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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移动隐患排查系统，将隐患排查、隐患上报、隐患审批，以及整改验证等管控步骤流程化，结合工作流，实
现了隐患的闭环管理。 系统使用 Ｉｏｎｉｃ 和 Ｖｕｅ 开发框架进行开发，移动 ＡＰＰ 满足了随时发现，随时上报的需求；电脑端为用户

提供了便利的排查计划制定功能，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汇总展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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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隐患排查治理，是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

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

控制、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随着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移动化等技术为隐患

排查的灵活性、时效性、现场真实性等提供了可能。
韩红花［１］研发了隐患排查系统，解决了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马洪涛等［２］ 研发了移动

智能隐患排查管控系统，实现了隐患的移动排查和

整理。 王瑞玺等［３］提出了隐患分级管控子系统，实
现安全生产风险的辨识、评估、登记、管控及其监督

管理工作。
安全工作是一项全员参与的工作，隐患的排查

只有彻底落实到现场、具体到岗位，才能被认真执

行；排查的隐患必须闭环管理，才能落实好责任，提
高工作效率，保证隐患的整改效果。 李晓秋等［４］ 通

过研究提出安全隐患闭环管理模式的应用，有效解

决了企业加强危险源监管，提升隐患动态跟踪与识

别的能力。 许安华等［５］ 提出了施工现场隐患分类

体系构建思路，从人员、材料、机械、防护等众多要素

对隐患进行分类。 陈鼎淇等［６］ 提出了按照不同企

业、行业、类别等分类隐患。 嵇钟超等［７］ 提出风险

管控应该针对岗位进行，而不是只分配给班组长。
本文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移动互联

网隐患排查系统，系统按照不同业态和岗位对隐患

进行了分类，实现了隐患的分级、分类管控；系统增

加了排查计划制定功能，满足了隐患治理工作管控

的需求；实现了移动排查，满足了隐患排查及时性的

需求；实现了上报、治理、验证等功能，满足了隐患闭



环管理的需求。

１　 系统开发技术

１．１　 Ｉｏｎｉｃ 框架

移动端选择使用基于 Ａｎｇｕｌａｒ８ 的 Ｉｏｎｉｃ５ 移动开

发框架，主要基于 Ｉｏｎｉｃ 的以下特点：
（１） Ｉｏｎｉｃ 是一套开源的移动用户界面 （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ＵＩ）组件库，是一套底层可以基于 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ａｃｔ 或者 Ｖｕｅ 的跨平台移动应用开发框架。 Ｉｏｎｉｃ
专注于应用程序的前端用户体验和用户界面交

互———用户界面控制、交互、手势、动画。
（２）Ｉｏｎｉｃ 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堆栈，支持开发

