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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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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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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的评价前准备、风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管 

控、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和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型酒店的安全风险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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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DB11/T 1478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评估与管控 

DB11/T 1520 在用电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小型酒店 small and medium-sized hotel

客房数少于50间或员工数少于10人，以提供住宿服务为主且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经营性单位。 

3.2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风险源辨识、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的全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4.4.1]

3.3

风险源 risk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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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的内在要素。 

注：风险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来源：GB/T 23694-2013，4.5.1.2]

3.4

风险源分级 risk source graded

综合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潜在后果严重程度，将风险源（3.3）划分为Ⅰ级、 Ⅱ级、Ⅲ级和 

Ⅳ级的过程。

4 评价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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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制定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方案，包括评估目的、评估依据、评估原则、评估范围、评估方法、风险 

评估各阶段的工作计划及时间进度安排等内容。

5 风险源辨识

中小型酒店应辨识风险源，明确风险类型。风险源主要包括基础管理（表C.1）和场所环境（表D.1）， 

风险类型与GB/T 6441规定的事故类型一致。

6 风险分析

6.1 概述

综合风险事故发生可能性（6.2）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6.3），确定风险源等级。本文件给出了中

小型酒店主要风险源等级（表C.1、表D.1）。

6.2 事故发生可能性等级

事故发生可能性应被评估为以下5个等级：

a)  几乎不可能[1]——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几乎为零；

b)  不大可能[2]——生产安全事故很不可能发生；

c)  极少[3]——生产安全事故未必发生；

d)  偶尔[4]——生产安全事故很可能至少发生 1 次；

e)  很可能[5]——生产安全事故很可能发生数次。

6.3 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考虑事故对人员生命的伤害，事故后果严重程度应被评估为以下4个等级：

a)  可忽略[1]——不会引起伤害；

b)  低[2]——较小损伤；

c)  中[3]——严重损伤；

d)  高[4]——人员死亡。

6.4 风险源分级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源危险性由高到低划分为Ⅰ级、 Ⅱ级、Ⅲ级和Ⅳ级。依据DB11/T 1520，应用 

风险矩阵法的风险源分级准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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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应用风险矩阵法的风险源分级准则

事故后果严重程度

风险源分级
[4] [3] [2] [1]

[5] Ⅰ Ⅰ Ⅱ Ⅱ

[4] Ⅰ Ⅰ Ⅱ Ⅲ

[3] Ⅱ Ⅱ Ⅲ Ⅲ

[2] Ⅱ Ⅲ Ⅳ Ⅳ

事故发生可能性

[1] Ⅲ Ⅲ Ⅳ Ⅳ

注： Ⅰ表示极高风险，赋5分；Ⅱ表示高风险，赋3分；Ⅲ表示中风险，赋2分；Ⅳ表示低风险，赋1分

7 风险评价

7.1 否决项和得分项

风险评价项目分为一级否决项和得分项，要求如下：

a)  一级否决项是应立即或限期进行整改的项目，详见表 A.1。凡存在一级否决项，则风险等级 

直接评估为“重大安全风险 ”。

b)  得分项是中小型酒店所具备的各种制度文件、管理档案材料、场所环境等的符合程度，按照 

每项得分累加得到得分值。其中，中小型酒店不共有的风险评估项目用“★”予以标出。

7.2 评分说明

风险评估项目总分为320，得分汇总表及风险评估细则见表B.1、表C.1、表D.1。评估时，根据酒店 

实际情况，扣除空项考评内容，并将评分换算成百分制，换算公式如下：

×100 ………………………………………………………… (1)

式中：

P——风险评估总得分，分值取小数点后一位数；

St——评定内容实际得分之和； 

Se——空项考评内容分数之和。

7.3 风险等级

采用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风险越低的形式）将风险等级由高到低划分为D级、C级、B级和A级， 

评估的风险等级须满足安全绩效和评分标准要求。风险等级评估准则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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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风险等级评估准则

风险等级
评分标准   

（总分100分）
安全绩效

风险等 

级颜色

D级

（重大安全风险）
[0,65) 存在一级否决项或考核年度内发生重伤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红色

C级

（较大安全风险）
[65,75) 不存在一级否决项，且考核年度内无人员重伤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橙色

B级

(一般安全风险)
[75,90) 不存在一级否决项，考核年度内无人员轻伤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黄色

A级

(低安全风险)
[90,100] 不存在一级否决项，且考核年度内无人员轻微伤及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蓝色

