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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安全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立项目的及意义

多晶硅是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基础材料，是世界发达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材料。

2005 年前，世界多晶硅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

封锁和市场垄断。我国多晶硅始于 1964 年，2007 年中国多晶硅工业开始快速发展，2009

年虽受到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多晶硅价格大幅下跌，但仍未能阻挡中国多晶硅加速建设

的步伐，中国成为世界多晶硅建设的热点地区，先后建成投产及在建多晶硅企业达到 58

家。2012～2016 年，中国多晶硅进入加速淘汰、产业集中发展阶段。2012 年多晶硅价格

继续深度下跌，受市场冲击，中国多数多晶硅企业先后停产或进入破产程序，产业进入淘

汰及深度调整阶段。期间，技术及财力较强的企业实施技改，提升技术和产能，降低物耗、

能耗和成本，截至 2013 年上半年，已投产多晶硅的 43 家企业 85%停产，2013 年全球太阳

能级多晶硅产量为 23.5 万吨以上，中国产量为 8.2 万吨，占全球产量的 34.9%。2014 年

中国商务部对产自美国、韩国的多晶硅实行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国内企业纷纷准备复产，

并有扩产的行动和计划，到 2014 年上半年开工的企业增至 15 家，总产能达 16 万吨。同

时，多晶硅生产布局更加优化，逐步往能源价格洼地如西北等地区转移，生产设备也更为

先进。截止 2020 年底，我国多晶硅产能已达 42 万吨/年，占全球产能约 75%以上。

在晶硅行业，改良西门子法一直占据行业主流市场。截止 2023 年底，全球多晶硅有

效产能达到约 225.6 万吨，同比增长 71.6%；其中中国多晶硅产能从 2022 年底的 116.3

万吨增加至 210 万吨，占比全球产能约 93%，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

我国多晶硅生产企业发展很快，同时也出现了盲目建设，企业安全生产的隐患等问题

也逐渐增多，各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和装备水平不一，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1.2.14 日印发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6.10.21 日印发了《关

于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6〕

111 号）、应急管理部于 2021.10.27 日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应

急〔2021〕83 号）要求现有危化品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应急管理部于

2019.08.12 日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应急〔2019〕78 号）、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于 2020.04.01 日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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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安委〔2020〕3 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于 2021.12.31 日印发《全国危险化

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安委〔2021〕12 号）、应急管理部于 2022.03.10 日印发

《“十四五”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方案》（应急〔2022〕22 号）对危险化学品企业

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等安全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太阳能多晶硅安全生产指南是建立在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细化太阳能多晶硅生产过程中作业人

员、设备设施和工作环境的要求，实现本质安全为目的，具体如下：

1、可以促进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不断夯实企业安全生

产基础工作。

2、明确企业各个环节、各个岗位的安全职责，可以以点带线进而带面，全面落实企

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加强对现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培训和执行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

识和操作技能。

4、使规范的安全生产行为成为企业和员工的自觉、自动行为，实现安全生产的长效

机制。

2、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1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综合[2011]82 号）的要求，由东方电器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国家标准《改良西门子法制备多晶硅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南》(计划编号为

20111476-Q-469)。2012 年光伏市场剧烈波动，美国和欧盟对我国太阳能电池片进行双反

（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使得 2012 年下半年全国 80%以上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

硅的企业全部停产或进行技改，东方电气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基本处于停产阶

段。故根据实际情况，该标准后期具体编制工作转由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主

完成。因此标准报批时第一起草单位由“东方电器集团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改为“江

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标准编制过程中，与会专家认为《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

晶硅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南》中规定了采用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的企业开展安全生

产的过程和要求。“标准化”、“实施指南”一般用来陈述具体标准的执行情况，但本标

准并非用来指导企业如何实施某标准，因此标准原报批名称与实际编写内容不符，故将标

准名称由《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企业安全标准化实施指南》改为《改良西门子法生产

多晶硅安全规范》

3、 主要工作过程

为确保标准制定得科学、准确、合理，全国半导体设备与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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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会秘书处组织了主要起草单位的相关人员成立了标准调研工作组，并于 2012 年 6 月

5 日-6 月 8 日召开了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和安全生产专家对该标准的讨论会，形成了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充分的意见征求与收集。

2012 年 7 月向国内多晶硅生产厂家、有关的科研院所及使用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预审稿，并于 2012 年 10 月在徐州召开的标准工作会，

