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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中国

互联网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广西互联网协会、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洪灿、杨召江、郑植、许铭、罗云 、杨业武、蔡光宇、牟继东、牟光鹏、

韦献斌、李德欢、杜前京、黄开文、龙晓峰、黄海涛、张克亮、孙亮、彭欢、甘雯雯、张大纯、王宇

龙、程云、李舒琦、周婷婷、李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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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信息通信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建设的术语定义，规定了安全生产风险分

级管控基本要求、工作程序和内容、持续改进、文件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信息通信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3694—2013 风险管理术语 

GB/T 13861-2022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 6441-1986  单位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可接受风险 acceptable risk 

根据国家和行业法规要求和单位安全生产方针，已被管控至可容许程度的风险。 

 

3.2 重大风险 major risk 

发生事故可能性与事故后果二者结合后风险值被认定为重大等级的风险。 

 

3.3 风险源点 risk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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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危险源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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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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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危险源辨识 hazard identification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分布和特性的过程。 

3.6 风险评价 risk assessment 



T/ISC 0040—2024 

2 

对风险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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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风险分级管控 risk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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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风险管控措施 risk control measure 

为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程度，针对该风险而采取的相应管控方法和手段。 

 

3.9 风险信息 risk information 

风险点的名称、类型、所在位置、当前状态以及伴随风险大小、等级、所需管控措施、责任单位、

责任人等一系列信息的综合。 

 

3.10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risk classification control list 

安全生产风险信息（3.9）的集合。 

4 基本要求 

4.1 风险预防控制机制 

安全生产风险预防控制机制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辨识风险源点

风险管控

风险评价

不可
接受

可
接
受

风险分析

可
接
受

不可
接受

确认风险水平
 

图1  安全生产风险预防控制机制 

4.1.1 辨识风险源点 

依据风险源点辨识依据，运用辨识方法对危险源等风险源全面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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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风险分析 

对风险事件的可能性、严重性、现有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4.1.3 风险评价 

包括固有风险分级评价、典型重大事故现实风险分级评价、高危作业风险分级评价等内容。如果

风险可接受，则转入下一个风险源点评估；如果风险不可接受，则研究需要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 

4.1.4 风险管控 

在风险评价结果基础上，依据风险分级管控原则，对重大风险采取专项管控措施；对其他风险制

定分级管控预控措施。 

4.1.5 确认风险水平 

确认管控措施有效，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则转入下一个风险源点评估。否则，持续进行

4.1.4，继续加大管控力度，直到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4.2 风险预防控制组织机构及职责 

4.2.1 领导小组 

安全生产风险预防控制领导小组组长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包括安全监督、生产经营、业

务主管等本级职能部室负责人等。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建设的任务目标，对

预控机制建设及实施情况进行部署、督导和考核等工作。 

4.2.2 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组长由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担任，成员应包括安全监督、生产经营等本级职能部室分管

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相关生产专业人员、基层作业主管人员等。主要职责包括制定风险分级管控

机制建设方案；推进和组织落实机制建设方案任务和目标，组织风险辨识分析、风险管理培训，开展

风险分级及评价改进等工作。 

4.2.3 主要负责人职责 

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的第一责任人，对落实安全分级管控措施全面负责，具体履

行下列职责： 

——组织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保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正常运行，落实安全

生产风险管控措施； 

——组织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制度的落实；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培训工作； 

——至少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工作会议，推进机制持续改进； 

——负责确定可接受风险的程度及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的审批；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有效实施的所需投入。 

4.2.4 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职责 

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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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定并督促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建设工作方案的实施； 

——负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判定及并组织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评审，督促重大

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 

——组织制定安全生产风险判定准则和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绩效考核制度；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的更新； 

——协调和调度各职能部门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 

——负责将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建设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4.2.5 专业分管负责人职责 

专业分管负责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负责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措施落实； 

——指导并督促分管专业部门开展危险源辨识及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 

——检查分管专业部门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相关资料的建立情况。 

4.2.6 职能部门职责 

——安全管理部门履行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监督检查指导各部门是否依法依规

制定、执行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标准等； 

——专业职能部门履行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专业运营安全管理职责，管理、指导、检查专业生产运

营操作部门及人员按制度、规范、标准落实执行。 

——生产运营和操作部门履行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操作运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操作人员按安全生

产风险管控的制度、规范、标准、流程运作或操作。 

4.2.7 支局长（班组、站队）长职责 

支局（班组、站队）长应履行下列职责： 

——负责所在支局（班组、站队）危险源的辨识、风险分析和评价、管控工作； 

——负责建立完善所在支局（班组、站队）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相关资料； 

——负责所在支局（班组、站队）员工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的考核和评估； 

——进行作业现场安全生产风险辨识、风险信息填写及上报； 

——落实上级制定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并及时反馈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效果。 

4.2.8 现场作业岗位职责 

各现场作业岗位主要负责及时、全面、准确地报告生产设备（点）、生产作业过程（线）、作业岗

位（面）和环境因素（体）发生和存在的风险因子状态等，是安全生产风险预警预报预控的基层力量。 

4.3 实施全员培训 

各单位应制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4.3.1 各类单位分级培训 

各类单位分级（例如：公司总部、省地市分县分公司公司、子公司和分支结构等）将安全生产风

险分级管控工作标准、风险管理理论培训纳入本级管理人员年度安全教育计划中，定期开展风险分级

管控程序、方法、措施等知识的培训。 

4.3.2 支局（班组、站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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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局（班组、站队）将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标准、风险源点辨识、风险分级管控措施要求

纳入本级（本岗位）日常安全教育计划中，每季度组织不同岗位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4.3.3 岗位培训 

支局（班组、站队）通过班前会等方式开展岗位风险和控制措施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4.4 建设制度文件 

文件应至少包括： 

a)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建设方案； 

b)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制度； 

c) 风险点确定，危险源辨识和风险分级标准； 

d) 单位风险因素辨识清单及重大风险点清单； 

e) 风险评价分级记录、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等有关记录文件； 

f)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作业指导书； 

g)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奖惩考核制度； 

h)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年度培训方案。 

4.5 运行考核 

建立风险分级管控机制运行考核机制，完善考核标准，将考核结果与年度绩效目标、员工安全绩

效兑现挂钩；同时，在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检查、安全教育及安全生产奖惩等制度中明确相关

要求。 

5 工作程序和内容 

5.1 辨识风险源点 

5.1.1 风险源点划分原则和方式 

风险源点划分应遵循下列原则和方式： 

a) 风险源点划分应当遵循“大小适中、便于分类、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范围清晰”的原则； 

b) 风险源点的划分方式可依据“点-线-面-体”模式进行，即：“点”指设备设施类、“线”指作

业流程类、“面”指人员岗位类、“体”指环境条件类。风险源点辨识清单的数据结构可参

考附录A。 

5.1.2 辨识依据 

风险源点辨识依据主要有： 

a)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b)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c)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方针、目标； 

d) 相关事故案例； 

e) 相关管理体系的危险源辨识结果； 

f) 相关方的投诉； 

g) 同类型其他单位的相关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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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风险源点排查 

5.1.3.1 风险源点排查的内容 

应按照风险源点划分原则，组织开展信息通信行业的网络工程建设、网络维护、辅助作业、客户

服务、数据灾备、服务器安全、机房安全等各专业领域风险源点排查，掌握风险源点的基本信息，包

括风险源点名称类别、所在位置、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及后果、风险防控措施等内容。 

5.1.3.2 风险源点排查的方法 

风险源点排查应全员参与，采取“自上而下”排查与“自下而上”报告相结合的方式，逐级审核汇

总。“自上而下”排查模式，是指管理部门或安全专管人员实施隐患排查的方式，具有专业性、随机

性特点。“自下而上”报告模式，是指单位内部员工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实时自查方式，进行实时排查，

及时报告。 

5.1.3.3 设备设施类风险源点辨识方法 

运用安全系统工程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等方法，辨识生产过程中使用设备、设施（点