注1：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 

害的损伤，包括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

注2：轻伤指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中度伤害的 

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

注3：轻微伤指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造成组织器官结构轻微损害或者轻微功能障碍

8 风险管控

应根据最终评估的风险等级，结合风险评估过程中所发现的安全隐患，按照以下要求提出消除隐患 

的措施：

a)  对于不满足一级否决项的中小型酒店立即或限期进行整改；

b)  对于被识别出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建立、档案资料管理方面的问题，提出完善并落实管理制 

度相关改进措施；

c)  对于被识别出存在隐患的特种设备和设备设施，采取修理、调整等措施消除隐患。如达到报废 

条件，更换相应特种设备或设备设施来消除隐患；

d)  对于被识别出的消防、用电、燃气、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隐患，进行整改和 

重点管控。

9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9.1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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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风险评估活动后，应形成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依据DB11/T 1478，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应包括以 

下内容：

a)  封面；

b)  著录项；

c)  目录；

d)  风险等级评估结果；

e)  基础管理风险清单及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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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场所环境风险清单及风险控制措施。

9.2 报告规格

评估报告宜采用 A4 幅面，格式见附录E。

10 持续改进

10.1 应及时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评审或检查，建立风险管理持续改进机制。

10.2 在下列情形发生时应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a)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发生变化的；

b)  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形成新的重大危险源的；

c)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d)  中小型酒店发生转包、转让等导致所有权人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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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一级否决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一级否决项见表A.1。

表A.1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一级否决项

序 

号
评估项目 否决项内容

1
消防验收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竣工后未经消防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而擅自投入使用

2
开业检查 在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未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3
特种行业许可证 无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超过特种行业许可证有效期从事经营活动，或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向 

公安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换领许可证

4
营业执照

实际经营项目与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不符，或超过营业执照有效期从事经营活动，或未及时办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年审，或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及时换领营 

业执照

5

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住宿

)

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住宿）或许可证过期

6

食品经营许可 

证
涉及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且未持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

7

地下空间使用 

许可证

涉及使用人民防空工程且未取得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许可证或使用许可证过期，或使用普通地下 

室未在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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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B

（规范性）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得分汇总表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得分汇总表见表B.1。

表 B.1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得分汇总表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分值 空缺项分数 得分 备注

1 劳动合同 3 /

2 从业人员健康证 3 /

3 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 3 /

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7

5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5 /

6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5 /

7 消电检与维保 5 /

8 双重预防机制 6 /

9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5 /

10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与物资管理 12 /

11 相关方安全 6

基础管理

合计 90

1 室外区域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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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车场 9

3 建筑物 6 /

4 前厅区域 13 /

5 公共区域 27

6 客房区域 21

7 布草间 3 /

8 消毒室 2 /

9 库房 8

10 健身房 5

场所环境

11 洗衣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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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中小型酒店安全风险评估得分汇总表（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分值 空缺项分数 得分 备注

12 员工宿舍 2

13 餐饮区域 29

14 锅炉房及锅炉 7

15 用电场所 12 /

16 变配电室 8 /

17 空调系统 7 /

18 消防设施配置/设置场所 46

19 施工现场 21

场所环境

合计
230

总计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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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基础管理安全风险评估细则

基础管理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见表C.1，满分90分。

表 C.1 基础管理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分值 得分

1 基础管理 90

1.1 劳动合同 应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等事项 Ⅱ 3

1.2 从业人员健康证 从业人员应持有“健康合格证 ”并每年接受体检 Ⅱ 3

1.3 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设置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图、人员名单和分工 Ⅱ 3

1.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7

1.4.1 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明确酒店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形成包括全体人员和全部生 

产经营活动的责任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的落实
Ⅰ 5

1.4.2 消防安全责任制 应明确酒店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各岗位人员及其工作职责 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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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消防安全制度

应建立消防安全教育、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设施、器材维护 

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专职和义务消防队的组织管理；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等消防 

安全制度
Ⅰ 5

1.4.4
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管理制度

应明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本人证件上岗作业或证件由相关部门集中保存；明确其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定期 

教育培训和按时复审要求
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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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基础管理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分值 得分

1.4.5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 

度

应明确从事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的责任部门及职责；明确不同岗位人员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方式、发放周期等，根据 

不同岗位工作场所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种类及危害程度、劳动环境条件、劳动防护用品有效使用时间制定适 

合酒店各个岗位的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按照配备标准和发放周期定期发放，对工作过程中损坏的劳动防护用 

品，及时更换，并作好登记

Ⅲ
2

1.4.6

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制 

度

应具备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专项用于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建设、安全设备设施的更新和维护、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和培训、劳动防护用品配备、重大危险源监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应急救援队建设或救援服务 

及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事项
Ⅲ 2

1.4.7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 

调查处理制度
应明确事故调查处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事故报告程序、时限、上报的部门及处置要求、报告内容 Ⅲ 2

