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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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HN/TC 2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安全中心、南阳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质量监测服务中

心、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建峰、李慎群、王相谦、焦迎乐、祝云市、冉俊锋、姜伯铮、贾欠、周彬、

贾鹏生、冉志海、何生虎、齐延伟、陈松、杜娟、白景、张高培、王榕霖、和震昊、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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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以下简称“双重预防体系”）

建设实施的指导，给出了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平台、文档管理和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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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DB41/T 1852  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规范 

DB41/T 2175  水利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DB41/T 185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方位覆盖，全面排查、科学管控风险，有效治理事故隐患，构筑双重

预防体系，维护双重预防体系有效运转，保障人身安全健康，避免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防范生产安全

事故，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 

4.2 结合单位自身特点，建立并运行双重预防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持续改进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4.3 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动态循环模式，通过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持续

改进双重预防体系，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和水平。 

5 策划与准备 

5.1 组织机构 

单位在现有安全生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成立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组织机构，明确职责

分工、工作目标和考核办法。 

5.2 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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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单位组织机构及人员岗位设置等情况，明确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职能部门、岗

位人员等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方面的职责。 

5.3 资料收集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宜收集以下资料： 

a) 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b) 工程档案资料； 

c) 安全生产管理资料； 

d) 工程管理环境资料（水文地质、气象观测、雨水情监测、周边环境等）； 

e) 主要构（建）筑物、设备设施、金属结构清单及分布位置图等； 

f) 工程运行、检修、试验等工程管理资料； 

g) 其他相关资料。 

5.4 制度建设 

5.4.1 建立双重预防体系责任制，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各岗位人员及

组织机构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职责。 

5.4.2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明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预警、风险管控的程序、方法

和频次等。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明确管控层级、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 

5.4.3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危险源现场管控责任人、组织管控责任人和监督责任人及其他相

关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排查频次、隐患整改等内容，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纳入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 

5.4.4 建立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培训工作归口部门、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及培训要

求等。 

5.4.5 建立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考核奖惩制度，明确考核奖惩的标准、方式方法及考核频次等，纳

入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考核。 

5.5 全员培训 

5.5.1 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所需相关知识开展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全员培训。 

5.5.2 明确人员培训的部门、目标、内容、对象、时间等，并细化保障措施。 

5.5.3 组织对全体人员开展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管控、隐患排查、隐

患治理等内容的培训，使全体成员掌握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相关知识。 

5.5.4 定期组织风险管理、辨识评价、隐患排查、隐患治理等内容的继续教育培训，保证全体成员具

备正确履行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职责的知识和能力。 

6 风险分级管控 

6.1 危险源类别 

根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实际情况，危险源宜划分为以下类别： 

a) 构（建）筑物类：水库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输水建筑物，过船建筑物，桥梁，坝基，

近坝岸坡等；水闸闸室段，上下游连接段，地基等；水电站挡水建筑物、引（输）水建筑物、

尾水建筑物、厂房、升压站、开关站、管理房等；泵站进出水建筑物、泵房、输水建筑物、

变电站、管理房等；堤防堤身、堤基、护堤地、堤岸防护、防渗及排水设施、穿（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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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建筑物与堤防接合部等；淤地坝坝体、放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等；调水工程输水建筑物，

交叉建筑物，控制建筑物，分水建筑物，退水建筑物等； 

b) 金属结构类：闸门、阀门、启闭机、拦污与清污设备、压力钢管、升船机、起重机、减速机、

单向专用门机、双向通用门机、水轮发电机组、发电机组附件等金属结构； 

c) 设备设施类：电器设备、辅助设备、特种设备、防汛抢险设施、生物防护工程、排水设备设

施、测水量水设施、管理设施等； 

d) 作业活动类：每一项独立完成目标的操作作业、具有独立功能的管理行为可划分为一个危险

源。如水库溢洪道闸门的启闭、设备检修、试验检验等； 

e) 管理类：管理体系、运行管理等； 

f) 环境类：自然环境、工作环境等； 

g) 其他类。 

6.2 危险源辨识 

6.2.1 危险源分为重大危险源和一般危险源两个级别。 

6.2.2 宜按照 DB41/T 1852 的规定，全面分析可能发生事故的领域、部位和环节，从水利工程运行、

设备设施、人员行为、管理体系和作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辨识危险源并判定危险源的类别与级别。 

6.2.3 危险源辨识宜考虑工程正常运行受到影响或工程结构受到破坏的可能性，以及相关人员在工程

区域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储存物质的危险特性、数量以及仓储条件，环境、设备的危险特性等因素，覆

