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重预防体系试卷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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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一、单选题（共 60题） 

 

1.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是（B）风险管控。 

 

2.对排查出来的风险点进行分级，按照危险程度及可能造

成后果的严重性，将风险分为（B）4、1级，其中（B）1级

最危险。 

 

3.风险级别中（A）红色级别最高。 

 



4.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将

（B）公司、部门、车间、班组确定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

般风险和低风险的管控主体。 

 

5.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B）健康损害和或

财产损失的根源、状态或行为，或它们的组合。 

 

6.危险源可称为危险有害因素，分为人的因素、物的因素、

（C）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类。 

 

7.风险是指生产安全事故或健康损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

（A）严重性的组合。 

 

8.（A）风险分析是风险管控的基础。 

 

9.企业在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应考虑：（C）安全性、必

要性、可靠性。 

 

10.各企业的风险评价准则具体内容应（D）与企业实际情

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关。 



 

11.（A）企业承担建立和实施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的主体责任。 

 

12.企业应建立以（A）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安全生产风险

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13.风险信息包括危险源名称、类型、存在位置、当前状

态、伴随风险大小、等级、所需管控措施和（C）责任单位、

责任人等一系列信息的综合。 

 

14.风险分级管控程序四个阶段包括危险源识别、危险源

分级、风险控制和（B）效果验证与更新。 

 

15.风险分级是通过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危险源所伴随

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根据（B）风险大小划分等级。 

风险评价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及其概率进行评估，以确

定相应的控制措施。评价结论是对风险评价结果进行总结和判

断，以确定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评价结果是指风险评价的具



体结果，包括风险等级、管控措施和责任分工等。风险评估是

对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和分析，以确定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 

 

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是风险越大，管控级别越高；上

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级必须负责管控，并逐级落实具体措施。 

 

企业应在各岗位悬挂安全风险告知牌板，标明风险点名称

及等级、危险源名称及等级、事故类别或后果、管控措施、管

控层级、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应急预案等内容。并分别用红橙

黄蓝对风险等级进行标识。此外，还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

险告知栏。 

 

确定为重大风险的，应尽可能地采取较高级的风险控制方

法，并多级控制。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培训教育制度应明确岗位员工

熟知本岗位风险点及危险源、本岗位危险源及相应管控措施、

本岗位危险源及相应管控级别的研究义务。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部署实施阶段包括宣传发

动、法律法规研究、培训、落实分工四个步骤。 

 

危险源分级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对每一个危险

源进行分级。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落实分工阶段，企业要根据各职能

部门、班组、岗位的职责，按照本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全面部署排查风险点、辨识危险源、制

定管控措施、制定风险管控责任制的任务。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的培训内容应包括各层级人员体系

建设职责、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运行制度、风险点排查方法、

危险源排查方法、风险排查辨识方法等。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专业组负责本专业风险点

划分、危险源分级、风险分级及管控措施编制。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包括隐患辨识、

隐患汇总、隐患治理、治理验收等 4个步骤。 



27.综合性隐患排查应该由公司级别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

车间结合岗位责任制排查，至少每月组织一次。 

 

28.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制度包括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培训教育制度、运行管理考核制度、持续改进管理制度。 

 

29.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工作组的职责是：一

是负责本工作组范围内风险点划分、危险源辨识、风险分级、

管控措施编制；二是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具体工作，确

保能够将所属范围的风险点全覆盖辨识，及时向风险分级管控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三是制订分管范围内各

岗位及作业场所的风险告知排查标准，并组织员工培训、贯彻

落实。 

 

30.错误的说法是 D，通过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企

业实现零风险、零事故是不可能的。 

 

31.风险分级管控以确保风险管控措施持续有效为工作目

标。 

 



32.企业应自主完成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制度设计、文件

编制、组织实施和持续改进。 

 

33.企业至少每年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进行一次系统性评

审或更新。 

 

34.中度风险色为橙色。 

 

35.企业应该建立隐患排查制度，由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

责人牵头的组织领导机构，保障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过程有效

运行。 

 

36.为确保隐患治理效果的有效性验证，应由组织领导机

构对隐患整改效果进行组织验收。 

37.根据通则要求，如果被判定或评估为重大事故隐患，

企业应该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并制定相应的治理方案。 

 

38.危险源辨识应该包括风险点内所有的设施设备和作业

活动，无论是常规还是非常规的。 

 



