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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部

——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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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术语与定义

• 基本程序、风险辨识评价方法介
绍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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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第一节术语与定义

风险是指生产安全事故或健康损害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组合。

可能性，是指事故（事件）发生的概率。

严重性，是指事故（事件）一旦发生后，

将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

风险=可能性×严重性

捧秸膳察共唱几搂双擂笆蓄海沮僻奈蝉帚佃拳棚积菇詹厨蛹吃雪逞毁八贡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

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

的作业活动，或以上两者的组合。

风险点

守逼荤征没床额泣巢嫩范酪柴熔芒穿仟嫁河恿包响凛崭站念折笆费缴稻廖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第一章危险源

危险  

源

人身
伤害

健康
损害

财产  

损失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害和（或）财产损失的根源、状
态或行为，或它们的组合。

根  

源

行
为

状
态

具有能量或产生、释放能量的物理实体。  

如起重设备、电气设备、压力容器等等。

决策人员、管理人员以及从业人员的决策行

为、管理行为以及作业行为。

包括物的状态和作业环境的状态。

盯圈镊淘槐却蕾成彰税没尔大络杆羔啪汕彬停赛喷诅柏丽描苫罪演周满金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危险有害因素

人的因素 物的因素 管理因素环境因素

在分析生产过程中对人造成伤亡、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因素时，

危险源可称为危险有害因素，分为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

素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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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双粥咖绒埔稳志因浇炙哺借破垣妻舍惜傣涉纳谍烫瞪溯钨趣有由洗逮缎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评价：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分级，对现有控制措

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

风险分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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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价结果划分等级。

风险分级管控：按照风险不同级别、所需管控资源、管控能力、管控措

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而确定不同管控层级的风险管控方式。

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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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级别：四级“红橙黄蓝”（红色最高）

风险分级管控

初缨甚氟关弦姬膨森坦禁必谢丰瞪梢很宇僻须骂兢郝缝增驱祸董医毫绦徐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排查风险点 辨识危险源 风险评价
与分级

制定实施
风控措施

全面系统辨识 风险分级与管控

排查伴随风
险的部位、
场所、设备、
设施或区域。

按照人、物、
环境和管理四
个层面进行危
险源辨识。

 对危险源进行
风险评价，确
定风险等级。

按照工程技术、
管理、防护和应
急处置逻辑顺序
制定实施完善的
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分级管控过程

指横封徽谨醒渠绞衬系逸孤络趾兴锄爸尝承瘸娶事崔朋猪豪藤站蚌甘停误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 排查风险点是风险管控的基础，对风险点内的不同危险

源（与风险点相关联的人、物、  环境及管理等因素）进

行识别、风险评价以及根据评价结果采取不同控制措施是

风险分级管控的核心。

1、排查风险点

疡模跃咀巫蕊尊红法积锋钙辱安槐伦宏姆狄洲箩骗艾将汕惯烷双色腊及回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1、排查风险点--风险点识别（单元划分）

风险点的识别过程

作业活动
生产工艺
流程

装置装备
设施

生产场所
区域

多种结合

1

2

1 1 1 1

2 2 2 2

耽拼竣枢递男订啃刘朋噪严雌趣措浇傈褒怒蛙妥农罕赵条颓惹世定待儡爬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1、排查风险点--风险点确定

根据以上系统的划分，可明确到特定的部位、设施、场所和区

域，以及在特定部位、设施、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过

程，作为危险源辨识的基本单元，即确定的“风险点”。

要求：以分厂为单位，分厂再按照车间或班组为单位进行排查，

对排查出的风险点里所有涉及的每项工作任务（作业活动）进行确

认。要求作业步骤的划分要合理，每个作业步骤均应有明确的范围

界定，作业步骤的一般限定在3-10步为宜。

淮吵橙旨鄂盗虹棍搂嫉铲塔监刑辩宫贝啸虫录帐逛豢橙巡睦伎宦奴忧任喝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风 