盖所有区域、设施、场所和人员，做到系统、全面、无遗漏，综合分析判定。 

6.2.4 危险源宜由工程运行管理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基层管理人员，采用科学、

有效及相适应的方法进行辨识，对其进行分类和分级，汇总制定危险源清单，并确定危险源名称、类别、

级别、事故诱因、可能导致的事故等内容，必要时可进行集体讨论或专家技术论证。 

6.2.5 常见事故类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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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顶片帮、透水、放炮、火药爆炸、瓦斯爆炸、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它爆炸、中

毒和窒息、设备停运、设备损坏、溃坝（堤）、其它伤害等。 

6.2.6 危险源辨识方法主要有直接判定法、安全检查表法、预先危险分析法。 

6.2.7 危险源辨识优先采用直接判定法，当不能采用直接判定法辨识的，可采用其他方法。当工程中

出现符合附录 A中任何一条要素的，直接判定为重大危险源。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管控宜按照GB 18218的规定。 

建立重大危险源和风险等级为重大的一般危险源专项档案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危险物品重大危险源

按规定同时报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6.2.8 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危险源辨识工作，当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程、标准发布（修订）后，或

构（建）筑物、金属结构、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管理和环境、组织、人员等相关要素发生较大变化后，

或相关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重新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工作。 

6.2.9 建立危险源清单并动态更新，通过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填报更新危险源信息。 

6.3 风险评价 

6.3.1 对危险源在一定触发因素作用下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进行调查、分析、论证等，

判断危险源风险程度，逐一评价所辨识危险源的风险等级。 

6.3.2 危险源的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四个等级，分别用红、

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6.3.3 危险源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直接评定法、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风险矩阵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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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对于重大危险源，其风险等级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对于一般危险源，其风险等级宜结合实际

选取适当的评价方法确定。 

6.3.5 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于事故发生后果的严重性，无论评价结果为何等级，直接判定为重

大风险： 

a) 发生过死亡、重伤、职业病、重大财产损失事故，或者三次以上轻伤、一般财产损失事故，

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b) 构成危险化学品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 

6.3.6 对于工程维修养护等作业活动可能影响人身安全的一般危险源，宜按照 DB41/T 2175 的规定进

行风险评价。 

6.3.7 对于可能影响工程正常运行或导致工程破坏的一般危险源，由单位不同管理层级以及多个相关

部门的人员共同采用风险矩阵法进行风险评价，风险矩阵法宜按照式（1）进行。 

 SLR   ······························································ （1） 

式中： 

R——风险值；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S——事故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见附录B～附录E）。 

L值由单位三个管理层级（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运行管理人员）、多个相关部门（运管、安

全或有关部门）人员按照以下过程和标准共同确定： 

第一步：由每位评价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参考《水利水电工程（水库、水闸）运行危险源辨识与风

险评价导则（试行）》《水利水电工程（水电站、泵站）运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水

利水电工程（堤防、淤地坝）运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水利水电工程（调水工程）

运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导则（试行）》初步选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数值Lc； 

第二步：分别计算出三个管理层级中，每一层级内所有人员所取Lc值的算术平均数Lj1、Lj2、Lj3； 

第三步：宜按照式（2）计算L的最终值。 

 321 2.05.03.0 jjj LLLL   ··········································· （2） 

式中： 

Lj1——分管负责人层级所有人员Lc值的算术平均数； 

Lj2——部门负责人层级所有人员Lc值的算术平均数； 

Lj3——管理人员层级所有人员Lc值的算术平均数。 

6.4 风险分级 

根据计算所得R值，参照表1确定危险源的风险等级。 

表1 一般危险源风险等级划分表 

R 风险程度 风险等级 颜色标示 

R＞320 极其危险 重大风险 红 

160＜R≤320 高度危险 较大风险 橙 

70＜R≤160 中度危险 一般风险 黄 

R≤70 轻度危险 低风险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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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风险控制措施 

6.5.1 风险公告措施： 

a) 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将工程区域、作业场所、设备设施等区域存在的重大风险、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在总平面布置图或地理坐标图中，

并设置在工程现场醒目位置，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和外来人员公示风险分布情况； 

b) 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对于难以在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中标示风险等级的作业活动、生产工

艺、关键任务（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危险物品运输等）利用风险评价方法，计算岗位

