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通用指南 

1. 总则 

为了有效指导化工企业落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

作，达到降低风险、消除风险，杜绝和减少各种隐患和生产

安全事故的发生，编制本指南。  

本指南介绍了化工企业实施危险源、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以下统称危害因素)、风险分析、风险分级和风险管控的相

关术语、定义、常用方法、风险管控、工作要求、工作程序

等。 

1.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化工企业的危害因素识别，风险分析、评

价、分级、管控等全过程的管理工作。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23 号） 

《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监总管三

〔2010〕186 号）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令第 40 号） 

《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省政

府令第 260 号，2016 年修订版） 

《关于建立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的通知》（鲁政办字〔2016〕36 号） 

《关于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



动推进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的通知》（鲁安发〔2016〕16

号）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2013 年完整版）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2013 年完整版） 

《危险化学品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导则》 

GB644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GB/T13861《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AQ3013《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 

该行业涉及的其他标准、规范、文件。 

1.3 基本程序 

化工企业实施风险管控工作，在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或

程序文件的基础上，一般程序包括： 

成立组织机构       实施培训      编制作业指导书

和有关台账、记录       采用相应的方法辨识危害因素并

填写相关记录 

 采用适用的方法进行风险分析并填写相关记录       分

析现有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提出改进的控制措施并填写

相应的记录                 

依据制定的准则，判定风险等级并填入分析记录       逐

级评审并审核、审定、批准，形成台账或控制清单       

组织全员学习本岗位的风险，落实风险控制措施       组

织人员及时并定期评审、更新风险信息       结合实际实

施风险分级管控       有效运行体系，实现持续改进。    



2. 术语与定义 

2.1 危险源：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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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

源是指具有能量或产生、释放能量的物理实体。如起重设

备、电气设备、锅炉、压力容器等等；行为是指决策人员、

管理人员以及从业人员的决策行为、管理行为以及作业行

为；状态是指物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等。 

2.2 危害因素：危害因素是指生产过程中可对人造成伤亡、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因素。危险和有害因素

分为四类，分别是“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

和“管理因素”。 

2.3 危害因素辨识：识别组织整个范围内所有存在的危害因

素并确定每个危害因素特性的过程。 

2.4 风险：是指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

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害和（或）财产损失的组合。风

险有两个主要特性，即可能性和严重性。可能性，是指危

险情况发生的概率。严重性，是指危险情况一旦发生后，

将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的大小和程度。 

2.5 风险评价（也称风险评估）：是对危害因素导致的风险

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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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风险度（也称危险性）：是指危害因素辨识完成后，需