险  

点  

基  

本  

情  

况

风险点名称

风险点位置

诱发事故类型

伤亡/财产损失

风险管控责任部门 责任人

手机号码

采取管控措施情况

应急处置主要措施

监管管理部门 监督人

手机号码

风  

险  

点  

登  

记  

表

1、排查风险点--风险点确定

省鸡植唁牵痕他烃悄瑞辊锈帐狞姚颂额不祝罗诫突厕手吏蟹疑烽粉敌黍矣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2、危险源辨识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

能量（能源或能量载体）  

危险物质
物的不安全状态
人的不安全行为

根源 状态

确定其特性

卷麦陨子喳氖兑珊嚣泣故擎苫趁喳姿粘苑鸽庶庸锦真冗醉湾霍击镐观聚戍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使人体或物体具有较高势能的装置设备场所

（如人员高处作业、吊装物等）

类第             一

产生、供给能量的装

置、设  备（如供电

设备、压力容器  等）

能量载体（如压缩气体、运

转的皮带、运转的球磨机等）

一旦失控可能产生巨大能量的装置设备场所

（如易燃液体换热器等）

     危              险       源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  

危险物质（如高炉煤气、转

炉煤气等）

2、危险源辨识

祝柠绕昌嘿昌粹絮是骏垢伐浴拔匹群悄怎罐沧湘骡芯幸岳争冠替烟操控炼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第  

二

类  

危  

险  

源

人的因素（人的失误）

物的因素（物的故障）

环境因素（作业条件）

管理因素（管理缺陷）

2、危险源辨识

 根据GB／T13861—2009《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危险有

害因素可分为人的因素、物的因素、作业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类。其中，涉

及人的因素具体表现共计23项；涉及物的因素具体表现共计87项；涉及作业环

境的因素具体表现共计45项；涉及管理因素具体表现共计10项。

阻垮霄剩巾何舷关赶频脆秉时茶翘烦级挞鸳汀树侨径章固眶按唇吻操氧留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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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94%9F%E4%BA%A7%E8%BF%87%E7%A8%8B%E5%8D%B1%E9%99%A9%E5%92%8C%E6%9C%89%E5%AE%B3%E5%9B%A0%E7%B4%A0%E5%88%86%E7%B1%BB%E4%B8%8E%E4%BB%A3%E7%A0%81.doc


•针对每个作业步骤可能伴随的危险源进行分析，并对每个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潜在事故类型进行确认。

要求：考虑到分析表格使用的方便，针对车间/班组的每个风险点

进行工作任务划分和作业步骤分解，并对每个作业步骤伴随的危险

源进行分析。

作业步骤危险源分析应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1）确定每进行一项工作内容可能存在的危害类型（第一类危险

源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2）从人、物、环、管等方面，分析导致危害发生的途径及原因

（第二类危险源）。

2、危险源辨识--步骤

颧氛洗谁沃票驰仁广怒步藩辞盒爱惰娩匣蹦疲瞎邓戍腑羡井拷芯莹履直第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危险源识别、评价、管控措施表

序号
作业步骤 风险评价 

（风险点） 第一类危险源 第二类危险源 事故类型 典型控制措施 L S R 风险等
级

1 煤气生产区域 未按规定划分防火、防爆区域，人
员误进入危险区域

其他伤害 按要求划分区域并挂
警示牌

4 4 16 II级

2 站区布置 煤气生产区域 设备、阀门未按工艺流程图编号，
挂牌，人员误操作

其他伤害 按工艺流程图要求编
号、挂牌，  严格按照
操作规程操作

4 4 16 II级

17 饱和空气管道 最低点无排水口，积水过多易造成空气
管道堵塞，产生负压

爆炸 在最低点安装排水口 2 4 8 III级

19 设施设备 焦油管道 煤焦油未采用封闭式输送系统，未采用
蒸汽保温的管道输送。

火灾、爆炸 采用封闭式输送系统
，  采用蒸汽保温管道
输送

3 3 9 III级

37 电气安全 电气调控 电柜未可靠接地 触电 可靠接地 2 4 8 III级

45 煤气生产区域 无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火灾、爆炸 按要求配置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装置

