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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工贸行业企业的安全风险辨识、分级、管

控、警示告知。 

二、编制依据 

本手册依据《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安委办

〔2016〕3 号）、《丽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

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丽安委办

〔2016〕16 号）、《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防范遏制较大

事故杜绝重特大事故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及

国家相关标准编制。 

三、术语和定义 

（一）安全风险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

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性的组合。 

（二）安全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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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全风险评估 

运用定性或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安全风险进行分析、

确定其严重程度，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可靠性加以考

虑，以及对其是否可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 

（四）安全风险管理 

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安全风险控制的优先顺

序和安全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减少和

避免生产安全事故的目标。 

（五）工作场所 

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活动，并由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

有工作地点。 

（六）作业环境 

从业人员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及相关联的场所，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对设备（设施）

的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和人为因素。 

四、工作原则 

   （一）组织有力、制度保障 

应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牵头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

作领导机构，建立能够保障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有效推进的制

度。 

   （二）全员参与、分级负责 

企业从操作人员到主要负责人，均应参与安全风险辨



识、分级、管控和警示工作；企业应根据安全风险级别，确

定落实管控措施责任人员的层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以确保

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持续有效为工作目标。 

   （三）自主建设、持续改进 

企业应自主完成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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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分

析、信息整理等相关具体工作。 

   （四）系统规范、融合深化 

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应与企业现行安全管理体

系紧密结合，应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安全管理体系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形成一体化的安全管

理体系，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贯彻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 

   （五）注重实际、强化过程 

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强化过程管理，制定安全风险管

控体系配套制度，确保体系建设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六）激励约束、重在落实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安全风险管控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形

成激励先进、约束落后的工作机制。应按照“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的原则，明确每一个岗位辨识分析风险、落实风险

控制措施的责任，并不断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 

五、工作流程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一般分 4 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 

成立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安全风险分级管理体系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选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班组长

为成员，逐级、逐岗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安全风险管

控责任。召开研究会，学习、了解分级方法和工作步骤，开

展初步现场调查，针对工艺流程和工作场所概况，编制风险

分级评估方案。 

（二）辨识阶段 

要针对本企业类型和特点，制定科学的安全风险辨识程

序和方法，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企业要组织全体员工，

或邀请安全生产专家参与，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

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做

到系统、全面、无遗漏，并持续更新完善。 

（三）评定安全风险等级阶段 

要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确定安全风险类

别，采用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确定安全风险等级，依据安全

风险类别和等级绘制“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

并进行公司、车间、班组三级分区，在醒目位置予以张贴。 

（四）管控安全风险阶段 

要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针对安全风险特点，从组织、

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要对安

全风险分级、分层、分类、分专业进行管理，逐一落实企业、



车间、班组和岗位的管控责任，尤其要强化对重大危险源和

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生产经营系统、生产区域、岗位的重点

管控。要高度关注运营状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风险状况，动

态评估、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确保安全风险始终处于

受控范围内。 

（五）安全风险公告警示阶段 

要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并将安全风险纳入全年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中，确保管理层和每名员工都掌握安

全风险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措施。要在醒目位置和重点

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标明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事故隐患类别、事故后果、管

控措施、应急措施及报告方式等内容。对存在较大、重大安

全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要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强化危

险源监测和预警。 

六、安全风险辨识  

风险辨识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预测性”

的原则，从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环境的

缺陷、安全管理的缺陷四个方面查找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各类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从而发现各种风险