1.4.8 制度执行与更新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每年审核、适时更新，有执行记录，相关资料归档且至少保存 3 年 Ⅲ 2

1.4.9 ★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应建立健全采购、运输、加工、储存等各环节的食品卫生制度 Ⅲ 2

1.5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应制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明确适用范围、岗位存在的主要危险源及控制要求、设备使用方法或作业程序、个体 

防护要求、严禁事项和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经批准实施，现行有效版本发放至岗位的从业 

人员，设备发生变化后应及时修订或更新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保存相关记录
Ⅰ 5

1.6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酒店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安全设备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 

疏散和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应对措施，典型事故案例等，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教育和培训的 

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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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消电检与维保
应委托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1次全面检测，并定期做好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保 

留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记录
Ⅰ 5

1.8 双重预防机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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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基础管理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分值 得分

1.8.1 风险分级管控
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形成本单位风险清单，按照风险不同级别、所需的资源及岗位职责的划分、需具 

备的管控能力、管控措施复杂性及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同管控层级的风险管控方式
Ⅱ 3

1.8.2 隐患排查治理

应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明确隐患排查和治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排查的时间、程序、方法、 

范围和建档要求，本单位安全隐患等级分类，隐患整改过程中的防范措施，隐患整改台账的形式、内容（排查时 

间、所属类型、所在位置、治理情况等）和上报程序，按要求完成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并建立隐患整改台账
Ⅱ 3

1.9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15

1.9.1 预案内容

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包括组织机构（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报警和 

接警处置程序、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通讯联络及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 

施
Ⅰ 5

1.9.2 消防演练

应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演练，消防演练内容包括初期火灾的扑救、控制、火场协调指 

挥、物资转移演练，火场人员疏散引导和伤员救护演练，火场警戒及配合消防中队演练，灭火器材现场灭火演练， 

火灾事故处理教育及演习总结等
Ⅰ 5

1.9.3 现场消防演练测试

评估时应组织员工进行现场消防演练测试，检验员工应急疏散能力（火灾发生时，通过喊话、敲门、广播等方式 

及时通知相关人员疏散、稳定火场人员情绪，引导顾客采取正确的逃生方法，向安全地点疏散逃生，以防拥堵踩 

踏）、使用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熟练程度（包括正确拉开安全销、拔开喷嘴保险销、站稳身体并确认风向、朝着火 

源喷射灭火剂等步骤）等
Ⅰ 5

1.10
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与 

物资管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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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应急预案

对风险种类多、可能发生多种类型事故的，应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预案，包括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应急预案体 

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容；对于某1种或者多种类型的事 

故风险，应编制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包括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并对编制的应急预案 

进行论证
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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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基础管理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分值 得分

1.10.2 应急演练

应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或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和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演练内容包括预警与报告、指挥与协调、应 

急通讯、事故监测、警戒与管制、疏散与安置、医疗卫生、现场处置、社会沟通、后期处置和其他应急功能，演 

练记录完整备案
Ⅱ 3

1.10.3 应急救援队伍
应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义务消防队或指 

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Ⅱ 3

1.10.4 应急物资配备与管理
应根据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及危险物品稀释、掩埋、 

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保留维护保养记录
Ⅱ 3

1.11 ★相关方安全 6

涉及外墙清洗、装饰装修、特种设备维护检修、物业管理、水电气热、化粪池清掏、排油烟设施清洗、消杀等相 

关方的，应与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Ⅱ 3

1.11.1

供应、承包（承租） 

单位的管理 涉及供应、承包（承租）单位的，应对其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安全检查中 

发现的事故隐患，及时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并保留相关记录
Ⅱ 3

注：中小型酒店不共有的风险评估项目用“★”予以标出，当中小型酒店不涉及“★”标记的风险评估项目时，应在总分里扣除相应分数，再进行得分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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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场所环境安全风险评估细则

场所环境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见表D.1，总分230分。

表 D.1 场所环境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风险类型 分值 得分

2 场所环境 230

2.1 室外区域
应对户外广告设施、固定式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进行日常安全检查和维护维修，保持其安全、牢 

固，保留检查记录
Ⅲ 物体打击 2

2.2 ★停车场 9

2.2.1

★地下停车场安全标 

志与安全设施

地下停车场入口应设置限高和减速装置，并在显著位置设置限高、限速、禁烟、禁火、禁停、禁行等 

安全标志，出口处宜设置出口警报器，螺旋坡道宜设反光道钉、反光轮廓标、反光导向标、反光警 

示带等
Ⅲ

车辆伤害、火 

灾 2

2.2.2 停车位
停车位设置不应妨碍电力、消防、人防、燃气、环卫等公共设施功能的实现或阻碍车辆和行人通道、 

消防车通道、人防防爆门、盲道、应急出口等
Ⅱ 火灾 3

2.2.3 充电桩 露天设置的充电桩应有安全防护措施，保证雷雨等特殊天气的设备安全 Ⅲ 火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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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易燃易爆物品、人员 