5 4 20 I级

46
检测装置

电气设备
煤气炉间未按要求设置进炉空气、空气总
管空气、饱和空气、  炉出口煤气、发生炉
汽包或发生炉水套蒸汽的流量、压力、温
度、水位方面的测量仪表

其他伤害 按要求配备相应测量
仪表

3 4 12 III级

48 防雷、防静电 煤气生产区

域

无防雷，防静电接地设施 火灾、爆炸 按要求配置防雷、防
静电设施

5 5 25 I级

门口未设静电消除设置 火灾、爆炸 按要求安装静电消除
装置

4 3 12 III级

离嗣欣狂敌届跺涟翻膛微砍游奎猿弛狄彬厚妓秆绑症栋杉奉络哑老铝丈狰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 尽可能自下而上地开展；

• 必要的准备，包括有关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事故案例等

的资料收集和学习；工作表格等的准备等；

• 案例引导；

• 及时对成果进行确认、指导、调整。

2、危险源辨识--要求

厘塑俗涌泄陡孜刽降桔肮蹬溯麻葵碾签碌窖氓框壮秦吏贺颁辰园羌芝喘振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 以动态作业活动进行危险源识别可选用“工作危  

害分析（JHA）法”。

• 以静态设备设施为基础单元进行危险源识别可选  

用”安全检查表法”。

常用的辨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 询问、交淡；
• 查阅有关址录；
• 现场观察；
• 获取外部信息；
• 工作危害分析（JHA）；

• 安全检查表（SCL）；

• 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
（HAZOP）；

• 事件树分析（ETA）。

2、危险源辨识---方法

兔述并彭图巩葫些棺碾蛛袒痘丧剖展援碌招逊背阻抽赞抿杏券喳逝烷肯辜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2、危险源辨识---工作危害分析（JHA）

特点：

• 方法简单易行。工作危害分析方法较为直观，分析过程

简单，没有复杂的理论推理，便于  在班组基层推广。

• 该方法不进行风险大小的判定，只需找出危险源并提出

治理措施和补偿措施。

• 作危害分析实现了对工作场所和作业活动的全面覆盖。

• 工作危害分析是基于工作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

全面地识别出生产作业活动中所有可能的风险，并针对

可能风险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禁公米跺秃午婿钙君柒善设剐朴桅以蔗芦烹饿栓狭喇剁房榔赵戍继狱臂轴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第一章

工作危害分析 （JHA）的工作步骤

分解 说明 后果 现有措施

把正常的工作  

分解为几个主  

要步骤，即首  

先做什么、其  

次做什么等等。

用3-4个词说  

明一个步骤，  

只说做什么，

而不说如何做。

识别每一步  

骤的主要危  

害后果。

识别现有的  

安全控制措  

施。

风险评估

进行风险评  

估，确定风  

险等级

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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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危害分析 （JHA）注意事项

分解时应注意：

---观察工作

---与操作者一起讨论研究

---运用自己对这一项工作的知识

---结合上述三条

对于每一步骤要问可能发生什么事故，给自己提出问题，比如操作者会被什么东西打着、碰着

；  他会撞着、碰着什么东西；操作者会跌倒吗；有无危害暴露，如高温、毒气、辐射、焊光、

酸雾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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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危害分析 （JHA）举例

作业活动 辨识对象 危险源 事故类型 典型控制措施

高炉炉前

作业人员 出铁时未戴面罩 灼烫 戴好面罩

作业人员
堵铁口时泥炮头未预

热爆炸
其他爆炸 作业前对头进行预热

作业人员 跨越渣铁沟 灼烫 严禁跨越

…………..

铁口和铁沟 铁口泥套、铁沟潮湿 其他爆炸 充分烘烤

铁沟盖板 渣铁沟盖板损坏 其他伤害、灼烫 日检查及修复

…………..