人员通过一套代码，为主流的应用商店开发移动应

用或者开发 Ｗｅｂ 应用服务，根据选择的不同平台，
生成丰富的 ＵＩ 组件供用户使用。

（３）Ｉｏｎｉｃ 是跨平台的，使用一个代码库就能构

建和部署跨多个平台工作的应用程序，如原生 ｉＯＳ、
Ａｎｄｒｏｉｄ 等。
１．２　 Ａｎｇｕｌａｒ 框架

之所以选择 Ａｎｇｕｌａｒ 是因为打包发布成 Ａｐｐ 更

方便。 系统发布了安卓、苹果两个移动 Ａｐｐ，其跨平

台性大大节省了开发时间。
（１）Ａｎｇｕｌａｒ 是一个基于 ＴｙｐｅＳｃｒｉｐｔ 构建的开发

平台，用于构建可伸缩的 Ｗｅｂ 应用；是一组完美集

成库，涵盖了各种功能，包括路由、表单管理、客户端

－服务器通信等；也是一套开发工具，可帮助你开

发、构建、测试和更新代码。
（２）Ａｎｇｕｌａｒ 的设计目标之一就是让用户升级

版本更容易，除了 ＡｎｇｕｌａｒＪＳ 升级到 Ａｎｇｕｌａｒ ２ 差别

比较大，后期版本的更新兼容性都非常好，对开发人

员来说很友好。 因为应用程序是需要定期优化、更
新、升级的，良好的向后兼容性，能够最大程度减少

程序后期升级的成本。
（３）组件是 Ａｎｇｕｌａｒ 应用的主要构成部分。 每

个组件包括一个用于描述页面展示内容的 ＨＴＭＬ
模板、一个用于定义页面具体操作的 ＴｙｐｅＳｃｒｉｐｔ 类，
以及一个用于定义组件展示样式的 ＣＳＳ 选择器。
同时，Ａｎｇｕｌａｒ 支持把常用的功能封装成组件，便于

直接复用。
（４）应用程序中的每个 Ａｎｇｕｌａｒ 模板都是一个

ＨＴＭＬ 页面，该页面可以在浏览器中显示，跟普通的

ＨＴＭＬ 页面一样，但功能上要比普通的 ＨＴＭＬ 多。
１．３　 Ｃｏｒｄｏｖａ 框架

Ｃｏｒｄｏｖａ 是一个开源的移动开发框架，支持使用

标准的 ＨＴＭＬ５、ＣＳＳ３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进行跨平台开

发。 应用程序将会在不同平台的包装器中执行，程
序调用的接口需要符合标准的 ＡＰＩ 绑定规则，可以

通过 Ｃｏｒｄｏｖａ 来操作设备的相关功能，如摄像头、定
位、传感器、网络状态等。
１．４　 Ｖｕｅ 框架

电脑端采用 Ｖｕｅ３．０ 框架进行开发，组件使用

ＥｌｅｍｅｎｔＵＩ，使用 Ｓｐｒｉｎｇ 集成 ＭｙＢａｔｉｓ 进行数据层的

管理，使用 Ａｐａｃｈｅ Ｓｈｉｒｏ 进行安全控制。 Ｖｕｅ 是一

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框架，也是基于标准

ＨＴＭＬ、ＣＳＳ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构建的，并提供了一套声明

式的、组件化的编程模型，组件化开发，能够减少代

码量，同时更易于理解。

２　 隐患排查系统

系统建设的目的，是实现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分

类，进一步实现排查条目的自定义、周期性排查计划

的制定，保证有的放矢的执行排查任务。 在排查过

程中发现隐患，可以及时上报、整改、验证和消除。
排查并发现问题只是保证安全生产的手段，整改并

消除隐患才是最终目的。
２．１　 功能架构

根据功能需要，系统分为 Ｗｅｂ 电脑端和移动端

两部分。 移动端实现具体的隐患排查、审批等流程。
其中包括排查任务、隐患上报、排查记录、个人待办。
电脑端包括排查计划的制定、隐患统计分析以及系

统管理等。 其中，隐患排查模块主要包括隐患条目

的维护、岗位清单的维护、排查计划的制定、排查任

务的创建、隐患上报等；隐患统计分析主要根据隐患

排查任务的执行和隐患整改情况，分个人、单位等

不同维度进行统计，通过柱状图、饼图、曲线等多种

方式直观的进行展示；个人待办主要包括个人的

上报、已办、待办；系统管理主要包括人员、权限、
账号、菜单的管理功能。 为了提高隐患处置效率，
系统具有自动推送功能，将待办信息通过短信、消息

提示等，推送给相关人员。 系统功能架构如图 １ 所

示。
２．２　 系统主要流程

隐患排查的整体流程包括维护隐患条目、维护

岗位清单、制定排查计划、执行排查任务、上报隐患、
审核隐患信息、安排隐患整改、验证隐患整改结果、
消除并关闭隐患。
　 　 部门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在系统中维护隐患条目

和隐患岗位清单，并根据业务需要制定排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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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根据排查计划，自动生成排查任务，管理员可