39.根据风险点的特性和危险源风险，确定检查周期（即

隐患排查的实施时间间隔），包括总经理每季度至少带队检查

3次。 

 

40.公司 3级风险相对应的管控层级为车间级。 

 

41.企业应该针对各个风险点制订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标

准和清单。 

 

42.工程控制措施是风险分级管控措施中的一种，包括报

警、联锁、安全阀和 SIS 等。 

 

43.企业在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应该包括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培训教育措施、个体防护措施以及应急处置措施。 

 

44.制定风险评价准则时，可以不考虑本单位的安全文化

底蕴，但不能不考虑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本单位的安全

管理标准以及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 

 



45.企业应将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中确定的所有管控责任人、

管控分级内容和法律法规对安全管理的要求作为隐患排查的内

容。 

 

46.风险辨识是识别企业整个范围内所有存在的风险并确

定其特征的过程。 

 

47.按风险点各危险源评价出的最高风险级别作为该风险

点的级别。 

 

48.重大危险源的辨识依据是物质的危险特性及其数量。 

 

49.根据风险矩阵法（简称 LS）全风险等级判定准则（R

值）判定为 10分，则该风险属于 1级。 

 

50.根据风险矩阵法（简称 LS）安全风险等级判定准则

（R 值）判定为 8分，则该风险为显著危险。 

 



步健全完善隐患自查、自改、自报、考核的管理机制，形成完

整的安全管理体系。 

的情况严重 C.生产设备维修不及时 D.未进行安全生产培

训 

7.隐患排查应该坚持（）原则，全面排查各类隐患。 

A.主动 B.周期 C.全员 D.分级 

8.风险管控措施主要包括（）。 

A.工程技术措施 B.管理控制措施 C.应急救援措施 D.医疗

救护措施 

9.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分为（）个等级。 

A.3B.4C.5D.6 

10.安全文明施工的 七个一”要求中，不包括（）。 

A.一道红线 B.一面鲜红的党旗 C.一面鲜艳的国旗 D.一盏

明亮的灯 

11.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评审周期为（）年。 

A.1B.2C.3D.4 

12.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评审等级为一级的，具备的条

件是（）。 



B.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健全 C.安全生产投入达到一定标准 D.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

一定资质 

13.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的申报材料中，不包括（）。 

A.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B.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C.安全生产责

任制 D.安全生产事故记录 

14.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二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重新评审。 

A.1B.2C.3D.4 

15.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三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重新评审。 

A.1B.2C.3D.4 

16.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四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重新评审。 

A.1B.2C.3D.4 

17.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五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重新评审。 

A.1B.2C.3D.4 

18.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六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重新评审。 



19.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20.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二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21.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三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22.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四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23.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五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24.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六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中期评审。 

A.1B.2C.3D.4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26.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二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27.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三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28.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四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29.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五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30.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中，评审等级为六级的企业，应

在（）年内进行终期评审。 

A.2B.3C.4D.5 

C。在爆炸和火灾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如电机、灯具、

开关等）没有防爆措施。D。在生产区域饮用水存在隐患。 



7. A.未按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B.未遵守劳动纪律；C.未佩戴防护用品；D.未进

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8.隐患排查方式主要有：A.综合检查；B.专业检查；C.节

假日检查；D.四季检查；E.日常检查。 

 

9.隐患排查类型主要包括：A.综合性隐患排查；B.专业性

隐患排查；C.风险点排查；D.专家诊断性检查和企业各级负责

人履职检查等。 

 

10.企业隐患排查的范围应包括所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场

所、环境、人员、设备设施和活动。 

 

11.风险点排查应按照生产（工作）流程的阶段、场所、

部位、装置、设施和作业活动等进行。 

 

12.安全检查表编制依据包括有关法规、标准、规范及规

定、国内外事故案例和企业以往事故情况、系统分析确定的危



业或类似行业检查表等。

 

13.风险控制措施类别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培

训教育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 

 

14.隐患排查依据主要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技术标准、

事故教训经验总结和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等。 

 

15.隐患治理应按照分级治理、分类实施的原则进行，包

括岗位纠正、班组治理、车间、部门治理和公司治理。 

 

16.企业通过 两体系”建设应完成编制两体系实施指南、

制定“两体系”创建工作实施方案、风险评价及控制措施汇总表

和危险源辨识清单等成果。 

 

17.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包括：应对每项控制措施进

行评审，确定可行性和有效性；存在缺失、失效的状况，应制

定落实改进措施，降低风险；上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级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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