作业环境 沟头冲渣水蒸汽 职业病 戴好防护用品

作业环境 粉尘浓度大 职业病 佩戴好防护用品

……………

安全管理 单罐出铁 其他伤害、其他爆炸 联系确认

安全管理 铁罐过满 灼烫
盛装的铁水、熔渣液位
离罐沿至少30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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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源辨识---安全检查表法SCL

安全检查表法SCL：是系统安全工程的一种最基础、最简

便、广泛应用的系统危险性评价方法。目前，安全检查表在我

国不仅用于查找系统中各种潜在的事故隐患，还对各检查项目

给予量化，用于进行系统安全评价。

安全检查法是由一些对工艺过程、机械设备和作业情况熟

悉并富有安全技术、安全管理经验的人员，事先对分析对象进

行详尽分析和充分讨论，列出检查项目和检查要点等内容并编

制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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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分析

措施
建议

分析人员从有关渠道（如标准、  

规范、作业指南、经验、教训）

选择合适的安全检查表。如果  

无法获取相关的安全检查表，  

分析人员必须运用自己的经验

和可靠的参考资料制定检查表。

问题
分析

分析者依据现场观察、阅读系统

文件、与操作人员交谈、以及个  

人的理解，通过回答安全检查表  

所列的问题，发现系统的设计和  

操作等各个方面与标准、规定不  

符的地方，记下差异。

分析差异（危害），  

提出改正措施建议。

安全检查表法（SCL）的工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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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检查表法（SCL）的注意事项

4

简明扼要，突出重点，抓住要害。1

2

3

5

各类检查表各有侧重，各有使用范围和对象，不能混淆。

安全检查表是基础，应着眼于对操作与操作有关的工艺、设备、
环境条件的具体案情检查，不能混同于安全操作规程。

检查中要注明检查时间、地点，检查人和负责解决问题的
人都应签名。  

凡是检查出的问题，检查者能够解决的应立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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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表法（SCL）表格样式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依据标准 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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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评价与分级

常用的风险评价方法：

• 安全检查表法；

• 专家评议法；

• 危险指数法；

• 危险性预先分析方法；

• 故障树分析；

• 故障假设分析方法；

• 事件树分析；

• 故障假设分析/检查表分析方法；

• 危险和可操作性研究；

• 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

• 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MES）

•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

从方便推广和使用角度，建议采用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MES）或作业条件危
险性评价法（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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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判断是否

存在重大危险源，如存在，按照法规要求登记备案重点管控。

风险级别划分

将识别的风险按照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MES）或作业条件

危险性评价法（LEC）进行分级，按照鲁政办发『2016』36

号要求，为便于下一步更好的开展工作，风险统一列为四级

风险（1级最危险，依次降低）。

风险级别：四级“红橙黄蓝”（红色最高）

3、风险评价与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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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S
R—代表风险值；  

L—代表发生伤害的可能性；  

S—代表发生伤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风险矩阵方法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价作业条件危险性的方法，它给

出了两个变量，分别表示该危险源潜在后果的可能性（L）和后果（S）。

识别出每个作业活动可能存在的危害，并判定这种危害可能产生的后果

及产生这种后果的可能性，二者相乘，得出所确定危害的风险。然后进

行风险分级，根据不同级别的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风险分析风险矩阵评价法（LS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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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

• 判定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可从两个角度：

1. 固有风险：指该危险源现实如果存在，该危险源导致后果发

生的可能性。如：皮带轮无防护罩导致人员机械伤害。可能性是指

如果在没有防护罩的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2. 现实风险：是指现场实际状态下，该危险源存在的可能性有

多少。即：皮带轮无防护罩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对照下表从偏差发生频率、安全检查、操作规程、员工胜任程度、

控制措施五个方面对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价取值，取五项

得分的最高的分值作为其最终的L值。

风险矩阵评价法（LS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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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值 偏差发生频率 安全检查 操作规程 员工胜任程度
（意识、技能、经验）

