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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危害因素辨识的基本知识

大纲要求：

    熟悉——安全生产中主要危险、危害因素
            的类别

    掌握——危险辨识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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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危害：是指可能造成人员伤害、职业病、财产损失、作业环境

破坏或其组合之根源或状态。

危险：是指特定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的组合。

危险评价：也称安全评价或风险评价，是对系统存在的危险

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系统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及其程

度的评价，以寻求最低事故率、最少的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

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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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活动中主要危险、危害因素
的类别
（一）危险、危害因素的产生 

1、能量、有害物质

      能量、有害物质是危险、危害因素产生的
根源，也是最根本的危险、危害因素。

     系统具有的能量越大、有害物质的数量越多，
系统的潜在危险性和危害性也越大。
• 能量——做功的能力
• 有害物质——有害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能损伤人体的
生理机能和正常代谢功能，破坏设备和物品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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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控

     失控——对能量、物质（包括有害物质）约束和控
制的失效（没有控制、屏蔽措施或控制、屏蔽措施失效）
。失控是一类危险、危害因素。体现在：设备故障、人
员失误、管理缺陷、环境因素（人——机——环——管
理）
• 人员失误----违反劳动纪律、操作程序和方法（人的不安全行
为）

• 设备故障----生产、控制、安全装置、辅助设施（物的不安全
状态）

• 管理缺陷----计划、组织、协调、检查（管理失误）

• 环境因素----温度、湿度、照明、通风（环境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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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有害因素的类别（熟悉）
   

     对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类的目的便于进行
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与分析

  常用分类法
• 按导致事故和职业危害的直接原因分类
• 参照事故类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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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导致事故和职业危害的直接原因分类 

     根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T13861-92)的规定，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分为六类：

第1类：物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1)设备、设施缺陷(强度不够、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密

封不良、应力集中、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操纵器缺陷、

制动器缺陷、控制器缺陷、设备设施其他缺陷等)；

(2)防护缺陷(无防护、防护装置和设施缺陷、防护不当、

支撑不当、防护距离不够、其他防护缺陷等)；

(3)电危害(带电部位裸露、漏电、雷电、静电、电火花、 

其他电危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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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危害(机械性噪声、电磁性噪声、流体动力性噪声、

其他噪声等)；

(5)振动危害(机械性振动、电磁性振动、流体动力性振动、

其他振动危害等)；

(6)电磁辐射(电离辐射：包括X射线、γ射线、α粒子、β

粒子、质子、中子、高能电子束等；非电离辐射：包括

紫外线、激光、射频辐射、超高压电场等)；

(7)运动物危害(固体抛射物、液体飞溅物、坠落物、反弹

物、土、岩滑动、料堆(垛)滑动、飞流卷动、冲击地区、

其他运动物危害等。）

(8)明火；

(9)能造成灼伤的高温物质(高温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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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能造成冻伤的低温物质(低温气体、低温液体、低温固体、

其他低温物质等)；

(11)粉尘与气溶胶(不包括爆炸性、有毒性粉尘与气溶胶)；

(12)作业环境不良(基础下沉、安全过道缺陷、采光照明不良、

有害光照、缺氧、通风不良、空气质量不良、给、排水不良、

涌水、强迫体位、气温过高、气温过低、气压过高、气压过

低、高温高湿、自然灾害、其他作业环境不良等)；

(13)信号缺陷(无信号设施、信号选用不当、信号位置不当、信

号不清、信号显示不准、其他信号缺陷等)；

(14)标志缺陷(无标志、标志不清晰、标志不规范、标志选用不

当、标志位置缺陷、其他标志缺陷等)；

(15)其他物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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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类：化学性危险、有害因素 

