”功能模块。

3.2 扩展“新登记系统”功能模块的建议
3.2.1 功能模块的添加方式

新扩展的功能模块可考虑主动填报和直接嵌入的

方式。以新增“地质灾害”板块为例，功能模块的设计可

考虑：①设定“地质灾害”的可能影响范围，即明确某公
里范围内的地质灾害点需要纳入考虑；②以嵌入的方
式，将已知地质灾害点在“新登记系统”内置的地图中

标注出来；③以主动标注的方式，要求登记企业进行地
质灾害点补充。

3.2.2 新功能模块数据的使用方式
新功能模块若能完成数据更新和治理，则可进一

步丰富《应急辅助决策报告》的内容，为应急管理提供

更加有效的数据支持。

以“地质灾害”板块为例，在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

气出现的情况下，系统可以通过调取企业传统数据信

息和“地质灾害”板块的新增数据，生成一份以企业数

据信息为“固有风险”指标 S、以“地质灾害”数据信息为
事故发生“可能性”指标 L的《应急辅助决策报告》。其
中“固有风险”指标可结合前文的关键数据提取方法，

根据具体需求为“固有风险”指标 S产生的后果按照严
重程度赋值 1~5；“可能性”指标 L则可根据地质灾害点
与目标企业或目标区域的距离，结合有效影响范围内

地质灾害点的数量为 L赋值 1~5，赋值方法如表 6所
示。在《应急辅助决策报告》中，可采用风险矩阵法[8]，R=
L×S（其中 R是危险性）来直观反应危险性的大小[9]。风
险矩阵如图 1所示。
4 结语

以上是对“登记系统”提取关键数据并进行量化使

用，以及扩展新功能模块和模块使用方法的初步设想，

若登记系统能在数据后台根据关键数据计算出数据函

数或形成相关调查报告，“登记系统”将能为应急管理

等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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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
指标说明

地质灾害等级 地质灾害距离 地质灾害数量

5 Ⅳ级 （4km，8km] 10个及以上
4 Ⅲ级 （2km，4km] 7~9
3 Ⅱ级 （1km，2km] 4~6
2 Ⅰ级 （0，1km] 1~3
1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表 6 事故发生“可能性”指标 L

图 1 风险矩阵（R值越大，风险等级越高）

研究园地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