控制措施
（监控、联锁、报警、应急措施）

5
每次作业或  每月

发生

无检查（作业）标准或  不按

标准检查（作业）

无操作规程或从  不执行

操作规程

不胜任（无上岗资格证、  无任

何培训、无操作技能）

无任何监控措施或有措施  从未投用；无

应急措施。

4 每季度都有发生 检查（作业）标准不全或

很少按标准检查（作业）

操作规程不全或很

少执行操作规程

不够胜任（有上岗资格证、  但

没有接受有效培训、  操作技能

差）

有监控措施但不能满足控制要求

，措施部分投用或有时投用；  有应急措

施但不完善或没演练。

3 每年都有发生

发生变更后检查（作业）  标

准未及时修订或多数时  候不

按标准检查（作业）

发生变更后未及时修  订

操作规程或多数操  作不

执行操作规程

一般胜任（有上岗资格证、  接

受培训、但经验、技能  不足，

曾多次出错）

监控措施能满足控制要求，但经常

被停用或发生变更后不能及时恢复

；有应急措施但未根据变更及时  修订或

作业人员不清楚。

2 每年都有发生  或

曾经发生过

标准完善但偶尔不  按标准检

查、作业

操作规程齐全  但偶尔不

执行

胜任（有上岗资格证、接受  有

效培训、经验、技能较好

，但偶尔出错）

监控措施能满足控制要求，但供电

、联锁偶尔失电或误动作；有应急  措施

但每年只演练一次。

1 从未发生过 标准完善、按标准  进行检查、

作业

操作规程齐全，  严格执

行并有记录

高度胜任（有上岗资格证、

接受有效培训、经验丰富

，技能、安全意识强）

监控措施能满足控制要求，供电

、联锁从未失电或误动作；

有应急措施每年至少演练二次。

确认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取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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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程度的确定应充分考虑风险点的相关的风险类型和程

度；

• 对照表从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法律法规符合性、环

境破坏和对企业声誉损坏五个方面对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评

价取值，取五项得分最高的分值作为其最终的S值，S值的确

定应与风险点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程度相适应。

（2）确定危害事件发生的严重程度（S）

风险矩阵评价法（LS法）

无绣栗升境缄巾号狙栋触鹃矾搬绘私袖擎樱态愈挠哟渺湾弥邯逛互殴御粟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等级 法律法规符合性 人员伤害情况
财产损失/

万元
停工 企业形象

5 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 死亡 ＞50 部分装置（＞2套）

或设备
重大国际影响

4 潜在违反法规和标准 丧失劳动能力 ＞25

2套装置停工或设备

停工
行业内、省内
影响

3
不符合上级公司或行业的
安全方针、制度、规定

截肢、骨折、听力
丧失、慢性病 ＞10 1套装置停工或设备 地区影响

2 不符合企业的安全操作程  

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歇不  

舒服

＜10 受影响不大，几乎  

不停工
公司及周边范  

围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无损失 没有停工 形象没有受损

危害事件发生的严重程度（S）取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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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风险度（R）

严重性 

S

可能性 

L

1 2 3 4 5

1 1 2 3 4 5

2 2 4 6 8 10

3 3 6 9 12 15

4 4 8 12 16 20

5 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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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度 等级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20-25 1级 关键风险

需要立即停止作业，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
业，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估 立刻

15-16 2级 重要风险

需要消减的风险，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建立运行控制
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 立即或近期整改

9-12 3级 中度风险 需要特别控制的风险，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
加强培训及沟通

2 年内治理

4-8 4级 低度风险 需要关注的风险，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需
定期检查

有条件、有经费  

时治理

< 4 5级 轻微风险 可接受或可容许风险，无需采用控制措施 需保存记录

安全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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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有潜在危险环境中作业的危险性，以所评价的环境与某些作为参

考环境的对比为基础，将作业条件的危险性作为因变量（D），事故或危

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E）及危险严重程

度（C）作为自变量，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函数式。

D=L× E × C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根据实际经验得出3 个自变量的各种不同情

况的分数值，采取对所评价的对象根据情况进行“打分”的办法，然后

根据公式计算出其危险性分数值，再按危险性分数值划分的危险程度等

级表，查出其危险程度的一种评价方法。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

陌蓬痔乌槽捆湖馅臼尺弟夷逊却睬顽舀紫销王憋家虚咐哪造恕球及奏艺呸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事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

分值 事故、事件或偏差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监测系统）；或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
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事件或偏差。

3

可能，但不经常；或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或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  

防护用品等），也未作过任何监测；或未严格按操作规程执行；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  

措施不当；或危害在预期情况下发生。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事  

故、事件或偏差；或在异常情况下发生过类似事故、事件或偏差。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能定期进行监测。

0.2 极不可能；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0.1 实际不可能。

分值 频繁程度 分值 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判断准则

愚覆追腥坛杉娇僻焙酸铭拆矛杠郑蓖晦拾脾焦葡承考琵趋俗荫而锹梭北箩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发生事故事件偏差产生的后果严重性（C）判别准则