风险源）的风险，编制风险清单。设备、设施类安全生产风险清单数据结构可参考附录 A 表 A.1。 

5.1.3.4 作业流程类风险源点辨识方法 

运用安全系统工程作业过程工作危险性分析（JHA）等方法，辨识生产作业流程（线风险源）的

风险，编制风险清单。作业流程类安全生产风险清单数据结构可参考附录 A 表 A.2。 

5.1.3.5 作业岗位类风险源点辨识方法 

运用安全系统工程作业岗位风险分析（LEC）等方法，辨识生产作业岗位（面风险源）的风险，

编制风险清单。作业岗位类安全生产风险清单数据结构可参考附录 A 表 A.3。 

5.1.3.6 环境条件类风险源点辨识方法 

运用安全系统工程预先危险性分析法（PHA）等方法，辨识生产作业条件（体风险源）的风险，

编制风险清单。环境条件类安全生产风险清单数据结构可参考附录 A 表 A.4。 

5.2 风险分析 

对风险源点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性，以及现有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

析。 

风险分析中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提高风险分析以及数据管理的效率。 

5.2.1 可能性分析方法 

可能性定性分析的描述方式及分级标准可参考表 1。 

表1  风险的可能性描述及分级标准表 

描述 分级标准 

不可能发生 近 10 年内国内同行业未发生过 

几乎不发生 近 10 年单位未发生过 

偶尔发生 近 10 年内单位发生 1 次 

可能发生 近 5 年内单位发生 1 次 

经常发生 每年单位现场发生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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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严重性分析方法 

后果严重性定性分析的描述方式及分级标准可参考表 2。 

表2  风险的严重性描述及分级标准表 

描述 人的影响 物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社会信誉

影响 

轻微的 轻微伤害 轻微损失 极小影响 轻微影响 

较小的 较小危害 较小损失 轻度影响 有限影响 

较大的 大的伤害 局部损失 局部影响 较大影响 

重大的 一人死亡/重伤 严重损失 严重影响 国内影响 

特大的 多人死亡/重伤 重大损失 国内广泛影响 国际影响 

5.2.3 现有风险管控措施有效性分析方法 

根据安全绩效、安全检查结果等，对现有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定性评估是由专家判

断得出的主观意见，例如：有效、效果一般、无效等。定量评估是将测量结果对照相关标准得出的结

论，例如：合格、不合格；有效、过期等。对发现的无效的、不合格的风险管控措施要分析原因，加

强管理，恢复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 

5.3 风险评价 

将风险分析结果与单位确定的风险准则相比较，确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宜划分为4级：

一级（红色）、二级（橙色）、三级（黄色）、四级（蓝色）。 

风险评价中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提高风险评价以及数据管理的效率。 

5.3.1 固有风险分级评价方法 

5.3.1.1 设备设施 

运用评点法对设备设施风险进行评价，评点法详见附录B。 

5.3.1.2 作业流程 

运用风险矩阵法对作业流程风险进行评价，风险矩阵法详见附录C。 

5.3.1.3 人员岗位 

运用LEC法对人员岗位风险进行评价，LEC法详见附录D。 

5.3.1.4 环境因素 

运用风险矩阵法对环境因素风险进行评价，风险矩阵法详见附录C。 

5.3.2 典型重大事故现实风险分级评价方法 

具有以下情景之一者为典型重大事故风险： 

a) 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 

b) 发生过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c) 具有中毒、爆炸、火灾、触电等危险的场所，作业人员在10人及以上的； 

d) 经风险评价确定为最高级别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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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重大事故现实风险分级方法见附录E1-E7，包括场所火灾事故风险分级方法、机房火灾事故

风险分级方法、交通事故风险分级方法、高处坠落事故风险分级方法、触电事故风险分级方法、中毒

窒息事故风险分级方法、有限空间事故风险分级方法等。 

5.3.3 高危作业风险分级评价方法 

5.3.3.1 塔杆登高作业 

运用累加评点法对塔杆登高作业风险进行评价，详见附录F。 

5.3.3.2 密闭空间作业风险分级评价方法 

运用累加评点法对密闭空间作业风险进行评价，详见附录G。 

5.3.3.3 吊装作业风险分级评价方法 

运用累加评点法对吊装作业风险进行评价，详见附录H。 

5.4 风险管控 

5.4.1 风险分级管控原则 

运用“匹配管控原理”，对风险进行分级管控，如表 3 所示。 

表 3 风险“匹配管控原理” 

管控等级 风险状态/ 

管控对策和措施 

管控级别及状态 

风险等级 高 中 较低 低 

Ⅰ（高） 
不可接受风险：高级别管控措施-一级预警；强

力管控；强制中止、全面检查；否决制等。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Ⅱ（中） 
不期望风险：中等管控措施-二级预警；较强管

控；高频率检查等。 

不合理 

可接受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Ⅲ（较低） 
有限接受风险：一般管控措施-三级预警；中等

管控；局部限制；有限检查；警告策略等。 

不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可接受 

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不可接受 

Ⅳ（低） 
可接受风险：委托管控措施-四级预警；弱化管

控；关注策略；随机检查等。 

不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可接受 

不合理 

可接受 

合理 

可接受 

5.4.2 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应按照 GB/T 24353-2022 第 6.5 条的管理原理，结合通信信息行业网络工程建设、网络维护、辅

助作业、客户服务、数据灾备、服务器安全、机房安全等重点专业的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规程等技

术和制度措施要求，制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风险分级管控措施的选择应考虑可行性、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可溯源性、生

产经营运行情况及技术措施的支撑和保证。 

要结合实际采取一种或多种措施防控风险。对于不可接受风险，应强化防控措施，直至风险降低

至可以接受水平。 

5.4.2.1 技术预控措施 

技术预控措施包括且不限于： 

——消除。运用本质安全设计原理，尽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风险因素。例如采用无害工艺技术、生

产中以无害物质代替有害物质，实现生产工艺技术自动化、机械化、无人化等; 

——预防。当消除危险有害因素困难时，可采用预防性技术措施，预防危害发生。例如使用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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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据中心等提高系统可靠性、服务器安全、机房安全及数据灾备能力，通过设置安全阀、安全屏护、

漏电保护装置、熔断器、防爆膜、事故排风装置等预防火灾爆炸等事故的发生; 

——减弱。在无法消除危险有害因素和难以预防的情况下，应减弱危害的程度。例如局部通风排

毒、生产中以低毒性物质代替高毒性物质，采取降温措施、减震装置、消声装置等; 

——隔离。在无法消除、预防、减弱的情况下，应将人员与危害有害因素隔开。例如遥控作业、

安全罩、防护屏、隔离操作室、安全距离、事故发生时的自救装置（如防毒服、各类防护面具）等; 

——警告。在易发生故障和危险性较大的地方，应设置醒目的安全色、安全标志；必要时，设置

声、光或声光组合报警装置。 

5.4.2.2 管理预控措施 

管理预控措施包括且不限于： 

——健全各级组织机构，明确安全监督和管理职责； 

——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全员安全培训、提高技能和意识； 

——完善高危作业许可制度； 

——建立安全监督检查制度； 

——设立安全奖惩制度和安全激励机制； 

——制定应急预案并演练； 

——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等。 

5.4.2.3 教育培训措施 

教育培训措施包括且不限于： 

——通过全员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水平； 

——使员工了解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的意义并掌握危险因素和危害因素的辨识方法； 

——使员工了解本岗位安全生产风险因素及可能导致的事故的后果，并掌握其防控措施。 

5.4.2.4 个体防护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包括且不限于： 

——按规定配备和正确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加强现场安全防护措施； 

——当工程控制措施不能消除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时，均应采取个体防护措施。 

5.4.2.5 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进行事故灾害情景分析，制定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储备应急物资、应急装备； 

——通过应急演练、培训等措施，提高相关人员的应急响应及处置救援能力。 

5.4.2.6 风险管控信息化 

应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信息化管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且不限于： 

——风险因素数据库及清单管理； 

——风险指标管理； 

——风险分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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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 