以维护排查任务。 具体排查人员按照排查任务的内

容逐项进行排查，记录并上报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隐

患信息。 部门安全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各级负责人

处理隐患的审批、安全整改、验证等流程，实现隐患

的闭环管理。

隐患排查系统

个人待办

个人已办

个人上报

隐患条目

岗位清单

排查计划

排查任务

隐患排查

单位隐患

超时排查任务

个人排查记录

个人得分

单位得分
排名

电器端 移动端

隐
患
统
计
分
析

隐
患
排
查

个
人
待
办

系
统
管
理

个
人
待
办

排
查
任
务

隐
患
上
报

排
查
记
录

图 １　 系统功能架构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３　 维护隐患条目和岗位清单

借鉴文献［８－１０］中的内容，系统排查条目主要

按照不同企业、行业、类别等分类，汇总了日常通用

的排查内容，一方面参考风险因素内容，另一方面来

自企业的实践经验，每个条目主要包括排查项目内

容、隐患等级、整改时限、扣分值、排查内容、控制措

施等信息。 共性的隐患条目，用户可以直接从系统

中选取，个性化的排查条目用户可以使用系统进行

添加。
常用分类借鉴了文献［１１］中部分内容，主要分

基础管理和现场管理两类。 其中基础管理包括：安
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安全管理记录和档案、安全生成

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安全生成资金保

障、安全生成教育培训、资质证照。 现场管理包括：
场所环境、设备设施、消防安全、用电安全、从业人员

操作行为。
借鉴文献［１２－１４］中提出的细化岗位职责，系

统增加了岗位清单的功能。 岗位清单维护主要是指

从隐患条目中选择合适的内容，创建岗位清单。 因

为日常隐患的排查中，同一岗位需要检查的内容基

本固定，因此通过隐患条目与岗位清单的匹配，从岗

位职责上对用户需进行的排查内容进行了归类、划
分。
２．４　 排查计划制定

用户通过系统创建排查计划，在指定的日期，对
指定的用户，生成排查任务。

创建排查计划时，需要输入计划名称、选择排查

对应的岗位（对应提前维护好的岗位清单和排查条

目）、选择计划有效的日期范围、选择任务派发类型

（按照岗位派发 ／按照人员派发）、选择是否共享任

务以及任务重复类型。
任务派发类型中，如果选择按岗位派发任务，同

一个岗位下的所有人都会收到排查任务；如果选择按

照人员派发任务，需要指定具体接收任务的人。
共享的任务表示当前任务，只能被执行一次，接

收到任务的多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执行了排查任

务，当前任务就算完成了；非共享的任务，可以被执行

多次，收到任务的每个人，都需要执行自己的任务。
如果计划具有周期性，可以指定重复类型，例如

每天、工作日、双周、月度、季度、半年、年度等等，管理

员在年初或者月初，阶段性制定计划即可，不必每天

重复创建。 系统也支持用户自定义排查周期，例如每

周一，每月 １ 号等等。
２．５　 排查任务执行

隐患排查主要是现场检查，用户根据排查任务

规定的地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拍照

留存，因此执行排查任务主要通过移动端进行。
用户通过移动端提供的隐患排查功能，查看当

前需要排查的任务。 执行排查任务时，任务会列出

对应岗位清单的隐患排查条目，展示隐患级别、隐患

类型、对应的项目、具体的排查内容。 排查时需要用

户选择“安全”或者“有隐患”。 若选择“有隐患”的
条目，则自动生成隐患信息，用户对隐患进行拍照、
详细描述后，上报安全管理人员。

因为一次排查的内容会比较多，为了减少用户

操作的次数，系统默认所有内容的“安全”都是选中

状态，用户对比检查完所有条目之后，如果没有隐

患，可以直接提交。 为了确认用户每次都会查看完

所有条目再提交任务，系统会自动检测，如果用户没

有查看完所有条目，不能提交。
２．６　 隐患上报

隐患上报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隐患排查中不

安全的条目、用户日常工作中识别的隐患。 根据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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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危险性和影响程度，将隐患分成 ４ 个等级，分别

对应的默认整改天数是 ３０ 天、１０ 天、５ 天、２ 天。 整

改天数的设定同时也是对整改人的约束，整改人需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否则当前隐患就会超

