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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ink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safety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normal produc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of the safety work. However, at 
the	present	stage,	most	enterprises	have	large	scale,	more	production	links	and	very	complex.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ir	
prod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a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ated	oper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context,	
enterprises	need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safety	prod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plore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deficiencies	of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n	introdu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anage	the	
production with the help of advanced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and upgrade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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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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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企业发展环节，生产过程的安全性是保证正常生产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安全工作的重视。但
是现阶段的多数企业规模较大，生产环节较多而且十分复杂，针对其的生产监督管理还存在一些难点，一定程度上影响相
关作业的落实。在此背景下，企业就需要对现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实际探究管理存在的难点与不
足，然后引进人工智能技术，借助先进的智能化设备与技术对生产进行管理，对现有管理技术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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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现阶段企业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需要，企业可以

将人工智能技术引进到生产管理环节，借助专业的智能化设

备对管理规范进行制定，并且严格遵循相关标准进行管理，

规避传统人力管理可能存在的失误。论文就从深圳市某某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入手，浅谈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存在的不

足，并且分析其管理需要，结合实际引进人工智能技术。

2 公司简介

以深圳市某五金企业为例，其主要从事五金制品的生

产与加工，生产环节需要依托大型机械设备进行大量的金属

制品加工，作业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公司发展环节，还存在

车间未清扫、管理制度不规范、防护装置欠缺以及线路乱接

等问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公司管理者就

加强对人工智能的重视，需要按照实际合情合理地进行人工

智能的应用。

其中，图 1 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一般流程。

图 1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一般流程

3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现状

3.1 技术标准多，精准落实难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存在的标准较多以及落实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标准要求不明确问题，在企业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如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国家安全生产标准

等。企业可能因为标准要求不明确或不熟悉相关标准，导致

监督管理的实施存在困难。二是标准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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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了解相关标准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标准

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员、资金和

技术支持，或者是管理层对标准执行的重视程度不够 [1]。三

是监督管理力度不足的问题，监管部门在企业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方面的力度不足，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对标准要求的落实

不够重视。

3.2 隐患风险多，现场管控难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存在的隐患风险多而且现场管控难

问题是一个常见的挑战，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种。一是作业环境复杂，某些行业或企业所处的作业环境可

能非常复杂，存在许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二是缺乏有

效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企业可能没有建立全面的风险评估和

管理体系，无法准确识别潜在的隐患和风险，也无法采取相

应的控制措施。三是现场监督和管理不到位问题，在一些企

业中，现场监督和管理可能存在不足 [2]。这可能是由于缺乏

足够的监督人员、监控设备不完善或监管措施不严格等原

因，导致现场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和控制。

3.3 检查次数多，整治提升难
企业生产安全管理存在检查次数多以及整治提升难的

问题。这是因为企业生产安全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和环节，需

要对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监督和检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企业数量众多、监管资源有限等因素，监管部门可能难

以对每个企业进行频繁和全面的检查。这导致了检查次数多

的问题，有时一些企业可能长期未接受过有效的监管检查，

存在安全风险得不到及时发现和整治的情况。

4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内容

4.1 规范巡察任务
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巡查任务规范主要包括巡查频

次和时机、巡查范围、巡查记录、巡查人员资质和培训要求、

巡查结果的处理和整改、监督和评估机制以及法律法规的遵

守等任务。而其实际环节，具体的规范内容可以根据不同行

业、企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制定。重要的是确保巡

察任务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的水平和效果。

4.2 统一检查流程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检查流程的统一对于确保监

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非常重要，就需要企业管理者通过制定

检查计划、通知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整改和

复查、记录和归档以及监督和评估等流程，对检查的流程进

行确定。具体的流程和要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

善。重要的是确保检查流程的公正性、透明性和一致性，以

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水平和效果。

4.3 统一判定原则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判定规则的统一对于确保监管

的公正性和一致性非常重要，需要企业管理者加强对其的重

视。实际作业环节，需要相关人员通过确定法律法规依据、

风险评估和等级划分、实质性和综合性设计、客观性和公正

性遵循、重视可操作性和一致性以及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等

手段，对判定原则进行统一。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企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判定的统一参考，具体的判定原则和标准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定和完善。重要的是确保判定原则的公