风险值，按照风险等级从高到低的顺序采用柱状图标示出来，并在醒目位置或区域将作业安

全风险比较图对员工进行公告； 

c) 安全风险公告栏。对管理范围内的重大风险进行告知，一般设置于单位入口处或其他醒目位

置，主要内容包括危险源名称、所在位置、类别、级别、风险等级、事故诱因、可能导致的

后果、管控责任人（监督责任人、组织管控责任人、现场管控责任人）及报告电话等内容； 

d) 重大风险警示牌。对重大风险危险源进行警示，一般设置于重大风险危险源所在场所的醒目

位置，主要内容包括危险源名称、级别、风险等级、所在部位、事故诱因、可能导致的后果、

管控措施、应急措施、管控责任人、报告电话等信息； 

e) 岗位风险告知卡。对本单位具体工作岗位进行风险告知，设置于岗位工作场所或由从业人员

随身携带，主要包括岗位名称、涉及的主要危险源、事故诱因、可能导致的后果、安全操作

要点以及风险防范、应急处置措施、报告电话等内容； 

f) 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于存在较大及以上风险危险源的工作场所和岗位。安全警示标志的内容、

规格、颜色、材质、设置高度等符合相关规定； 

g) 岗位应急处置卡。在编制应急预案的基础上，针对工作场所、岗位特点，编制简明、实用、

有效的岗位应急处置卡。岗位应急处置卡宜规定重点岗位、人员的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以

及相关联络人员和联系方式； 

h) 风险公告措施随危险源和风险的动态变化及时更新； 

i) 通过讲解、语音广播、风险告知书等多种形式，及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和外来人员告知安全

风险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措施，并将有关信息提前告知可能直接受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6.5.2 工程技术措施： 

a) 消除或控制，通过对装置、设备设施、工艺等的改造或设计来消除、控制危险源； 

b) 替代，用低危害物质替代或降低系统能量，如较低的动力、电流、电压、温度等； 

c) 封闭，对产生或导致危害的设施或场所进行密闭； 

d) 隔离，通过隔离带、栅栏、警戒绳等把人与危险区域隔开； 

e) 移动或改变方向，如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出口； 

f) 实施除险加固工程、维修养护等。 

6.5.3 管理制度措施： 

a) 制定实施作业程序、安全许可、安全操作规程等； 

b) 合理调控作业时间、减少暴露时间； 

c) 监测监控、巡查，尤其是对危险物品的存储、使用； 

d) 警报和警示信号，提高作业人员注意力； 

e) 对处在同一岗位、同一作业场所、同一工序内有相互影响的不同单位和作业人员，通过签订

协议等形式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 

f) 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g) 其他根据工程实际可以采取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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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教育培训措施： 

a) 加强风险意识和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认知的培训； 

b) 对有效识别危害因素及掌握危害分析评价方法进行培训，提高管控风险能力； 

c) 培训职工本岗位安全风险和防控方法。 

6.5.5 个体防护措施： 

a)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常见防护用品包括：安全帽、安全绳、救生衣、防护服、听力防护

罩、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绝缘鞋等； 

b) 当工程控制措施不能消除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时，采取个体防护措施； 

c) 当处置异常或紧急情况时，考虑佩戴防护用品。 

6.5.6 应急处置措施： 

a) 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急救援物

资和队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突能力。对风险等级较大及以上的危险源逐一明

确监测监控措施、监测频次、监测指标及预警阈值，建立危险源监控清单； 

b) 重大风险危险源落实“一源一案”。对于同一类别的重大风险危险源，可以综合考虑管理主

体或管控措施的具体情况分类制定相应的现场处置方案或专项应急预案。其他危险源明确现

场处置、伤员抢救、人员撤离、现场控制、事故报告等措施。 

6.5.7 风险控制措施在实施前宜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并形成记录： 

a) 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 是否使风险降低至可接受风险； 

c) 是否产生新的危险源或危险有害因素； 

d) 是否已选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6.6 风险分级管控 

6.6.1 风险分级管控遵循风险等级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对操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等级

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风险重点进行管控。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级同时负责管控，并逐级落

实具体措施。管控层级可进行增加、合并或提级。管控层级一般分为四个层级，分别为单位级、分管级、

部门级和岗位级： 

a) 重大风险：红色风险，由单位级负责管控，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属地水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监督； 

b) 较大风险：橙色风险，由分管级负责管控，业务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

人协助主要负责人负责监督； 

c) 一般风险：黄色风险，由部门级负责管控，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业务分管领导负责监

督； 

d) 低风险：蓝色风险，由岗位级负责管控，岗位人员为第一责任人，部门负责人负责监督。 

6.6.2 关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情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风险状况，动态评价、调整风险等级和控制措施，