要将危险程度量化，即需要计算每项危害因素的风险大小，

其计算出的风险值称为风险度或危险性，据此分析认定风险

等级。 



3. 危害因素辨识 

3.1 危害因素辨识方法 

本指南推荐两种常用方法实施危害因素辨识并进行定

性风险分析：一是工作危害分析法（简称 JHA），主要用于对

作业活动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二是安全检查表法（简称

SCL），主要对静态设备设施的危害因素进行辨识。有条件的

企业可以选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 ）进行工艺

安全危害风险分析。 

3.1.1 工作危害分析法 

该方法是通过对工作过程的逐步分析，找出具有危险的

工作步骤，进行控制和预防，是辨识危害因素及其风险的方

法之一，适合于对作业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识别。 

3.1.2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 

该方法是依据相关的标准、规范，对工程、系统中已知

的危险类别、设计缺陷以及与一般工艺设备、操作、管理有

关的潜在危险性和有害性进行判别检查。 

3.2 危害因素辨识范围 

（1）规划、设计和建设、投产、运行等阶段； 

（2）常规和异常活动； 

（3）事故及潜在的紧急情况； 

（4）所有进入作业场所的人员的活动； 

（5）原材料、产品的运输和使用过程； 

（6）作业场所的设施、设备、车辆、安全防护用品； 

（7）人为因素，包括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 



（8）丢弃、废弃、拆除与处置； 

（9）气候、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等。 

3.3 危害因素辨识内容 

（1）在进行危害因素识别时，应依据《生产过程危险

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的规定，对潜在的人

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等危害因素进行辨

识，充分考虑危害因素的根源和性质。如，造成火灾和爆炸

的因素；造成冲击和撞击、物体打击、高处坠落、机械伤害

的原因；造成中毒、窒息、触电及辐射的因素；工作环境的

化学性危害因素和物理性危害因素；人机工程因素；设备腐

蚀、焊接缺陷等；导致有毒有害物料、气体泄漏的原因等。 

（2）辨识危害因素可以按下述问题例举提示清单提问： 

1）身体某一部位是否可能卡在物体之间？ 

2）工具、机器或装备是否存在危险有害因素？ 

3）从业人员是否可能接触有害物质、滑倒、绊倒、摔

落、扭伤？ 

4）从业人员是否可能暴露于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中？ 

5）噪声或震动是否过度？ 

6）空气中是否存在粉尘、烟、雾、蒸汽？ 

7）照明是否存在安全问题？ 

8）物体是否存在坠落的危险？ 

9）天气状况是否对可能对安全存在影响？ 

10）现场是否存在辐射、灼热、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

质？ 

（3）辨识危害因素也可以从能量和物质的角度进行提



示。其中从能量的角度可以考虑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热

能和辐射能等。例如：机械能可造成物体打击、车辆伤害、

机械伤害、起重伤害、高处坠落、坍塌等；热能可造成灼烫、

火灾；电能可造成触电；化学能可导致中毒、火灾、爆炸、

腐蚀。从物质的角度可以考虑压缩或液化气体、腐蚀性物质、

可燃性物质、氧化性物质、毒性物质、放射性物质、病原体

载体、粉尘和爆炸性物质等。 

3.4 危害因素造成的事故类别及后果 

危害因素造成的事故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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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爆炸、容器爆炸、其它爆炸、中毒和窒息、其它

伤害。 

危害因素引发的后果，包括人身伤害、伤亡疾病、财产

损失、停工、违法、影响商誉、工作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 

3.5 危害因素辨识方法应用 

    企业应针对动态的作业活动采用工作危害分析法对危

害因素进行辨识；应针对静态的设备设施采用安全检查表法

对危害因素进行辨。只有将这两种方法针对不同对象分别应

用，才能保证危害因素辨识全面细致。 

3.5.1 工作危害分析法实施步骤 

该方法针对的分析对象是动态活动，其步骤包括作业活

动划分、选定、危害因素识别。 

3.5.1.1 作业活动的划分 

可以按生产流程的阶段、地理区域、装置、作业任务、

生产阶段／服务阶段或部门划分，也可结合起来进行划分。



如： 

1）日常操作：工艺操作、设备设施操作、现场巡检。 

2）异常情况处理：停水、停电、停气（汽）、停风、停

止进料的处理，设备故障处理。 

3）开停车：开车、停车及交付前的安全条件确认。 

4）作业活动：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临时用电、动

土、断路、吊装、盲板抽堵等特殊作业；采样分析、检尺、

测温、设备检测（测厚、动态监测）、脱水排凝、人工加料

（剂）、汽车装卸车、火车装卸车、成型包装、库房叉车转

运、加热炉点火、机泵机组盘车、铁路槽车洗车、输煤机检

查、清胶清聚合物、清罐内污油等危险作业；场地清理及绿

化保洁、设备管线外保温防腐、机泵机组维修、仪表仪器维

修、设备管线开启等其他作业。 

5）管理活动：变更管理、现场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 

3.5.1.2 分析并选定作业活动 

1）将作业活动分解为若干个相连的工作步骤（注：应

按实际作业划分，要让别人明白这项作业是如何进行的，对

操作人员能起到指导作用为宜。如果作业流程长、步骤多，

可先将该作业活动分为几大块，每块为一个大步骤，再将大

步骤分为几个小步骤）。 

2）分别对所有作业活动分析结束后，经过评审筛选，

选定存在危害因素并具有一定风险的作业活动填入《作业活

动清单》（参照表 1）。 

表 1  作业活动清单 

（ 记录 受控 号）                    单 位 :            

                         №： 



序

号 
岗位/地点 作业活动 

活动频

率 

备

注 

1     

2     

（活动频率：频繁进行、特定时间进行、定期进行。） 

3.5.1.3 填写《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表》（表 2-1,2-2） 

1）该表是企业针对动态作业活动进行危害因素辨识和

分析评价全过程的记录。在本阶段应将作业活动每一步骤的

潜在危害填入表中“工作步骤”和“危害因素或潜在事件”

栏目，并参照本指南第 3.4 条内容填写表中“主要后果”栏

目。 

2）《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表》中“工作步骤”、“危

害因素或潜在事件” 和“主要后果”栏是危害因素辨识环

节必须填写的。其余栏目在风险分析、判定等级和风险控制

阶段再填写完善。 

根据下一阶段风险分析方法的不同，本指南编制了两种

格式记录表，供企业参考使用。 

格式一：在下一阶段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简称

LEC，详见本指南第 4.1.1 条内容）进行风险分析的参照下

表： 

表 2-1 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表 

（记录受控号）      单位：       工作岗位：       工

作任务：                   №： 

序

号 

工作

步骤 

危害因素或

潜在事件

（人、物、作

业环境、管

理） 

主

要

后

果 

控制措

施 
L E C D 

风

险

等

级 



1          

2          

分析人员：    分析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审定人：    审定日期： 

 