——风险管控统计分析等。 

5.4.3 重大风险的管控 

对重大风险进行以下专项管控措施： 

a) 制定动态监测计划，定期更新监测数据或状态，每月不少于 1 次，并单独建档； 

b) 单独编制专项应急措施； 

c) 重大风险确定后每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评估改进； 

d) 应对进入重大风险影响区域的从业人员组织开展安全防范、应急逃生避险和应急处置等相关

培训和演练。 

5.4.4 风险告知 

应建立安全生产风险公告制度，在主要风险源点（设备、设施、作业岗位等）的醒目位置设置安

全生产风险公告栏，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对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制作岗位安全

生产风险告知卡。 

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将设备设施、作业活动及工艺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及应采取的措施通

过培训方式告知各岗位人员及相关方，使其掌握规避风险的措施方法并落实到位。安全生产风险警示

公告模板见附录 I。 

5.5 确认风险水平 

应强化风险源点的监测和预警，及时确认辖区风险源点的风险水平。如果风险不可接受，则分析

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改进完善风险管控措施，直至风险水平可接受。当风险可接受时，维持现有

措施的有效性，对下一个风险源点进行辨识、分析与控制。 

6 持续改进 

6.1 评审 

6.1.1 风险评估审定 

应当根据非常规作业活动、新增功能性区域、装置或设施等适时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审定： 

a) 风险控制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 是否使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c) 是否产生新的风险； 

d) 是否已选定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e) 是否会被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f) 存在风险场所、部位的告知牌板、警示标识是否得到保持和改善； 

g) 涉及重大风险部位的作业、属于重大风险的作业是否建立专人监护制度； 

h) 员工对所从事岗位的风险及管控措施有更充分的认识； 

i) 员工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 

j) 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能力是否得到加强。 

6.1.2 系统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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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对风险分级管控机制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总结风险管控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制定风险

管控目标。 

6.2 更新 

应主动根据以下情况变化对风险管控的影响，及时针对变化范围开展风险分析，及时更新风险信

息： 

a) 法规、标准等增减、修订变化所引起风险程度发生改变的； 

b)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风险需再评价的； 

c) 组织机构发生重大调整的； 

d) 对新辨识出风险需进行补充评价的； 

e)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调整的。 

6.3 沟通 

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风险管控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风

险信息，树立内外部风险管控信心，提高风险管控效果和效率。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关

人员进行培训。 

7 文件管理 

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分级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至少应包括风险管控制度、风

险源点清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以及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等内容的文件化成果；涉及重大风险

时，其辨识、评价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和改进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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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风险因素辨识清单 

表A.1 设备设施类风险清单 

辨识人：            辨识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价 风险控制 

作

业

系

统 

作

业

单

元 

作

业

环

节 

设

备

设

施

名

称 

子

系

统

单

元

或

重

要

元

件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风

险

产

生

的

原

因 

可

能

导

致

的

后

果

及

影

响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可

能

性 

严

重

性 

现

有

措

施

有

效

性 

风

险

后

果

程

度
C

1 

对

作

业

的

影

响

程

度
C

2 

发

生

可

能

性
C

3 

防

止

故

障

的

难

易

程

度
C

4 

是

否

为

新

设

计

的

设

备
C

5 

评

点

数
C

S 

R 风

险

警

示

色 

风

险

防

范

工

程

管

理

措

施 

应

急

措

施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关

注

层

面 

                           

 

表A.2 作业流程类风险清单 

辨识人：            辨识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价 风险控制 

作

业

系

统 

作

业

单

元 

作

业

环

节 

作

业

内

容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风

险

产

生

的

原

因 

可

能

导

致

的

后

果

及

影

响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可

能

性 

严

重

性 

现

有

措

施

有

效

性 

风

险

可

能

性
P 

风

险

严

重

度
S 

R 

风

险

警

示

色 

风

险

防

范

工

程
/

管

理

措

施 

风

险

应

急

措

施 

责

任

归

属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关

注

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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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作业岗位类风险清单 

辨识人：            辨识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价 风险控制 

作

业

系

统 

作

业

单

元 

作

业

环

节 

作

业

岗

位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具

体

描

述 

风

险

产

生

的

原

因 

可

能

导

致

的

后

果

及

影

响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可

能

性 

严

重

性 

现

有

措

施

有

效

性 

发

生

概

率
 L 

暴

露

频

率
E 

事

故

严

重

度
C 

D R 

风

险

警

示

色 

风

险

防

范

工

程
/

管

理

措

施 

风

险

应

急

措

施 

责

任

归

属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关

注

层

面 

                         

 

表A.4 环境条件类风险清单 

辨识人：            辨识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价 风险控制 

作

业

系

统 

作

业

单

元 

作

业

环

节 

作

业

环

境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具

体

描

述 

风

险

产

生

的

原

因 

可

能

导

致

的

后

果

及

影

响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可

能

性 

严

重

性 

现

有

措

施

有

效

性 

风

险

可

能

性
P 

风

险

严

重

度
S 

R 

风

险

警

示

色 

风

险

防

范

工

程/

管

理

措

施 

风

险

应

急

措

施 

责

任

归

属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关

注

层

面 

                       



 

1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设备设施风险评价分级方法（评点法） 

评点法较为简单，划分精确，一般适合于完整而复杂的系统见式（附 B.1）。 

Cs= ∏Ci（i=1,2,3,4,5）          （附 B.1） 

式中： Cs—总评点数，0＜Cs＜10； 

Ci—各评点数，0＜Ci＜10 

此方法从五个方面考虑风险的程度，并通过求积来综合风险因素的程度，见表 B.1。 

表 B.1 评点因素及评点数参考表 

因素 内容 点数 Ci 

后果程度 

生命财产损失 

一定程度损失 

元件功能损失 

无功能损失 

5.0 

3.0 

1.0 

0.5 

系统影响程度 

对系统产生两处以上重大影响 

对系统产生一处以上重大影响 

对系统无过大影响 

2.0 

1.0 

0.5 

发生概率 

很可能发生 

偶然发生 

不大发生 

1.5 

1.0 

0.7 

防止故障的难易程

度 

无法防止 

能够防止 

易于防止 

1.3 

1.0 

0.7 

是否新设计的系统 

相当新设计 

与过去相类似的设计 

与过去同样的设计 

1.2 

1.0 

0.8 

可根据评点因素对应的程度观察出点数，然后连乘，计算出总点数 C。然后利用“评点数 C 和风险

等级 R 对照表”来判定设备故障的风险等级 R，见表 B.2。 

表 B.2 评点数、危险性分值 D 与风险等级 R 的对照表 

评点数 Cs 风险等级 R 

Cs＞7 Ⅰ（红） 

1＜Cs≤7 Ⅱ（橙） 

0.2≤Cs≤1 Ⅲ（黄） 

Cs＜0.2 Ⅳ（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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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作业流程、环境因素风险评价分级方法（风险矩阵法） 

风险矩阵主要是将定性或半定量的后果分级与可能程度相结合，以此来评估风险程度的方法。 

首先，RAC 法的核心是确定风险影响程度和风险可能导致后果的可能性。 

其中将风险影响程度量化为 5 个区间：轻微的，较小的，较大的，重大的，特大的，其分对应着

对于人、物、环境、社会信誉的不同程度的严重度，见表 C.1、表 C.2。 

表 C.1  风险严重度（S）分级说明 

说明

等级 
人的影响 物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社会信誉影响 

1 
轻微 

伤害 

对继续工作和完成

目前劳动没有损害 

轻微 

损失 

使用无妨

碍，只需稍

加修理 

极小 

影响 

可以忽略的

影响，当地

环境破坏在

系统和范围

内 

轻微 

影响 

可能的属地

新闻，但不

会有公众反

应 

2 
较小 

危害 

对完成目前工作有

影响，某些行动还

要一周以内的休息

才能完成 

较小 

损失 

带来轻微不

便，需停工

修理 

轻度 

影响 

 