时，企业通过统计超时未完成的隐患，来辅助判断安

全工作的执行效率。
隐患上报时，会根据隐患级别，选择对应的处理

流程，一级需要总经理处理；二级可以由总经理协调

相关人员处理；三级、四级上报本部门主管。 具体的

处理流程是使用工作流进行配置的，用户可以根据

所在单位的具体业务处理流程，灵活配置，选择每个

节点对应的审批人［１５］。
隐患上报的同时，会通过短信、系统消息等推送

给待审批人，进行审批。 审批的目的是确认隐患信

息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可以定性为隐患。 确定为隐

患的信息，会由审批人指定整改人进行整改；不是隐

患或者隐患描述不清晰的，会退回到上报人进行修

改，完成修改后再次上报。
２．７　 隐患整改、验证与消除

隐患由审批人安排相关责任人进行整改，同时

会指定整个完成日期。 整改人完成整改后，通过移

动端补充整改措施并上传整改后图片，提交审批人

进行整改结果的验证。
整改后的隐患信息，需要经过审批人现场验证，

验证不通过的会打回整改人继续整改；验证通过的

隐患会发送给上报人，由上报人确认并消除隐患。
至此完成隐患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

系统针对整改延期、未完成整改等各种状态的

隐患进行了分类统计，便于用户掌握安全管理工作

的执行情况。

３　 应用实例

实例以 Ａ 公司为例，验证系统的实用性。
１）创建排查计划

排查计划的创建界面如图 ２ 所示。 设定排查计

划名称为“项目部安全员自定义排查计划”；排查岗

位选择系统内置的“安全员”，设定为 “非共享计

划”，排查人为“测试员 Ａ”。 系统按照计划设定的

重复时间，将在每周一、三、五产生排查任务，并推送

给测试员 Ａ。

图 ２　 新建排查计划

Ｆｉｇ． ２　 Ｎｅｗ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ｐｌａｎ

　 　 ２）执行隐患排查

如图 ３ 所示，测试员 Ａ 登录隐患排查系统移动

Ａｐｐ，在排查任务列表，会收到系统推送的排查任

务。
　 　 点击“执行”打开排查任务对应的岗位清单，如
图 ４ 所示，排查过程中需要逐条核对清单里面的条

目，不符合要求，存在隐患的，需要选择“有隐患”。
本次排查“安全标识缺失”这一条，选择“有隐患”。
　 　 完成排查后，选择“有隐患”，会自动生成隐患，
用户需要完善隐患内容描述、隐患图片，然后选择安

全环保管理人员，将本条隐患上报给审批人进行审

批，如图 ５ 所示。 由安全环保管理人员将隐患指派

给主责部门经理，由主责部门经理安排责任人治理

隐患并验证整改结果，最后由上报人消除隐患，结束

隐患管理整个生命周期。 审批过程如图 ６ 所示。

图 ３　 排查任务列表

Ｆｉｇ． ３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ｔａｓｋ ｌ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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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执行排查任务

Ｆｉｇ． 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图 ５　 隐患上报

Ｆｉｇ． ５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图 ６　 审批记录

Ｆｉｇ． ６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３）统计隐患排查信息

系统会按照上报数量、消除数量、延期排查情

况、整改是否超时等信息，对隐患进行分类统计，便
于用户及时掌握隐患计划的执行情况。 图 ７ 为某月

度隐患整改情况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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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隐患整改情况

Ｆｉｇ． ７　 Ｈｉｄｄｅｎ ｄａｎｇｅｒ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结束语

移动隐患排查系统帮助企业完善并积累了隐患排

查条目，以及日常排查上报的隐患信息、整改信息的数

据积累，为将来企业作业过程中隐患的自动识别、提示

提供了可能。 隐患排查的延时情况、隐患的审批速度、
整改完成率等统计信息，为企业日常监管工作提供了

决策支撑。 同时隐患排查、审批等流程中出现的问题，
也反映出了企业组织中各部门协同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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