确保风险始终处于受控范围： 

a) 风险分级结果为低风险时，维持现有管控措施，对执行情况进行复核； 

b) 风险分级结果为一般风险时，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进行评估，检查并确认控制程序和措

施已经落实，需要时可增加控制措施； 

c) 风险分级结果为较大风险或重大风险时，明确不可容许的危险内容及可能触发事故的因素，

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 

6.6.3 对重大风险加强监控，并制定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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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得到执行； 

b) 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并保证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c) 明确关键设施、重点部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定期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 

d) 对存在风险的场所和区域，设置明显的告知牌和警示标志； 

e) 对岗位员工及相关人员进行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岗位风险、管控措施和应急

处置方法等内容； 

f) 编制并落实专项应急预案，建立包含风险部位、责任单位、责任人、风险评价等资料的专项

档案，及时更新并完善档案信息，通过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填报更新相关信息； 

g) 采取工程技术措施降低风险等级。 

6.6.4 每次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后，编制包含所有危险源的管控清单（见附录 F），包括危险源类

别、级别、位置、事故诱因、可能导致后果、风险等级、风险管控措施、管控层级、责任单位、责任人

等，并按规定及时更新。 

6.7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报告 

根据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制定的管控措施等成果，编制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报告，由单位运

行管理和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分管运行管理和安全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必要时

可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后确认。 

7 隐患排查治理 

7.1 隐患分级 

7.1.1 根据隐患治理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7.1.2 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7.1.3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需要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

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7.1.4 水利工程运行重大事故隐患采用直接判定法，当工程出现符合附录 G 中任何一条要素的，直接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7.2 排查清单 

根据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和危险源管控清单，编制隐患排查清单，包括排查项目、排查内容、排查标

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隐患等级等内容。 

7.3 排查类型 

单位宜利用综合检查、专项检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巡查）和专业诊断性排查

等活动，组织开展隐患排查。常用的隐患排查类型如下： 

a) 日常隐患排查； 

b) 综合隐患排查； 

c) 特别隐患排查； 

d) 事故类隐患排查； 

e) 专业诊断性隐患排查； 

f)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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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定期隐患排查。 

7.4 组织级别 

根据自身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包括单位级、分管级、部门级。常用的隐患排查组织级别

如下： 

a) 日常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部门级； 

b) 综合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级； 

c) 特别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级； 

d) 事故类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级； 

e) 专业诊断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级； 

f)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级； 

g) 定期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分管级。 

7.5 排查周期 

根据自身要求，结合自身组织架构、工程特点，确定各排查类型的排查周期，可根据上级主管部门

的安排部署等情况，增加隐患排查频次。常用隐患排查频次如下： 

a) 日常隐患排查根据相关规程、管理制度、工程特点及各单位实际情况确定； 

b) 综合隐患排查，每季度组织一次； 

c) 特别隐患排查，当发生特大洪水、暴雨、台风、地震、工程非正常运用和发生重大事故等情

况时； 

d) 事故类隐患排查，同类单位或工程发生伤亡及险情等事故后组织； 

e) 专业诊断性排查，根据相关规定或工程实际需要组织； 

f)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及节假日期间组织； 

g) 定期隐患排查，每年汛前、汛中、汛后，用水期前后，冰冻期前后等； 

h) 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排查类型结合进行。 

7.6 制定计划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层级、责任人和频次等。 

7.7 隐患排查 

依据制定的隐患排查计划，对照隐患排查清单，针对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和危险源管控清单，根据排

查类型、人员数量、时间安排和季节特点等采取相应的排查方式，宜按照排查组织级别组织开展隐患排

查，全面覆盖、责任到人，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进行评估分级，填写隐患排查记录，建立隐患台账，

通过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填报更新隐患信息。 

7.8 隐患治理 

7.8.1 一般事故隐患，由部门负责人组织整改，确定治理措施，当场或者限期整改。 

7.8.2 重大事故隐患，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落实责任、措施、资

金、时限和预案，按期治理，及时验收销号。 

7.8.3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包括：治理的目标和任务、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经费和物资的保障、治

理的机构和人员、治理的时限和要求、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7.8.4 隐患治理宜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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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隐患位置、隐患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及治理措施等信

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 

b) 隐患排查组织单位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向责任单位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对隐患整改责任单

位、措施建议、完成期限等提出要求； 

c) 隐患责任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组织相关人员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科学合理制定整