破坏足以影

响环境，单

项超过基本

的标准 

有限 

影响 

属地新闻，

引起当地公

众反应，受

到一些谩骂 

3 
大的 

伤害 

导致对某些工作能

力的永久丧失或需

要经过长期恢复才

能工作 

局部 

损失 

设备局部损

失，需马上

停工修理 

局部 

影响 

已知的有毒

物质有限排

放，多次超

过预设的标

准 

巨大 

影响 

国内新闻，

区域性公众

关注，大量

谩骂指责 

4 

一人

死亡/

全部

失能

伤残 

单人永久性的丧失

全部工作能力，也

包括与事件紧密联

系的多种重伤（3

个及以下） 

严重 

损失 

设备部分损

失，需立即

停工修理，

且时间较长 

严重 

影响 

 

环境被破

坏，务必限

期整改 

国内 

影响 

国内新闻，

国内公众反

应持续不断 

5 
多人 

死亡 

包括 2 人及以上与

事件相关的死亡或

在不同地点/活动下

发生的多个重伤

（4 个以上） 

重大 

损失 

设备广泛损

失，经济损

失严重，甚

至单位难以

承担 

国内

广泛

影响 

 

对环境的持

续破坏或扩

散极大区域 

国际 

影响 

特大国内/国

际新闻，国

际媒体大量

报道 

注：同一风险因素导致的后果对人、物、环境以及信誉的影响的严重度不相同的时候，按照最严

重的等级计算 

表 C.2  风险可能性（P）分级标准 

可能性等级 描述 概率说明 

a 不可能发生 近 10 年内国内及其他行业未发生 

b 几乎不发生 近 10 年单位未发生 

c 偶尔发生 近 10 年内单位发生多次 

d 可能发生 近 5 年内单位发生多次 

e 经常发生 每年单位现场发生多次 

通过风险矩阵 R= S×P，将风险等级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对应着Ⅰ级（红）、Ⅱ级（橙）、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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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Ⅳ级（蓝）。相应地，风险评价预测出的不同的风险等级，会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具体风险 R=f(S,P)评价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C.3。 

表 C.3  风险 R=f(S,P)评价等级划分标准 

可能性等级 

严重度等级 

1 

轻微 

2 

较小 

3 

较大 

4 

重大 

5 

特大 

a 

不可能发生 
Ⅳ Ⅳ Ⅳ Ⅲ Ⅲ 

b 

几乎不发生 
Ⅳ Ⅳ Ⅲ Ⅲ Ⅱ 

c 

偶尔发生 
Ⅳ Ⅲ Ⅲ Ⅱ Ⅰ 

d 

可能发生 
Ⅳ Ⅲ Ⅱ Ⅱ Ⅰ 

e 

经常发生 
Ⅲ Ⅱ Ⅱ Ⅰ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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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人员岗位风险评价分级方法（LEC 法） 

人员岗位风险分级评价方法是评价施工人员在作业环境中进行的风险程度，主要包括三个因素：

可能性、严重性及人员在环境中的暴露程度。可表示为： 

D=L×E×C                                                                （附 D-1） 

式中，L—为不期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E—为员工在该环境中的暴露程度； 

C—为作业环境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性； 

D—为风险值，D 的值越大，说明该现场作业人员在该环境作业的风险越大。具体分值划分见表

D.1、D.2、D.3 所示。 

表 D.1 事故发生可能性 L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L 

10 完全能预料 

6 很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0.2 极不可能 

0.1 实际不可能 

表 D.2 人员暴露频率 E 

分数值 人员暴露频率 E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的暴露 

表 D.3 事故严重度 C 

分数

值 

事故严重度（万

元） 
事故严重度 C 

100 >500 大灾难，许多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40 100 灾难，数人死亡，或造成很大财产损失 

15 30 非常严重，1 人死亡，或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7 20 严重，重伤，或较小的财产损失 

3 10 重大，致残，或很小的财产损失 

1 1 引人注目，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卫生要求 

根据 D=L×E×C，将危险性分值分为 4 个区间，分别对应 4 个风险等级，即 D（红）、C（橙）、B

（黄）、A（蓝），如表 D.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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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危险性分值 D 与风险等级 R 的对照表 

危险性分值
D 

风险等级 R 

D＞160 Ⅰ（红） 

70＜D≤160 Ⅱ（橙） 

20≤D≤70 Ⅲ（黄） 

D＜20 Ⅳ（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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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典型重大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典型事故的风险定量模型依据风险函数设计，运用风险综合评价法确定事故风险值，定量模型如

下公式所示： 

𝑅 = ∑ 𝑤𝑖𝐷𝑖
𝑛
𝑖=1                                                     （附 F-1） 

式中， R ——总评价分数； iw ——评价项目i的权重； iD ——评价项目i的得分；n——评价项目

的数量。 

E.1 一般场所火灾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1.1 概念 

一般场所火灾事故指一般办公场所如办公楼、营业厅、10000号、仓库等（机房除外）在日常运行

中由于用电不当等因素造成的火灾事故。 

E1.2 应用范畴 

用于一般场所日常运行时进行的火灾事故风险评价。 

表 E.1 一般场所火灾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性

影响因

素 P 

建筑/设

备因素
P1 

物料种类 

存在丁类、戊类

可燃物质或无可

燃物质 

存在丙类可燃物

质 

存在乙类可燃物

质 

存在甲类可燃物

质 
0.1118 

建筑结构类

型 
钢结构 钢筋混泥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0.0523 

建筑高度 ≤24 米 (24,50]米 (50,100]米 >100 米 0.0307 

建筑面积 ≤3000m2 (3000,6000]m2 (6000,10000]m2 >10000m2 0.0253 

消防设施 
完全符合规范要

求 

基本符合规范要

求 
不符合规范要求 无消防设施 0.1406 

消防器材 
有且能够正常使

用 

有，部分零件失

效，不影响使用 

有，偶尔失效不

能使用 
无，或整体失效 0.1654 

管理因

素 P2 

易燃物料储

量 
随用随取 —— 

存放量为一个工

作日或一个工作

班用量 

大量长期存放 0.0791 

固定引火源 

没有明显引火

源，电器设备分

级正确选用且定

期维护 

电器设备符合分

级使用要求，易

燃液体附近均无

明显引火源 

—— 
有明火或辐射加

热器 
0.1063 

严重性

影响因

素 L 

人员影

响 L1 

人员密度

（人/m2） 
≤0.25 (0.25,1] (1,2] >2 0.0686 

建筑影

响 L2 

安全出口数

量 
两个及以上 —— 

一个或通道不通

畅 
无或设计不合理 0.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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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

响 L3 

责任消防站

情况 

特勤或一级消防

站 
二级消防站 小型消防站 无消防站 0.0376 

敏感性

影响因

素 S 

时间因

素 S1 

特殊活动影

响 
—— 其他时间 —— 重大活动时期 0.0462 

空间因

素 S2 

所处环境功

能区 
工业区 农业区、商业区 

居民区、行政办

公区、交通枢纽

区 

科技文化区、水

源文物保护区、

老人小孩聚集区 

0.0418 

根据表 E.1 一般场所火灾事故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 E-1 计算得出一般

场所火灾事故风险值，并按照表 E.2 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2 一般场所火灾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1.2 可燃物分类 

GB/T 50016-2014给出了可燃物的分类。 

E1.2.1 甲类可燃物 

甲类物品火灾危险性的特征有以下6种情况： 

1.闪点＜28℃的液体。如：乙烷、戊烷、石脑油、环戊烷、二硫化碳、苯、甲苯、甲醇、乙醇、

乙醚、蚁酸甲酯、醋酸甲脂、硝酸乙脂、汽油、丙酮、丙烯、乙醛、60 度以上的白酒等易燃液体均属

此类。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如：乙炔、氢气、甲烷、乙烯、丙烯、丁二烯、环氧乙烷、水煤气、

硫化氢、氯乙烯、液化石油气等易燃气体均属此类。 

3.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既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如：硝化棉、硝化纤维胶

片、喷漆棉、火胶棉、赛璐珞棉、黄磷等易燃固体均属此类。 

4.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10%的气体并引起着火或爆炸的物质。

如：钾、钠、锂、钙、锶等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氢化锂、四氢化锂铝、氢化钠等金属的氢化物；电石、