的规律及控制方法。 

（一）安全风险辨识的方法  

风险辨识可依据附表 1 所列二十种致害方式的产生原因



来进行，即查找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

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落、坍塌、容器爆炸、中

毒和窒息、其它伤害的产生因素，也可用其他方法。 

（二）风险点确定 

风险点的确定可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法（SCL）、作业危

害分析法（JHA）、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法（HAZOP）、类比

法、事故树分析法、事件树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辨识，也可根

据本手册附表 2、附表 3 对照进行辨识。 

七、安全风险分级  

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参照附表 1，综合

考虑起因物、致害物、伤害方式等，确定安全风险类别。 

企业四色分级 

（一）按照附表 2，属于固定红色区域的，标记为红色

区域。 

（二）按照附表 3，结合区域工作人员数量，确定相应

安全风险管理区域等级。 

1、红色：可能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区域，

该区域内有作业人员 3 人及以上。 

2、橙色：可能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区域，该区域

内有作业人员 1-2 人。 

3、黄色：可能发生重伤事故的区域，该区域内有作业

人员 1 人。 



4、蓝色：可能发生轻伤及以下事故的区域，该区域内

有作业人员 1 人。 

八、安全风险管控 

企业应依次按照工程控制措施、安全管理措施、个体防

护措施以应急措施等四个逻辑顺序对每个风险点制定精准

的风险控制措施。 

确定对策时，从工程控制、管理措施和个体防护三个方

面加以考虑。具体对策依次为： 

消除风险：消除风险是最有效的措施，有关这方面的技

术包括：改变工艺路线、修改现行工艺、以危害较小的物质

替代、改善环境（通风）、完善或改换设备及工具。 

控制风险：当风险不能消除时，采取隔离、机器防护、

工作鞋等措施控制危害。 

修改作业程序：完善操作规程、改变操作步骤的顺序以

及增加一些操作程序（如锁定能源措施）。 

减少暴露：这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时的一种选择。减少

暴露的一种办法是减少在环境中暴露的时间，如完善设备以

减少维修时间、配戴合适的个体防护器材等。为了减少事故

的后果，设置一些应急设备如洗眼器等。 

九、风险公告警示 

企业应当绘制四色管理区域图，并在醒目位置——如公

告栏、车间门口等——对四色管理区域图进行公布。 



在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设置警示卡，分别标明本区域四

色管理等级、主要安全风险、易发生事故类型、事故预防及

应急措施、管理人员、报告电话等内容。 

附件 1、 

起因物 

分类号 起因物名称 分类号 起因物名称 

３.０１ 锅炉 ３.１５ 煤 

３.０２ 压力容器 ３.１６ 石油制品 

３.０３ 电气设备 ３.１７ 水 

３.０４ 起重机械 ３.１８ 可燃性气体 

３.０５ 泵、发动机 ３.１９ 金属矿物 

３.０６ 企业车辆 ３.２０ 非金属矿物 

３.０７ 船舶 ３.２１ 粉尘 

３.０８ 动力传送机构 ３.２２ 梯 

３.０９ 放射性物质及设备 ３.２３ 木材 

３.１０ 非动力手工具 ３.２４ 工作面（人站立面） 

３.１１ 电动手工具 ３.２５ 环境 

３.１２ 其它机械 ３.２６ 动物 

３.１３ 建筑物及构筑物 ３.２７ 其它 

３.１４ 化学品   

 