改方案，并组织人员进行治理； 

d) 隐患责任单位在隐患治理结束后，向隐患排查组织单位提交整改报告； 

e) 隐患排查组织单位在接到隐患整改报告后，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 

f) 重大事故隐患的隐患信息、治理方案、进展情况及治理结果宜按相关规定及时上报水行政主

管部门。 

7.9 隐患治理验收 

7.9.1 隐患整改完成后，隐患责任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并向隐患排查组织单位报

送隐患整改报告。隐患排查组织单位在接到隐患整改报告后，及时安排人员对其整改效果进行复查。 

7.9.2 建立并及时更新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见附录 H）。 

7.9.3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单位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经挂牌督办部门同意

后方可销号。 

8 信息平台 

8.1 平台建设 

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建设安全生产信息平台，具备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及风

险预警等功能，实现风险与隐患数据实时响应，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该平台可通过移动端采集管理

数据，提供对外数据共享交换接口，安全可控提供信息化支持。 

8.2 主要功能 

8.2.1 风险分级管控功能，可实现对安全风险的记录、跟踪、统计、分析和上报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主要包括： 

a) 风险评价分级，绘制风险分布图和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 

b) 记录风险分析、评价记录和危险源管控清单等数据； 

c) 建立针对单位实际的《岗位风险管控应知应会卡》《岗位事故应急处置卡》。 

8.2.2 隐患排查治理功能，可实现对隐患的记录统计、过程跟踪、逾期报警、信息上报的信息化管理。

主要包括： 

a) 实现全天候动态和跨平台全员参与隐患上报、预警及治理闭环管理； 

b) 隐患信息录入及与风险的关联； 

c) 隐患整改、复查、销号等过程跟踪，实现闭环管理，对整改超期或整改未达到要求的，进行

预警； 

d) 实现重大事故隐患上报、跟踪督办； 

e) 建立隐患排查记录和隐患治理数据库。 

8.2.3 统计分析及预警功能。主要包括： 

a) 实现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的多维度统计分析，自动生成报表； 

b) 实现安全风险等级变化和事故隐患数据变化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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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基于 IP 监控、物联网及传感监测设备实现智能化预警与监控； 

d) 与危险源关联，实现安全风险动态管理的直观展现。 

8.3 数据交换与共享 

系统具备统一、安全、开放的对外数据接口，实现安全风险、事故隐患等数据与其他平台对接。 

8.4 平台安全 

8.4.1 信息平台运行、处理安全可靠，根据需要采取安全认证、电子签名、数字加密和可信存证等技

术手段，防止非授权访问，防范数据库中的数据被篡改，保障风险与隐患数据处理过程安全可信，以及

风险与隐患数据可验证、可溯源。 

8.4.2 信息平台能够记录用户操作日志，确保日志的安全、完整，提供按照操作人员、操作时间和操

作内容查询日志的功能，并能以简单易懂的形式输出。 

9 文档管理 

完整保存体现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过程的记录资料，分类建档管理，便于统计分析。主要

内容包括： 

a) 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b)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记录； 

c) 危险源管控清单； 

d) 重大风险管控记录； 

e)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f) 隐患排查清单； 

g)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h)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i) 重大事故隐患复查验收清单。 

10 持续改进 

10.1 评估 

10.1.1 定期对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估或更新，改进体系，修订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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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 

10.1.2 组织开展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自评工作，形成自评报告，并将自评结果对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通报，作为年度安全生产绩效考评的依据。 

10.1.3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宜通过自评全面查找双重预防体系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10.1.4 每年对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进行一次评估，评估记录保存不低于 5年。 

10.2 更新 

根据以下情况变化，及时更新双重预防体系信息： 

a)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程变化或更新； 

b) 政府规范性文件提出新要求； 

c) 单位组织机构或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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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单位生产工艺或技术发生变化； 

e) 设备设施增减、使用的原辅材料变化； 

f) 单位自身提出更高的安全生产管理要求； 

g) 事故（事件）或应急预案演练结果反馈的需求； 

h) 重大危险源清单出现变化或更新； 

i) 重大事故隐患清单出现变化或更新； 

j) 其他情况出现应当进行更新的。 

10.3 沟通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通过双重预防体系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向相关方报告风险（隐患）信息，实现

数据交换、信息共享，提高管控效果和效率。 

10.4 考核 

建立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和目标考核机制，定期开展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  

a)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b) 双重预防体系教育培训情况； 

c) 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落实情况； 

d)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实情况； 

e) 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平台建立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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