碳化铝等固体物质均属此类。 

5.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着火或爆炸的强氧化

剂。如：氯酸钾、氯酸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钠、硝酸铵等强氧化剂均属此类。 

6.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着火或爆炸的物质。如：赤磷、五硫化磷、三

硫化磷等易燃固体均属此类。 

E1.2.2 乙类可燃物 

乙类物品火灾危险性的特征有以下6种情况。 

1.闪点≥28℃至＜60℃的液体。如：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戊醇、丁醚、醋酸丁脂、硝酸戊脂、

乙酰丙酮、环已胺、溶剂油、冰醋酸、樟脑油、蚁酸等易燃液体均属此类。 

2.爆炸下限≥10%的气体。如：氨气、一氧化碳、发生炉煤气等易燃气体均属此类。 

3.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如：硝酸铜、铬酸、亚硝酸钾、重铬酸钠、铬酸钾、硝酸、硝酸汞、硝

酸钴、发烟硫酸、漂白粉等氧化剂均属此类。 

4.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固体。如：硫磺、镁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樟脑、萘、生松香、硝化

纤维漆布、硝化纤维色片等易燃固体均属此类。 

5.氧化性气体。如：氧气、氯气、氟气、压缩空气、氧化亚氮气等氧化性气体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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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能引起自燃的物品。如：漆布、油布、油纸、油绸及

其制品等自燃物品均属此类。 

E1.2.3 丙类可燃物 

丙类物品火灾危险性的特征具有以下两种情况： 

1.闪点≥60℃的液体。如：动物油、植物油、沥青、蜡、润滑油、机油、重油、闪点≥60℃的柴油、

糠醛，大于50 度至小于60 度的白酒等可燃性液体均属此类； 

2.普通的可燃固体。如：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丝、麻及其织物，谷物、面

粉、天然橡胶及其制品，竹、木、中药材及其制品，电视机、收录机、计算机及已录制的数据磁盘等

电子产品，冷库中的鱼、肉等可燃性固体均属此类。 

E1.2.4 丁类可燃物 

丁类物品主要指的是难燃物品。难燃物品是指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难起火、难微燃、

难炭化，当火源移走后燃烧或微燃立即停止的物品。如：自熄性塑料及其制品、酚醛泡沫塑料及其制

品、水泥刨花板等均属此类。 

E1.2.5 戊类可燃物 

戊类物品是指不燃物品。不燃物品是指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不起火、不微燃、不炭

化的物品。如：氮气、二氧化碳、氟利昂、氩气等惰性气体，水、钢材、铝材、玻璃及其制品，搪瓷

制品、陶瓷制品、玻璃棉、石棉、陶磁棉、硅酸铝纤维、矿棉、石膏及其无纸制品，水泥、石料、膨

胀珍珠岩等均属此类。 

此外：丁、戊类储存物品（难燃物品、不燃物品），当可燃包装重量超过了物品本身重量的1/4，

或者可燃包装体积大于物品本身体积1/2 时，应按丙类确定。 

E1.3 消防站建设 

消防站的布局一般应以接到出动指令后5min内消防队可到达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 

[来源：《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第十三条] 

消防站的辖区面积按下列原则确定： 

——设在城市的消防站，一级站不宜大于7km2, 二级站不宜大于4km2，小型站不宜大于2km2；设

在近郊区的普通站不应大于15 km2。也可针对城市的火灾风险，通过评估方法确定消防站辖区面积； 

——特勤站兼有辖区灭火救援任务的，其辖区面积同一级站； 

——战勤保障站不宜单独划分辖区面积。 

[来源：《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第十四条] 

 

E2 机房火灾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2.1 概念 

机房火灾事故特指机房运行过程中，由于不良的用电条件，不当的物料堆积等因素导致的火灾事

故。 

E2.2 应用范畴 

用于机房日常作业进行的火灾事故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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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 机房火灾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性

影响因

素 P 

设备

因素
P1 

物料种类 

存在丁类、戊

类可燃物质或

无可燃物质 

存在丙类可燃

物质 

存在乙类可燃

物质 

存在甲类可燃

物质 
0.0988 

建筑结构

类型 
钢结构 

钢筋混泥土 结

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0.0429 

建筑耐火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0.0640 

机房设备

投产时间 
<2 年 2-5 年 5-10 年 >10 年 0.2730 

消防设施 
完全符合规范

要求 

基本符合规范

要求 

不符合规范 要

求 
无消防设施 0.1286 

消防器材 
有且能够正常

使用 

有，部分零件

失效，不影响

使用 

有，偶尔失效

不能使用 

无，或整体失

效 
0.1461 

管理

因素
P2 

易燃物料

（电池）

储量 

随用随取 —— 

存放量为一个

工作日或一个

工作班用量 

大量长期存放 0.0936 

安全出口

数量 
两个及以上 —— 

一个或通道不

通畅 

无或设计不合

理 
0.0778 

使用

因素
P3 

固定引  火

源 

没有明显引火

源，电器设备

分级正确选用

且定期维护 

电器设备符合

分级使用要

求，易燃液体

附近均无明显

引火源 

—— 
有明火或辐射

加热器 
0.0852 

使用明火

频次 

无使用明火情

况 
低 一般 高 0.0641 

严重性

影响因

素 L 

人员

影响
L1 

人口密度

（人/m2） 
≤0.25 (0.25,1] (1,2] >2 0.0375 

环境

影响
L2 

周边消防

站情况 

特勤或一级消

防站 
二级消防站 小型消防站 无消防站 0.0301 

管理

影响
L3 

一年内曾

经出现过

因火灾造

成的通信

事故等级 

无事故 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或特

别重大事故 
0.0490 

敏感性

影响因

素 S 

时间

因素
S1 

特殊活动

影响 
—— 其他时间 —— 重大活动时期 0.0233 

空间

因素
S2 

所处环境

功能区 
工业区 

农业区、   商

业区 

居民区、行政办

公区、交通枢纽

区 

科技文化区、水

源文物保护区、

老人小孩聚集区 

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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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E.3 机房火灾事故分级预警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 E-1 计算得出

机房火灾事故现实风险值，并按照表 E.4 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4 机房火灾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2.3 事故等级划分 

E2.3.1 特别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 

——3条以上国际通信陆海光（电）缆中断，或通达某一国家的国际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1小时； 

——5个以上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1小时； 

——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5小时； 

——省际长途电话通信1个方向全阻持续超过2小时； 

——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50万户，且持续超过1小时； 

——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50万户，且持续超过1小时； 

——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5小时； 

——省级以上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企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断。 

E2.3.2 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的情况： 

——1条以上国际通信陆海光（电）缆中断； 

——1个以上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1小时； 

——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2小时或者直接影响范围5万（用户×

小时）以上； 

——长途电话通信1个方向全阻超过1小时； 

——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10万户，且持续超过1小时； 

——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10万户，且持续超过1小时； 

——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1小时； 

——地市级以上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企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

断； 

——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活动期间等相关通信中断。 

E2.3.3 较大事故 

较大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重大事故的情况： 

——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持续超过20分钟； 

——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持续超过20分钟或者直接影响范围1万（用户×

小时）以上； 

——长途电话通信1个方向全阻持续超过20分钟； 

——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3万户，且持续超过20分钟； 

——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3万户，且持续超过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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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持续超过20分钟； 

——地市级以下党政军重要机关、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重要企事业单位相关通信中

断。 

E2.3.4 一般事故 

一般事故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不属于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事故的情况： 

——卫星转发器通信中断； 

——不同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间电话通信全阻； 

——长途电话通信1个方向全阻； 

——固定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1万户； 

——移动电话通信中断影响超过1万户； 

——短消息平台、多媒体消息平台及其他增值业务平台中断服务。 

[来源：《电信网络运行监督管理办法》附件1] 

 