(1)易燃易爆性物质(易燃易爆性气体、易燃易爆性液体、

易燃易爆性固体、易燃易爆性粉尘与气溶胶、其他易燃

易爆性物质等)；

(2)自燃性物质；

(3)有毒物质(有毒气体、有毒液体、有毒固体、有毒粉

尘与气溶胶、其他有毒物质等)；

(4)腐蚀性物质(腐蚀性气体、腐蚀性液体、腐蚀性固体、

其他腐蚀性物质等)；

(5)其他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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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类：生物性危险、有害因素 

(1)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其他致病性微生物
等)；

(2)传染病媒介物；

(3)致害动物；

(4)致害植物；

(5)其他生物危险和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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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类：心理、生理性危险、有害因素

(1)负荷超限(体力负荷超限、听力负荷超限、视力负荷超限、

其他负荷超限)；

(2)健康状况异常；

(3)从事禁忌作业；

(4)心理异常(情绪异常、冒险心理、过度紧张、其他心理异

常)；

(5)辨识功能缺陷(感知延迟、辨识错误、其他辨识功能缺陷

)；

(6)其他心理、生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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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类：行为性危险、有害因素 
(1)指挥错误(指挥失误、违章指挥、其他指挥错误
)；

(2)操作错误(误操作、违章作业、其他操作错误
)；

(3)监护错误；

(4)其他错误；

(5)其他行为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第6类： 其他危险、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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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照事故类别进行分类
   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综合考
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
将危险因素分为20类

(1)物体打击；

(2)车辆伤害；

(3)机械伤害；

(4)起重伤害；

(5)触电；

(6)淹溺；

(7)灼烫；

(8)火灾；

(9)高处坠落；

(10)坍塌；

(11)冒顶片帮；

(12)透水；

(13)放炮；

(14)火药爆炸；

(15)瓦斯爆炸；

(16)锅炉爆炸；

(17) 容器爆炸；

(18)其他爆炸；

(19) 中毒和窒息；

(20)其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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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和分析方法（掌握）

•危险、危害因素辨识的主要内容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

•危险、危害因素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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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危害因素辨识的主要内容

• 厂址----地质、地形、自然灾害、周围环境、气

          象条件、资源交通、抢险救灾支持条件

• 厂区平面布局
• 总图----功能分区布置；高温、辐射等设施布置；工

         艺流程布置；建、构筑物布；安全防护

• 运输路线及码头——厂区道路、厂区铁路、危险品装
         卸区、厂区码头

• 建（构）筑物——结构、放火、防爆、采光、生产卫生设施
• 生产工艺过程——物料、温度、压力、速度、作业机控制条件、

         事故及失控状态

• 生产设备、装置——化工设备、装置；机械、电气、特种设备，作业
部位，工时制度等

• 作业条件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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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危险源的辨识

• 重大危险源

     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

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包括场所和设施）

• 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
《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0

     2004年4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

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管协调字[2004]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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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的申报登记

重大危险源申报的类别：

    贮罐区（贮罐）    压力容器 

    库区（库）            煤矿（井工开采） 

    生产场所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压力管道                尾矿库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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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罐区（贮罐） 

    贮罐区（贮罐）重大危险源是指贮存表1中所列类

别的危险物品，且贮存量达到或超过其临界量的贮
罐区或单个贮罐。

贮存量超过其临界量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v贮罐区（贮罐）内有一种危险物品的贮存量达到或
超过其对应的临界量；

v贮罐区内贮存多种危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贮存量
均未达到或超过其对应临界量，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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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物质特性 临界量 典型物质举例 

易燃
液体 

闪点＜28℃ 20t 汽油、丙烯、石脑油等

28℃≤闪点＜60℃ 100t 煤油、松节油、丁醚等

可燃
气体

爆炸下限＜10% 10t 乙炔、氢、液化石油气等

爆炸下限≥10% 20t 氨气等

毒性
物质

剧毒品 1kg 氰化钠（溶液）、碳酰氯等

有毒品 100kg 三氟化砷、丙烯醛等

有害品 20t 苯酚、苯肼等

表1  贮罐区（贮罐）临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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