正、科学和统一，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水平和效果。

4.4 统一整改措施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整改措施的统一对于确保监管

的效果和一致性非常关键，要求企业通过及时整改、制定整

改方案、资金和资源保障、落实整改责任、整改验收、整改

跟踪和回访以及信息公开和公示等手段，为企业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整改措施提供统一参考，以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和整体安全风险控制能力。

4.5 推动主体责任落实
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实是确保企业在

安全生产方面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以激发相关人员

的作业积极性以及责任感。实际作业环节，责任落实主要包

括领导层责任、安全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体系、安全培训和

教育、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安全奖惩机制以及安全信息报

告和沟通等手段。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的主体责任，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有效开展和持续

改进。

其中，图 2 为企业安全管理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图 2 企业安全管理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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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优化措施

5.1 全面辨识企业安全生产风险
基于《深圳市（工业危化品类）安全隐患巡查基本指

引目录》《深圳市（商贸服务 / 科教文卫类）安全隐患巡查

基本指引目录》等相关巡查规范文件以及历史事故、历史隐

患、安监设施场景图片，结合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专家经验知

识，梳理安监巡查标签体系，关联定义检查清单、历史事故、

历史隐患和安监设施场景图片，制定标准化巡查指引。然后

结合标准化巡查指引对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进行全面辨识，

划分安全风险分析单元、辨识评估安全风险。根据已经制定

的标准化巡查指引制定管控措施、实施分级管控，并且规范

巡查标准、明确隐患排查任务。

5.2 对企业进行三维建模和风险点位标识
通过采集视觉数据，利用 AI 算法生成工厂的空间构建

模型，可实现视觉定位功能，并作为巡查内容的编辑基础空

间构建模型。主要方法是通过全景相机采集企业重点区域全

景视频，用于三维建模。将采集到的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全景

视频通过人工转码预处理后，上传到算力中心通过 AI 算法

自动进行空间构建，可以大大降低人工建模的成本。空间构

建完成后进行人工校验，专业巡查人员利用智能手机或电

脑，打开系统巡查点位标注模块，选择需要标记的位置进

行标记，将该标记位置选择检查项标签关联，最后进行标

注确认，最终实现企业的安全风险点位和数字三维模型进行

对应。

5.3 使用 AI 和 AR 技术辅助隐患排查
基于已经建立好的三维模型和巡查点位标注，当安全

巡查人员到达相对应的巡检作业区域范围内，支持通过安全

巡查人员已配备的移动终端，利用 AI 空间定位算法识别对

应的巡检作业区域环境并精准定位，能够动态显示辅助巡查

相关的 AR 导览信息 [3]。根据专家经验知识库形成的巡查指

引，其中包含检查项名称、检查步骤判定、图片示意、法规

条例、历史事故、历史隐患和专家留言等信息。安全巡查人

员可以按照图文步骤指引进行 AR 可视化巡查，安全巡查人

员可通过已配备的移动终端确认隐患等级、隐患位置、隐患

现场照片等信息，并登记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形成安全生

产巡查档案，完成工作闭环。实现全面覆盖的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措施、责任明确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线上线下融合的信息化系统。可以进一步实现企业与政府系

统数据互联互通，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落实。

5.4 落实培训与持续监控
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节的优化措

施还包括人员培训以及持续监控，需要企业管理者加强对其

的重视。首先，要制定培训计划，企业应制定全面的培训计

划，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知识、操作技能以及相关的安

全生产知识。培训计划应根据不同岗位和职责的需求进行定

制，确保员工能够掌握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其次，确定培训

内容，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原理和应用、相关

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系统操作和故障排除等。此外，还

应加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知识，使其能够正确理解

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支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再次，

培训方式的选择，培训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面对面培训、

在线培训、培训手册和培训视频等。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和

学习需求，选择适当的培训方式和工具，确保培训的有效性

和参与度。最后，持续监控与评估，培训后，企业应进行持

续的监控和评估，以确保员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运用

达到预期效果。可以通过考试、绩效评估、实际操作等方式

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进。通过培

训的落实与持续监控，企业能够确保员工具备必要的人工智

能技术知识和技能，有效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工作，并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和风险。

6 结语

企业发展环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

效率以及生产安全，需要管理者加强对其的重视。而且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各个行业发展的趋势，

要求企业根据实际将人工智能引进到安全生产管理中，实现

安全生产的管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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