E3 交通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3.1 概念 

交通事故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人员伤亡、车辆损坏等后果的事故。 

E3.2 应用范畴 

用于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评价。 

表 E.5 交通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性

影响因

素 P 

人员因

素 P1 

驾驶员

驾龄 
>10 年 (7,10]年 (3,7]年 ≤3 年 0.0893 

车辆因

素 P2 

行驶里

程（/万

公里） 

≤2 (2,4] (4,10] >10 0.0528 

检验维

修情况 

检验状态

良好、并

定期保养 

—— 
维修后车辆

状态合格 

除年检外不

定期检验、

保养、维修 

0.2040 

道路因

素 P3 

道路 

等级 

高速公路

或一级公

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山路、黄泥

路和沙石路

等 

0.0655 

环境因

素 P4 

 

出行天

气环境 

其它天气 

小雨或小雪

或风力[3，4]

级或可能或

已经出现能

见度在

2000～4000

米的轻雾 

中雨或中雪

或风力[4，5]

级或可能或

已经出现能

见度在

1000～2000

米的轻雾 

大雨、暴雨

或大雪、暴

雪或风力≥5

级或可能或

已经出现能

见度小于

1000 米的雾 

0.1202 

管理因

素 P5 

安全培

训管理 

驾驶员定

期进行专

业培训与

安全培训 

—— 

驾驶员未定

期进行专业

培训与安全

培训 

驾驶员从未

进行过专业

培训或安全

培训 

0.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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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驾

驶时间 
≤2 小时 (2,3]小时 (3,4]小时 >4 小时 0.1379 

是否进

行夜间

工作 

否 —— —— 是 0.0746 

严重重

性影响

因素 L 

人员影

响 L1 

车辆所

载作业

人员数 

3 人以下 3 至 5 人 5 至 10 人 10 人以上 0.0398 

敏感性

影响因

素 S 

时间因

素 S1 

特殊时

间的影

响 

—— 其他时间 —— 

节假日高峰

期、重大活

动时间 

0.0462 

 

根据表E.5交通事故分级预警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E-1计算得出交通事

故实风险值，并按照表E.6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6 交通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4 高处坠落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4.1 概念 

高处坠落事故是指作业人员在装移维过程中，由于安全防护用具使用不当、站立不稳、气候环境

条件恶劣等因素从高于2m处坠落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 

E4.2 应用范畴 

用于高处作业前进行的事故风险评价。 

表 E.7 高处坠落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性

影响因

素 P 

设备因

素 P1 

检查及

防护 

作业工具和防

护用品检查合

格，有安全员

监护且防护措

施到位 

—— 

部分作业工

具和防护用

品未检查，

缺少安全员

监护或缺少

防护措施 

未进行作

业工具和

防护用品

检查，无

安全员监

护或无防

护措施 

0.1239 

是否带

电作业 
否 —— —— 是 0.0904 



 

26 

环境因

素 P2 

天气 

环境 
其它天气 

小雨或小雪

或风力[3，

4]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现

能见度在

2000～4000

米的轻雾 

中雨或中雪

或风力[4，

5]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现

能见度在

1000～2000

米的轻雾 

大雨、

暴雨或大

雪、暴雪

或风力≥5

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

现能见度

小于 1000

米的雾 

0.0683 

作业 

温度 
0℃≤t＜33℃ —— 

33℃≤t≤38℃

或 0℃＜t≤-

10℃ 

≥39℃或＜-

10℃ 
0.0373 

作业场

所光线 

作业场所光线

充足 
—— 

采光一般或

照明未按要

求使用防爆

灯 

采光不足

或夜间作

业照明不

足 

0.0537 

管理因

素 P3 

安全 

标志 

有齐全、完备

的安全标志 
—— 

安全标志不

齐全 

没有安全

标志 
0.0679 

安全培

训管理 

定期进行专业

培训与安全培

训并取得登高

作业证 

有登高作业

证但未定期

进行专业培

训与安全培

训 

未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与

安全培训且

无登高作业

证 

从未进行

过专业培

训或安全

培训 

0.1428 

安全技

术交底 

进行了完整有

效的安全技术

交底活动 

安全技术交

底不完全 
—— 

没有进行

安全技术

交底 

0.1179 

严重重

性影响

因素 L 

设备因

素 L1 

作业 

平台 

在平稳的平台

上进行的高处

作业 

在升降（吊

装）口、

坑、沟道、

孔洞周围进

行的高处作

业 

在无平台、

无护栏的锅

炉、压力容

器及压力管

道上或设备

内进行的高

处作业 

无立足点

或无牢靠

立足点的

露天攀登

与悬空高

处作业 

0.0998 

与带电

体的距

离 

远离带电体的

高处作业 
—— 

与带电体的

距离小于下

表的规定 

带电高处

作业 
0.0731 

人员因

素 L2 

作业 

人数 
1 人 2 人 3 人 >3 人 0.0375 

作业 

时长 
≤0.5 小时 (0.5,1]小时 (1,2]小时 >2 小时 0.0304 

环境因

素 L3 

是否进

行夜间

工作 

否 —— —— 是 0.0354 

敏感性

影响因

素 S 

时间因

素 S1 

特殊时

间影响 
—— 其他时间 —— 

高峰期

或、重大

活动时间 

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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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E.7高处坠落事故风险分级预警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E-1计算得

出高处坠落事故现实风险值，并按照表E.8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8 高处坠落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注：高处作业与带电体之间的距离是依据《电信线路作业安全技术规范》中的规定的作业人员的

身体距高压线及电力设施最小间距确定，见表 E.9。 

表 E.9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 

危险电压带电体的电压等级/kV 距离/m 

≤35 2.5 

≥35 4.0 

 

E5 触电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5.1 概念 

触电事故是指作业人员在装移维、通信建设工程施工等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人员触电

的事故。 

E5.2 应用范畴 

用于作业人员在装移维作业、信息通信建设工程施工中进行的触电事故风险评价。 

表 E.10 触电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性

影响因

素 P 

人员因

素 P1 

安全防护

与监护人

员 

有安全员

监护且防

护措施到

位 

缺少防护措

施 

缺少安全员

监护 

无安全员

监护、无

防护措施 

0.1132 

设备因

素 P2 

电器检查 
电器检查

合格 
—— 

部分电器未

检查 

未进行电

器检查 
0.0769 

安全保护

装置 

绝缘、漏

电、接地

装置完好 

—— 

绝缘、漏

电、接地装

置部分失效 

绝缘、漏

电、接地

装置完全

失效 

0.1462 

隔离带或

警告标志 

带电设备

附近设有

隔离带或

警告标志 

—— —— 

带电设备

附近未设

有隔离带

或警告标

志 

0.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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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

素 P3 

作业环境 
室内或其

它天气 

小雨或小雪

或风力[3，

4]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现

能见度在

2000～4000

米的轻雾 

中雨或中雪

或风力[4，

5]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现

能见度在

1000～2000

米的轻雾 

大雨、暴

雨或大

雪、暴雪

或风力≥5

级或可能

或已经出

现能见度

小于 1000

米的雾 

0.0614 

作业 

温度 

0℃≤t＜
33℃ 

—— 

33℃≤t≤38℃

或 0℃＜t≤-

10℃ 

≥39℃或＜-

10℃ 
0.0417 

作业场所

光线 

作业场所

光线充

足，不存

在照明问

题 

—— 

采光一般或

照明未按要

求使用防爆

灯 

采光不足

或夜间作

业照明不

足 

0.0522 

管理因

素 P4 

安全培训

管理 

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

与安全培

训 

—— 

未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与

安全培训 

从未进行

过专业培

训或安全

培训 

0.1434 

安全技术

交底 

进行了完

整有效的

安全技术

交底活动 

安全技术交

底不完全 
—— 

没有进行

安全技术

交底 

0.1056 

严重性

影响因

素 L 

人员因

素 L1 

作业 

时长 
≤0.5 小时 (0.5,1]小时 (1,2]小时 >2 小时 0.0284 

设备因

素 L2 

与带电体

的距离 

远离带电

体的作业 
—— 

与带电体的

距离小于下

表的规定 

带电作业 0.0577 

环境因

素 L3 

是否进行

夜间工作 
否 —— —— 是 0.0532 

敏感性

影响因

素 S 

时间因

素 S1 

特殊时间

影响 
—— 其他时间 —— 

高峰期

或、重大

活动时间 

0.0289 

 