留宿

不应在停车场、停车库内存放汽油、柴油等燃料及其他易燃、可燃物品，并设置相关警示标志；安 

保人员应每日对停车库进行巡视，确保无人员留宿现象，保留巡视记录
Ⅲ

火灾、其他爆 

炸
2

2.3 建筑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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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场所环境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风险类型 分值 得分

2.3.1
房屋建筑安全评估

应每5年进行1次房屋建筑安全评估，包括对房屋的结构安全（地基、墙体、屋顶、楼板等）、设备 

（电气、水暖、空调等）、自然灾害防护（滑坡、地震、风暴、洪水、崩塌、地面沉降等自然灾害抗 

灾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对于达到设计使用年限需继续使用的建筑，每2年进行1次安全评估， 

留存房屋建筑安全评估报告

Ⅱ 坍塌、火灾
3

2.3.2 雷电 防雷装置不应缺失或失效，具备防雷装置验收资料和定期检测记录（防雷装置每年检测1次） Ⅱ 火灾 3

2.4 前厅区域 13

2.4.1 前台值班 前台应有管理及安保人员24 h在岗值班，并填写交接班记录 Ⅲ 其他伤害 2

2.4.2 入住登记 应在入住登记处等醒目位置设置相关标牌，告知宾客主动出示有效证件进行入住登记 Ⅳ 其他伤害 1

2.4.3 会客登记 应安装梯控系统，并设专人负责旅客会客验证登记 Ⅳ 其他伤害 1

2.4.4 易燃易爆物品
应在前厅设置安检台或在显著位置张贴“严禁携带危险物品 ”相关标志，以防旅客将易燃、易爆、 

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酒店
Ⅲ 火灾、爆炸 2

2.4.5 宠物管理
应在前厅显著位置张贴“谢绝宠物入内 ”相关标识；对于宠物友好型酒店，宜向客人提供临时存放 

宠物的场所，并与客人签署宠物存放确认书
Ⅲ

其他伤害（咬 

伤、抓伤）
2

2.4.6 未成年人保护

应设置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相关警示牌，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 

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Ⅲ 其他伤害 2

2.4.7 应急器材 前台和大厅应配置对讲机、喊话器、扩音器、应急手电筒、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应急器材 Ⅱ 火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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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共区域 27

2.5.1

玻璃门、玻璃窗、玻 

璃墙

落地式玻璃门、玻璃窗、玻璃墙等透明门扇显著位置应设置防撞安全警示标志；对室内门窗玻璃进 

行经常性检查，确保其安装牢固可靠，保留检查记录 Ⅲ

其他伤害（撞

伤）、物体打

击

2

2.5.2 公共区域视频监控
应在大堂出入口、楼梯间、各楼层的电梯厅、电梯轿厢、公共走道等场所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确保 

其正常运行，不应中断，图像信息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90日
Ⅱ 其他伤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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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场所环境的安全风险评估细则（续）

序号 风险评估项目 风险评估要点 风险源分级 风险类型 分值 得分

2.5.3 安全疏散条件 9

2.5.3.1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 

道和疏散通道

1）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1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确保能够满足火灾等突 

发事件下疏散通道突发大客流时的疏散要求；

2）应保持通畅，不应占用、堵塞、封闭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和疏散通道

Ⅰ

其他伤害（拥 

挤、踩踏） 5

2.5.3.2
防火门

1）除建筑直通室外和屋面的门可采用普通门外，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门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 

乙级防火门要求；

2）防火门组件应齐全完好，启闭灵活、关闭严密；常闭防火门在其明显位置设置“保持防火门关闭 ” 

等提示标识

Ⅲ 火灾
2

2.5.3.3 封闭楼梯间
1）除与敞开式外廊直接相连的楼梯间外，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2）当建筑高度大于32 m时，应采用防烟楼梯间
Ⅲ

火灾、其他伤 

害
2

2.5.4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 

防范

宜通过播放视频和动画、设置宣传海报和标语等方式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防范，内容包括“不 

应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 

国家统一，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宣扬邪教、迷 

信活动，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 

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 ”

Ⅱ 其他伤害 3

2.5.5
★公共出入口安全防 

护
公共出入口位于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的下部时，应采取防止物体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措施 Ⅳ 物体打击 1

2.5.3.1
2.5.3.2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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