格式二：在下一阶段采用风险矩阵法（简称 LS，详见本

指南第 4.1.2 条内容）进行风险分析的参照下表： 

表 2-2  工作危害分析（JHA）评价表 

（记录受控号）      单位：          工作岗位：      

工作任务：               №： 

序

号 

工作

步骤 

危害因素或

潜在事件

（人、物、作

业环境、管

理） 

主

要

后

果 

控制措施 L S R 

风

险

等

级 

1         

2         

分析人员：    分析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审定人：    审定日期： 

（备注：审核人为所在岗位/工序负责人，审定人为上级负

责人。） 

3.5.2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实施步骤 

该方法是依据相关的标准、规范，对工程、系统中已知

的危险类别、设计缺陷以及与一般工艺设备、操作、管理有

关的潜在危险性和有害性进行判别检查。 

该方法以提问的方式把检查项目按系统的组成顺序编

制成表，进行检查或评审，是辨识危害因素及其风险的又一

方法，适合于对静态设备设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识别。其



素识别。 

3.5.2.1 安全检查表编制的依据 

1）有关标准、规程、规范及规定； 

2）国内外事故案例和企业以往的事故情况； 

3）系统分析确定的危险部位及防范措施； 

4）分析人员的经验和可靠的参考资料； 

5）有关研究成果，同行业或类似行业检查表等。 

3.5.2.2 安全检查表编制步骤 

1）确定编制人员。包括熟悉系统的各方面人员，如工

段长、技术员、设备员、安全员等。 

2）熟悉系统。包括系统的结构、功能、工艺流程、操

作条件、布置和已有的安全卫生设施。 

3）收集资料。收集有关安全法律、法规、规程、标准、

制度及本系统过去发生的事故事件资料，作为编制安全检查

表的依据。 

3.5.2.3 安全检查表分析要求 

1）既要分析设备设施表面看得见的危害，又要分析设

备设施内部隐藏的内部构件和工艺的危害。 

2）对设备设施进行危害识别时，应遵循一定的顺序。

先识别厂址，考虑地形、地貌、地质、周围环境、安全距离

方面的危害，再识别厂区内平面布局、功能分区、危险设施

布置、安全距离等方面的危害，再识别具体的建构筑物等。

对于一个具体的设备设施，可以按照系统一个一个的检查，

或按照部位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或从前到后都可以。 



）分析对象是设备设施、作业场所和工艺流程等，检

查项目是静态的物，而非活动。所列检查项目不应有人的活

动，即不应有动作。 

4）检查项目列出后，还要列出与之对应的标准。标准

可以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也可以是行业规范、标准、本企业

的有关操作规程、工艺规程或工艺卡片的规定。 

5）检查项目应该全面，检查内容应该细致，达不到标

准就是一种潜在危害。如，对设备设施的控制措施进行对照

标准检查时，不仅要列出报警、消防检查检验等耳熟能详的

控制措施，还应列出工艺设备本身带有的控制措施，如连锁、

安全阀、液位指示、压力指示等。 

6）列出《设备设施清单》(参照表 3)。 

表 3  设备设施清单 

（填表说明：1.设备十大类别:炉类、塔类、反应器类、

储罐及容器类、冷换设备类、通用机械类、动力类、化工机

械类、起重运输类、其他设备类。2.参照设备设施台帐，按

照十大类别归类，按照单元或装置进行划分，同一单元或装

（ 记 录 受 控

号） 单位:               单元/装置： №： 

序号 
设备名

称 
类别/位号 所在部位 备注 

1     

2     



型号相同的设备设施可合并，在备注内写明数量。

3.厂房、管廊、手持电动工具、办公楼等可以放在表的最后

列出。） 

7）依据《设备设施清单》，按功能或结构将系统划分为

子系统或单元，对照安全检查表逐个分析潜在的危害因素。 

8）识别设备设施的现有安全控制措施是否有效可行。

可以从工程控制、管理措施和个体防护各方面考虑。如果这

些控制措施不足以控制此项风险，应提出建议的控制措施。 

9）填写《安全检查分析（SCL）评价表》。该表是企业

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全过程的记录，企业应将辨识情况

分别填入“检查项目”、“标准”和“现有安全控制措施”，

并参照本指南第 3.4 条内容，填写“不符合标准的情况及后

果”栏目。 

其中“检查项目”、“标准”、“不符合标准的情况及后果”

和“现有安全控制措施”是本阶段必须填写的，其余栏目在

风险分析、判定等级和风险控制阶段再填写完善。 

根据下一阶段的风险分析方法的不同，本指南编制了两

种格式记录表，供企业参考使用。 

格式一：在下一阶段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简称

LEC，详见 4.1.1）进行风险分析的参照下表： 

表 4-1 安全检查分析（SCL）评价表 

（记录受

控号） 单位： 

区域 /工艺

过程： 装置/设备/设施： №：  

序
检查 

项目 
标准 不符合标

现有

安全 
L E C D 风 建议 备注 



或车间主任。） 

格式二：在下一阶段采用风险矩阵法（简称 LS，详见本

指南第 4.1.2 条内容）进行风险分析的参照下表： 

表 4-2 安全检查分析（SCL）评价表 

序

号 
检查项目 标准 

不符合标

准的情况

及后果 

现有安

全控制

措施 

L S R 

风

险

等

级 

建议

改进

措施 

备注 

 
1 

                    

 
2 

                    

分析人员： 日期：  审 定 日 

号 准的情况

及后果 

控制

措施 
险

等

级 

改进

措施 

 
1 

                        

 
2 

                        

分析人员： 日期： 

审 核

人：  

日

期： 审定人： 

审 定 日

期：  

（记录受

控号） 单位： 

区域/工艺

过程： 装置/设备/设施： №：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1603115114

00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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