根据表E.10触电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E-1计算得出触

电事故风险值，并按照表E.11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11 触电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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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中毒窒息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6.1 概念 

中毒窒息事故是指作业人员在油机发电过程中由于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人员中毒窒息的事故。 

E6.2 应用范畴 

用于作业人员在油机发电作业中进行的中毒窒息事故风险评价。 

表 E.12 中毒窒息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

性影

响因

素 P 

人员

因素
P1 

安全防护

与监护人

员 

有安全员监

护且防护措

施到位 

缺少防护

措施 

缺少安全员

监护 

无安全员

监护、无

防护措施 

0.1255 

接触人员 

工作人员、

安全管理人

员 

—— —— 普通人员 0.0737 

设备

因素
P2 

油机检查

维护 

定期检查维

护，且达标 
—— 

未定期检查

维护 

从未进行

检查维护 
0.0853 

油机设置

位置 

油机设置位

置合理，进

风排风位置

通畅，无异

物堵塞 

—— 

油机设置位

置合理，进

风排风位置

存在异物 

油机设置

位置不合

理 

0.1108 

环境

因素
P3 

通风设施 

通风设施齐

全且通风良

好 

—— 

无通风设施

但自然通风

良好 

通风不畅 0.1569 

是否有限

空间 
否 —— —— 是 0.0623 

空气监测

达标情况 

有通风措

施，空气质

量达标 

—— 

有通风措

施，空气质

量不达标或

者没有监测

设施 

无通风措

施，空气

质量不达

标 

0.0984 

管理

因素
P4 

安全培训

管理 

定期进行专

业培训与安

全培训 

—— 

未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与

安全培训 

从未进行

过专业培

训或安全

培训 

0.1569 

发电值守 

油机发电时

有人值守，

观察运行情

况、运行声

音与油机排

烟 

—— 

油机发电时

有人值守但

未对相关运

行情况进行

观察 

油机发电

时无人值

守 

0.0623 

严重

重性

影响

人员

因素
L1 

作业时长 ≤2h 2＜t≤3h 3＜t≤4h >4h 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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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L 

敏感

性影

响因

素 S 

时间

因素
S1 

特殊时间

影响 
—— 其他时间 —— 

高峰期

或、重大

活动时间 

0.0276 

根据表E.12中毒窒息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E-1计算得

出中毒窒息事故风险值，并按照表E.13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13 中毒窒息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7 有限空间事故风险分级方法 

E7.1 概念 

有限空间事故是指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作业活动引起的事故。 

E7.2 应用范畴 

用于作业人员在有限空间作业中发生的中毒窒息等事故的风险评价。 

表 E.14 有限空间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分级(分值) 

权重 1 

(10) 

2 

(40) 

3 

(70) 

4 

(100) 

可能

性影

响因

素 P 

人员因

素 P1 

安全防护

与监护人

员 

有监护人

员，有齐

备的消防

器材、救

生绳、气

防装等装

备 

有监护人

员，缺少防

护措施 

无监护人

员，有防护

措施 

无监护人

员及防护

措施 

0.1095 

作业人员

专业性 

清楚了解

作业空间

内存在的

其他危险

因素 

—— —— 

不清楚密

闭空间内

存在的其

他危险因

素（内部

附件等） 

0.1482 

设备因

素 P2 

作业方式 常规作业 —— —— 

热工作

业、涂装

作业、高

危作业 

0.0767 

有限空间

状态 

具备作业

条件，不

需防爆工

具清理 

—— 

具备作业条

件，需防爆

工具清理 

基本不具

备作业条

件 

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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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

素 P3 

作业环境 其他场所 

有上述危险

但是经过置

换、吹扫、

隔离处理的

场所 

曾经盛装过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

腐蚀物质的

场所 

存在有毒

有害；易

燃易爆；

腐蚀物

质；缺

氧；高

温；存在

坍塌淹溺

危险的场

所 

0.1071 

空气监测

达标情况 

有通风措

施，空气

质量达标 

—— 

有通风措

施，空气质

量不达标或

者没有监测

设施 

无通风措

施，空气

质量不达

标 

0.0855 

管理因

素 P4 

安全培训

管理 

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

与安全培

训 

—— 

未定期进行

专业培训与

安全培训 

从未进行

过专业培

训或安全

培训 

0.1460 

严重

重性

影响

因素
L 

人员因

素 L1 
作业时长 ≤2h 2＜t≤3h 3＜t≤4h >4h 0.0497 

环境因

素 L2 

有限空间

类型 
—— 

地上有限 

空间 

地下有限 

空间 
密闭设备 0.0569 

出入空间

方式 
出入通畅 —— —— 

出入口有

限，出入

受到限制 

0.0641 

敏感

性影

响因

素 S 

时间因

素 S1 

特殊时间

影响 
—— 其他时间 —— 

高峰期

或、重大

活动时间 

0.0224 

空间因

素 S2 

所处环境

功能区 
工业区 

农业区、商

业区 

居民区、行

政办公区、

交通枢纽区 

科技文化

区、水源

文物保护

区、老人

小孩聚集

区 

0.0385 

 

根据表E.14有限空间事故风险预警分级指标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E-1计算得

出有限空间事故风险值，并按照表E.15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E.15 有限空间事故风险分级标准 

R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80<R≤100 Ⅰ级 重大风险 

50＜R≤80 Ⅱ级 较大风险 

20≤R≤50 Ⅲ级 一般风险 

R＜20 Ⅳ级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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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

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注2：密闭设备是指如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等设备。 

注3：地下有限空间是指如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污

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等空间。 

注4：地上有限空间是指如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室、冷库、粮仓、料仓等空间。 

注5：热工作业仅指焊接、气割及能产生明火、火花或灼热工艺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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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塔杆登高作业风险评价方法（累加评点法） 

塔杆登高作业风险评价方法宜使用累加评点法，建立高处作业风险分级模型，数学模型为风险值

D=∑Ci，其中Ci为高处作业风险评价指标分值。 

为了保证塔杆登高作业风险分级方法的可操作性，同时反映各指标之间重要性的不同，宜通过指

标赋值来反映权重情况。给指标赋予不同的最高分值，表明指标的权重值不同，具体的赋值标准如下： 

表 F.1 指标赋值依据 

指标重要性RFi 最高分值 

(4.5,5] 10 

(4,4.5] 8 

(3.5,4] 5 

参照《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2008）和《化学品生产单位高处作业安全规范》（AQ 3025-

2008）的规定，根据指标筛选中得到的指标重要性确定每个评价指标划分标准，见表F.2。 

表 F.2 塔杆登高作业风险评价指标取值表 

因素代号 评价指标 描述 分值 

C1 气候条件 

风力六级及以上或者有雨、雪、霜冻的复杂天气室外高处作业 10 

五级风力的室外高处作业 5 

非以上两种情况 0 

C2 作业场所 

在易燃、易爆、易中毒易灼伤的区域或转动设备附近进行的高处作

业 
10 

临近有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粉尘的放空管线或烟囱的场所 5 

非以上提到的区域 0 

C3 

作 业 温 度

（高温或低

温） 

Ⅳ级 5 

Ⅲ级 3 

Ⅱ级 1.6 

Ⅰ级 0 

C4 
体力劳动强

度 

Ⅳ级 5 

Ⅲ级 3 

Ⅱ级 6 

Ⅰ级 0 

C5 
作业场所光

线 

作业场所光线不足、能见度差进行的高处作业 5 

在室外完全采用人工照明进行的夜间高处作业 3 

在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场所力管道上设备内采用安全电压进行的高

处作业 
1.6 

作业场所光线充足，不存在照明问题 0 

C6 作业平台 

无立足点或无牢靠立足点的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 8 

在无平台、无护栏的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上或设备内进行的

高处作业 
5 

在升降（吊装）口、坑、沟道、孔洞周围进行的高处作业 1.6 

在平稳的平台上进行的高处作业 0 

C7 
与带电体的

距离 

带电高处作业 5 

与带电体的距离小于表2的规定 1.6 

远离带电体的高处作业 0 

C8 作业高度 

H＞30 10 

15＜h≤30 5 

5＜h≤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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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5 1.6 