与会代表对标准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根据工作会的修改意见，对标准稿进行了再次

的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于网上公示。2012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标准工作会上，

与会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会后编制组采纳吸收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形成送审稿。2014 年 11 月在徐州召开的

标准工作会上，对本标准进行了审定。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完善，

形成报批稿，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但该标准一直未能发布。

2024 年 5 月，项目重新启动，编制组对标准文本进行了新一轮的迭代与完善，形成

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多晶硅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的总体原则、过

程和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企业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规定了企业建立安全标准化体系

时涉及各个要素的具体细则和需要建立健全的各项基础资料及管理内容。

2、 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实施指南主要包括负责人与职责、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培训教育、生产

设施及工艺安全、作业安全、产品安全与危害告知、职业危害、事故与应急、检查与自评

十大要素。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安全管理、安全技术、安全装备、环境安全、安全作业

五方面内容。

本标准的“前言、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要求”均执行

AQ3013-2008《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相关要求、“5.管理要素、附

录 A.危险化学品档案”为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和自身特点予以编制。

1、企业主要负责人与职责

定义企业应制定的目标指标、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作出的安全承诺等管理事项。

2、风险管理

对企业工艺装置、场所的作业活动；设备设施；非常规活动；其他化学、物理性危害

因素等详细划分定义，作为企业开展安全标准化风险评价工作中必须涉及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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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企业应建立隐患治理项目台账及台账具体内容：

1) 隐患项目名称；

2) 隐患项目单位及负责人；

3) 发现时间；

4) 隐患存在部位、介质及其主要工艺参数；

5) 原因分析；

6) 隐患评估及预防控制措施；

7) 治理措施计划及费用；

8) 实际完成时间；

9) 治理过程及效果评价；

10) 验收意见及日期；

11) 验收负责人签字等。

3.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

明确企业必须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企业需要制定操作规程的工序岗位区域及

操作规程应包含的基本内容。

4.培训教育

规定了企业对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新从业人员、转岗、离岗半年以上（含半年）人

员及承包商、供应商、临时会客等相关方进行安全教育的具体要求。

规定了企业进行日常安全教育的内容、频次等管理要求。

5.生产设施及工艺安全

规定了企业生产设施、安全设施、安全标志、职业危害、防护用品管理、特种设备、

工艺安全、电气安全、生产装置开停工安全、工艺过程安全、装卸车安全、关键装置及重

点部位、检维修及拆除和报废内容的具体要求。写明了针对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中较

为危险的还原装置电气安全注意事项。

6．作业安全

规定了企业对危险性作业活动实施作业许可证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管理要求，以及企业

应设置安全警示标示的装置和对承包商与供应商的管理内容。

7．变更

本标准规定企业应该执行变更管理制度及应履行的变更程序

8.产品安全与危害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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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建立的危险化学品档案和对危险化学品分类，并按相关规定对危险化学品进行

登记和对员工进行危害告知。

9．职业危害

规定了企业应按时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对员工按时进行职业病体检以及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管理的具体要求。企业应按要求为从业人员配备合格劳动防护用品。

10.事故与应急

规定了企业在发生事故时应执行的关于事故报告、抢险与救护、事故调查和处理、应

急救援、应急演练等具体内容和管理要求。

11.检查与自评

规定了企业进行安全检查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对检查出来隐患进行整改的具体要求。

企业应建立安全标准化自评管理制度，并按照制度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标准化进行自

评。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较为系统地对太阳能多晶硅生产从作业人员、设备设施和作业环境进行规范，

有利于太阳能多晶硅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标准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强制性标准

没有冲突。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对比分析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目前国内外没有与之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项目属于安

全标准，各企业均按照危化品企业统一规范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由于各企业情况不同，

建立的安全标准化体系差别较大。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太阳能多晶硅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过程中涉及到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存在的安

全风险较大，标准发布后建议以 12 个月为过渡期，方便相关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等。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建议举办标准的宣贯培训会，加强相关单位安全意识，使本标准真正起

到安全规范的作用。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 6 -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贸易，不需对外进行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发布后无需废纸有关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标准涉及的产品多晶硅。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标准应用后能为多晶硅安全生产提供指导，尽可能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建立更加完

善的技术标准体系，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装备全面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实现我国安全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