致害物  

分类号 致害物名称 分类号 致害物名称 

４.０１ 煤、石油产品 ４.１４.４ 林业机械 



４.０１.１ 煤 ４.１４.５ 铁路工程机械 

４.０１.２ 焦炭 ４.１４.６ 铸造机械 

４.０１.３ 沥青 ４.１４.７ 锻造机械 

４.０１.４ 其它  ４.１４.８ 焊接机械 

４.０２ 木材 ４.１４.９ 粉碎机械 

４.０２.１ 树 ４.１４.１０ 金属切削机床 

４.０２.２ 原木 ４.１４.１１ 公路建筑机械 

４.０２.３ 锯材 ４.１４.１２ 矿山机械 

４.０２.４ 其它  ４.１４.１３ 冲压机 

４.０３ 水 ４.１４.１４ 印刷机械 

４.０４ 放射性物质  ４.１４.１５ 压辊机 

４.０５ 电气设备 ４.１４.１６ 筛选、分离机 

４.０５.１ 母线 ４.１４.１７ 纺织机械 

４.０５.２ 配电箱 ４.１４.１８ 木工刨床 

４.０５.３ 电气保护装置 ４.１４.１９ 木工锯机 

４.０５.４ 电阻箱 ４.１４.２０ 其它木工机械 

４.０５.５ 蓄电池 ４.１４.２１ 皮带传送机 

４.０５.６ 照明设备 ４.１４.２２ 其它 

４.０５.７ 其它 ４.１５ 金属件 

４.０６ 梯 ４.１５.１ 钢丝绳 

４.０７ 空气 ４.１５.２ 铸件 

４.０８ 工作面（人站立面） ４.１５.３ 铁屑 

４.０９ 矿石 ４.１５.４ 齿轮 

４.１０ 粘土、砂、石  ４.１５.５ 飞轮 

４.１１ 锅炉、压力容器 ４.１５.６ 螺栓 

４.１１.１ 锅炉 ４.１５.７ 销 

４.１１.２ 压力容器 ４.１５.８ 丝杠、光杠 



４.１１.３ 压力管道 ４.１５.９ 绞轮 

４.１１.４ 安全阀 ４.１５.１０ 轴 

４.１１.５ 其它  ４.１５.１１ 其它 

４.１２ 大气压力 ４.１６ 起重机械 

４.１２.１ 高压（指潜水作业） ４.１６.１ 塔式起重机 

４.１２.２ 低压（指空气稀薄的高原地区）  ４.１６.２ 龙门式起重机 

４.１３ 化学品 ４.１６.３ 梁式起重机 

４.１３.１ 酸 ４.１６.４ 门座式起重机 

４.１３.２ 碱 ４.１６.５ 浮游式起重机 

４.１３.３ 氢 ４.１６.６ 甲板式起重机 

４.１３.４ 氨 ４.１６.７ 桥式起重机 

４.１３.５ 液氧 ４.１６.８ 缆索式起重机 

４.１３.６ 氯气 ４.１６.９ 履带式起重机 

４.１３.７ 酒精 ４.１６.１０ 叉车 

４.１３.８ 乙炔 ４.１６.１１ 电动葫芦 

４.１３.９ 火药 ４.１６.１２ 绞车 

４.１３.１０ 炸药 ４.１６.１３ 卷扬机 

４.１３.１１ 芳香烃化合物 ４.１６.１４ 桅杆式起重机 

４.１３.１２ 砷化物 ４.１６.１５ 壁上起重机 

４.１３.１３ 硫化物 ４.１６.１６ 铁路起重机 

４.１３.１４ 二氧化碳 ４.１６.１７ 千斤顶 

４.１３.１５ 一氧化碳 ４.１６.１８ 其它  

４.１３.１６ 含氰物 ４.１７ 噪声 

４.１３.１７ 卤化物 ４.１８ 蒸气 

４.１３.１８ 金属化合物 ４.１９ 手工具（非动力） 

４.１３.１９ 其它 ４.２０ 电动手工具 

４.１４ 机械 ４.２１ 动物 



４.１４.１ 搅拌机 ４.２２ 企业车辆 

４.１４.２ 送料装置 ４.２３ 船舶 

４.１４.３ 农业机械   

 

伤害方式  

分类号 伤害方式 分类号 伤害方式 

５.０１ 碰撞 ５.０８ 火灾 

５.０１.１ 人撞固定物体 ５.０９ 辐射 

５.０１.２ 运动物体撞人 ５.１０ 爆炸  

５.０１.３ 互撞 ５.１１ 中毒 

５.０２ 撞击 ５.１１.１ 吸入有毒气体 

５.０２.１ 落下物 ５.１１.２ 皮肤吸收有毒物质 

５.０２.２ 飞来物 ５.１１.３ 经口  

５.０３ 坠落 ５.１２ 触电  

５.０３.１ 由高处坠落平地 ５.１３ 接触 

５.０３.２ 由平地坠入井、坑洞  ５.１３.１ 高低温环境 

５.０４ 跌倒 ５.１３.２ 高低温物体  

５.０５ 坍塌 ５.１４ 掩埋 

５.０６ 淹溺 ５.１５ 倾覆  

５.０７ 灼烫   

 



附表 2、安全风险四色管理固定红色区域辨识表 

冶金行业 

序号 场所/部位/设备 四色管理等级 安全风险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1 电弧炉 红色 

加废钢时废钢中有水、有潮废物、有封闭容器入炉 爆炸 

冷却水系统漏水入炉 爆炸 

倒炉速度过快、倒炉操作失控泼钢 爆炸、灼烫 

氮气系统泄露 中毒和窒息 

2 精炼炉（AOD 炉） 红色 

冷却水系统漏水入炉 爆炸、灼烫 

加热中漏钢、喷溅 爆炸、灼烫 

加入的造渣剂、合金料潮湿 灼烫 

氧气系统冷却水漏水入罐 爆炸、灼烫 

3 煤气发生炉 红色 阀门、管道泄露 中毒 



水夹套缺水后急加水 爆炸 

检维修时吹扫置换未达到安全要求 中毒窒息 

探火作业时水煤气外泄 中毒 

4 工业炉窑 红色 

未设置燃气危险气体超敏度气体报警器 
爆炸、中毒窒

息 

一端闭塞或滞留易燃易爆气体、窒息性气体和其他有

害气体 

爆炸、中毒窒

息 

未设置煤气、天然气快速切断阀和有效隔断装置 
爆炸、中毒窒

息 

未确认主煤气阀开启的条件，就实施主烧嘴点火 爆炸 

5 气化站 红色 

低温储罐超量存储、超压运行 爆炸 

气化器进出口法兰、管路、阀门泄漏 中毒窒息 

低温储罐基础开裂，不正常沉降 垮塌 

6 液氨储存与使用 红色 

液氨罐上方未设置水喷淋装置，下方四周未设置防泄

漏围堰 

中毒窒息、爆

炸 

未设置氨气在线报警器 
中毒窒息、爆

炸 

操作室未配置强制通风系统 
中毒窒息、爆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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