C9 作业人数 

≥10人 0 

[3，10）人 5 

＜3人 1.6 

注1：作业温度分级是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3部分：高温》（GBZ/T229.3-2010）和《低温作业分

级》（GB/T14440-1993）中规定的分级标准。 

注2：体力劳动强度是按照《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10部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GBZ/T189.10-2007）中规定

的分级标准。 

注3：带电高处作业是指作业人员在电力生产和供、用电设备的维修中采取地（零）电位或等（同）电位作业方式，

接近或接触带电体对带电设备和线路进行的高处作业。 

注4：高处作业与带电体之间的距离是根据《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中的规定的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

电压带电体的距离标准，如表F.3。 

表 F.3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 

危险电压带电体的电压等级/kV 距离/m 

≤10 1.7 

35 2.0 

63~110 2.5 

220 4.0 

330 5.0 

500 6.0 

根据表F.2判断出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得分，运用公式D=∑Ci计算得出高处作业风险值，并按照表

F.4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 F.4 高处作业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值D 风险等级 

＜14.4 Ⅲ（低） 

[14.4，15） Ⅱ（中） 

≥15 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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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密闭空间作业风险评价方法（累加评点法） 

密闭空间作业风险评价方法宜使用累加评点法，建立密闭空间作业风险分级模型，数学模型为风

险值D=∑Ci，其中Ci为密闭空间作业风险评价指标分值。 

参考《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GB 12942-2006）和《化学品生产单位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AQ3028-2008）的规定，根据指标筛选中得到的指标重要性确定每个评价

指标划分标准，见表G.1。 

表 G.1 密闭空间作业风险因素分值 

因素代号 风险因素 描述 分值 

C1 
密闭空间类

型 

密闭设备 5 

地下有限空间 3 

地上有限空间 1.6 

C2 作业环境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腐蚀物质；缺氧；高温；存在坍塌淹溺危险的

场所 
10 

曾经盛装过有毒有害；易燃易爆；腐蚀物质的场所 5 

有上述危险但是经过置换、吹扫、隔离处理的场所 1.6 

无上述危险的场所 0 

C3 作业方式 
热工作业、涂装作业、高危作业 10 

常规作业 1.6 

C4 
出入受限空

间的方式 

出入口有限，出入受到限制 5 

出入方便 0 

C5 作业时段 

节日、假日 5 

20 时至次日 8 时 3 

工作日，工作时间 1.6 

C6 作业时长 

＞4h 10 

(3,4]h 8 

（2,3]h 5 

≤2h 1.6 

C7 作业人数 

≥10 人 10 

[3，10）人 5 

＜3 人 1.6 

注： 

（1）密闭设备：如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等； 

（2）地下有限空间：如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污水

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等； 

（3）地上有限空间：如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室、冷库、粮仓、料仓等。 

（4）热工作业：仅指焊接、气割及能产生明火、火花或灼热工艺的作业。 

根据表 G.1 判断出密闭空间作业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分值，运用公式 D=∑Ci 计算得出密闭空间作业风险值，并按

照表 G.2 得出其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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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 密闭空间作业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值 D 风险等级 

＜11.2 Ⅲ（低） 

[11.2，15） Ⅱ（中） 

≥15 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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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吊装作业风险评价方法（累加评点法） 

吊装作业风险评价方法宜使用累加评点法，建立吊装作业风险分级模型，数学模型为风险值

D=∑Ci，其中 Ci为吊装作业风险评价指标分值。 

参考《化学品生产单位吊装作业安全规范》（AQ3021-2008）的规定，根据指标筛选中得到的指标

重要性确定每个评价指标划分标准，见表 H.1。 

表 H.1 吊装作业风险因素分值 

因素代号 风险因素 内容 分值 

C1 吊装重物的质量 

大于 100t 8 

大于等于 40t 至小于等于 100t 5 

小于 40t 1.6 

C2 吊装物形状 

吊装物品形状复杂、刚度小、长径比大、精密

贵重 
5 

形状规则 1.6 

C3 
货物载荷与额定起重

能力比 

货物载荷达到额定起重能力的 75% 10 

货物载荷高于额定起重能力的 50%低于 75% 5 

货物载荷小于额定起重能力的 50% 1.6 

C4 天气状况 

6 级以上风力 10 

4 级以上风力 5 

2 级以上风力 3 

风力小于 2 级 1.6 

C5 作业平台 
起重机械作业时作业平台不平或者地基沉陷 5 

起重机械作业时作业平台平坦，地基稳固 0 

C6 吊装类型 
关键性起吊 10 

非关键性起吊 0 

C7 作业时段 

节日、假日 5 

20 时至次日 8 时 3 

工作日，工作时间 1.6 

C8 作业人数 

≥10 人 10 

[3，10）人 5 

＜3 人 1.6 

注：当符合下列任何一种条件时，可认为是关键性起吊： 

a) 货物需要一台以上的起重机起吊的； 

b) 偏离负载能力标牌上标明的能力或限制； 

c) 吊臂在障碍物另一边起吊，操作员无法目视且仅靠指挥信号操作； 

d) 吊臂和货物与管线、设备或输电线路的距离小于规定的安全距离； 

e) 气候异常，风、雨、雪、雷电、沙尘暴等。 

根据表H.1判断出吊装作业风险分级评价指标的分值，运用公式D=∑Ci计算得出吊装作业风险值，
并按照表H.2得出其风险等级。 

表H.2 吊装作业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值 D 风险等级 

＜12.8 Ⅲ（低） 

[12.8，15） Ⅱ（中） 

≥15 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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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安全生产风险警示公告模板 

表 I.1 设备设施风险公告栏 

专业：                    使用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评价 风险控制 

设备

设施

名称 

子系统单

元或重要

元件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产生

的原

因 

导致

的后

果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风

险

等

级 

风险防范工

程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有

效

期 

报

告

电

话 

 

      
  

    
  

      
  

    
  

      
  

    
  

注：此表供现场作业人员使用，可制作成风险公告栏、设备设施风险告知卡。 

 

表 I.2 作业流程风险公告栏 

专业：                       使用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评价 风险控制 

作业 

环节 
作业内容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产生

的原

因 

导致

的后

果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风

险

等

级 

风险防范工

程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有

效

期 

报

告

电

话 

 

      
  

    
  

      
  

    
  

      
  

    
  

注：此表供现场作业人员使用，可制作成风险公告栏、工艺流程风险告知卡。 

 

 

 

表 I.3 人员岗位安全生产风险公告栏 

专业：                          使用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评价 风险控制 

作业环

节 

人员岗

位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产生

的原

因 

导致

的后

果 

影

响

范

围 

防

护

周

期 

风

险

等

级 

风险防范工

程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有

效

期 

报

告

电

话 

       
  

    
  

       
  

    
  

       
  

    
  

注：此表供现场作业人员使用，可制作成风险公告栏、作业岗位风险告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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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4 环境因素安全生产风险公告栏 

专业：                       使用日期： 

单元划分 风险辨识评价 风险控制 

作业环

节 

环境因

素 

风

险

代

码 

风

险

描

述 

产生

的原

因 

导致

的后

果 

影

响

范

围 

检

查

周

期 

风

险

等

级 

风险防范工

程管理措施 
应急措施 

责

任

部

门 

责

任

人 

有

效

期 

报

告

电

话 

 

      
  

    
  

      
  

    
  

      
  

    
  

注：此表供现场作业人员使用，可制作成风险公告栏、设备设施风险告知卡。 

 

 

表 I.5 重点岗位风险告知卡 

 

专业： 作业场所： 作业环节： 

工种： 编号： 姓名： 

风险类

别 
风险描述 

可能导致的后

果 

风

险

等

级 

风险管控措施 应急措施 备注 

设备设

施风险 

1.    

   

2.    

工艺流

程风险 

3.    

   

4.    

人员岗

位风险 

5.    

   

6.    

环境因

素风险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