分值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万元） 停工 公司形象

100 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  

标准。

10人以上死亡，或50人  

以上重伤。

5000万以上直接经济  

损失。
公司停产 重大国际、国内影  

响。

40 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

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  

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  

伤。

1000万以上5000万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 装置停工行业内、省内影响。

15 潜在违反法规和标准 3人以下死亡，或10人  

以下重伤。

100万以上1000万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
部分装置  

停工
地区影响。

7

不符合上级或行业的  

安全方针、制度、规  

定等。

丧失劳动力、截肢、骨  

折、听力丧失、慢性病。

10万以上100万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
部分设备  

停工 公司及周边范围。

2

不符合公司的安全操  

作程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歇不舒服。

1万以上10万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

1套设备  

停工
引人关注，不利于  

基本的安全卫生要  

求。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1万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没有停工 形象没有受损。

弹班似模丈逮以鲁嵌堡教壬娩拼妓古比径或汲擂缮桶肠酉混等结咆氟鸭涛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D）

风险度 等级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320
 I不可容许，巨大风

险
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业,对改进措
施进行评估 立刻

160～320
II 高度危险，重大风  

险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建立运行控制程序，定  期
检查、测量及评估。 立即或近期整改

70～160 III 中度,中等
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训及沟  

通 2年内治理

20～70 IV 轻度，可接受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需定期检
查

有条件、有经费
时治理

<20
V 轻度或可忽略的风  

险 无需采用控制措施，但需保存记录

告稚范糟责柔驯司尚柬度官赤酸肆粳债哈份亦曝蛹修衙域祭尊疥妹狙哦爸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D）举例--检维修作

业

序  

号 工 作 步
骤

危害因素或潜在

事件（人、物、
作业环境、管理）

主要后果 控制措施 L E C D

风险  

等级

1 接到检修任务单 泄漏、爆炸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2 12 V

2 个人防护用品完好并正确佩戴 砸伤，机械伤害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7 42 IV

3 准备符合安全规范的工器具 超温、灼伤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2 12 V

4 准备检修项目的备件 机械伤害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2 12 V

5 与工艺联系，工艺处理并签字后

进入现场

工艺处理不完全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2 12 V

6 消除消除管线漏点及振动 异响,振动,泄漏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7 42 IV

7 更换泄漏的阀门填料或阀门更新 泄漏,机械损坏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7 42 IV

8 运转设备的日常维护 泄漏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7 42 IV

9 消除各类跑、冒、滴、漏 泄漏 人身伤害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7 42 IV

10 检修结束后工艺人员确认并签字 检修处理不完全 设备损坏 有规程，严格执行 1 6 2 12 V

眯外这逮奢怪批腥丫项保郸惺娘宦盗凭薪辕脸途肆设褂气硕链盘踞酉芳碳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MES）

    基本原理是根据危险源辨识确定的危害及影响程度与

危害及影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乘积确定风险的大小。即

将可能性L的大小和后果S的严重程度分别用表明相对差

距的数值来表示，然后用两者的乘积反映风险程度R的

大小，即R=LS=MES。

孽岸敌泥淤蹭诫昆伏郝术悦瘟斩壶八绕焰危咖馈斤殿抵猴级甭融踪蚂萍利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控制措施的状态M判别准则

对于特定危害引起特定事故（这里“特定事故”一词既包含“类型”

的含义，如碰伤、灼伤、轧入、高处坠落、触电、火灾、爆炸等；也包含

“程度”的含义，如死亡、永久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暂时性全部丧失劳

动能力、仅需急救、轻微设备损失等）而言，无控制措施时发生的可能性

较大，有减轻后果的应急措施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有预防措施时发生的

可能性最小。

分数值 控制措施(包括体系文件、防护措施、警示装置等)

5 无控制措施

3
有减轻后果的应急措施，包括警报系统、个体防护用
品等

1 有预防措施、控制文件，如机电防护装置，但须保证
有效

融殆粥槐浅者僻国该稚申粮味同谱铆悄寡滩荣怒深龙兵佬谴近筋夫跺毡叁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安全培训—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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