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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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元

铭应急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向东、马歆、李政林、黄端、占龙杨、张新东、王志成、陈胜、王华、陈序、

诸滔、江乃波、王建华、陈华、路红华、潘红磊、马超、金滔滔、顾绍军、付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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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开展风险分级管控的工作流程、工作

准备、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管控、监督检查、沟通和记录及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范围内在用特种设备的风

险分级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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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6  机械安全风险评估实施指南和方法举例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4353  风险管理原则和实施指南 

GB/T 26610  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T/CPASE GT 011  特种设备风险管控导则 

DB32/T 4088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规范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的意见》（国市监特设〔2020〕198号） 

《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40号） 

《江苏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实施办法》（苏安办〔2016〕103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防范遏制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苏质

监特发〔2017〕83号）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及DB32/T 408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接受风险  acceptable risk 

在法律法规框架下使用单位接受风险的程度。可接受风险取决于风险评判准则及使用单位能

承受风险程度。 

3.2  

定性风险分析  qualitative ris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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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程推断和经验为基础分析失效可能性与后果的方法。 

［来源：GB/T 26610.1-2011，3.16，有修改］ 

3.3  

定量风险评估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将设备设计、制造、操作条件、运行历史、部件可靠性、人的行为、事故物理进程以及潜在

的环境和健康影响等相关信息整合统一的方法。定量风险评估包括识别和描述事件的组合，评价

每一种组合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估计后果。 

［来源：GB/T 26610.1-2011，3.17，有修改］ 

3.4  

风险事件  risk incident 

由工作引起的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或已经导致伤害和健康损害的情况。 

3.5  

风险等级  level of risk 

单一风险或组合风险的大小。以后果和可能性的组合来表达。 

［来源：GB/T 23694-2013，4.6.1.8］ 

3.6  

风险接受  risk acceptance 

接受某一特定风险的决定。 

注1：风险接受可以不经风险应对,还可以在风险应对过程中发生。 

注2：接受的风险要受到监督和评审。 

［来源：GB/T 23694-2013，4.7.1.6］ 

3.7  

剩余风险  residual risk 

风险应对之后仍然存在的风险，剩余风险还被称为“留存的风险”。 

注：剩余风险可包括未识别的风险。 

［来源：GB/T 23694-2013，4.8.1.6］ 

4 工作流程 

4.1 使用单位的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内容： 

a) 工作准备，包括法律法规、工作资源的准备、风险分级管控建立原则、落实主体责任、

制度建立、相关人员培训及考核； 

b) 风险评估，对风险进行识别并逐个分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给出定性或定

量值，依据风险评估准则，确定风险等级； 

c) 风险分级管控，对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确定特种设备最终的风险等级，并

制定分级管控措施和落实管控措施责任部门及人员； 

d) 监督检查； 



DB32/T 4086—2021 

3 

e) 沟通和记录； 

f) 持续改进。 

4.2 风险分级管控流程见图 1。 

 

图 1 风险分级管控流程 

5 工作准备 

5.1 建立原则 

5.1.1 使用单位应按本工作规范实施特种设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分级管控，

其所属的行业、领域已将特种设备确定为风险源的，也应当符合本规范风险分级管控的要求。 

5.1.2 已经开展基于风险的检验（RBI）、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量化风险分析评价的使用单位，

其风险评估结果可作为风险分级管控的依据。 

5.2 落实主体责任 

5.2.1 使用单位是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

工作。 

5.2.2 使用单位应明确特种设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分级管控的主管部门或

机构，明确其组织及成员职责、目标与任务，其成员组成应包括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特种设备

安全管理负责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安全、设备、操作等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5.2.3 对设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应当由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组织特种设备

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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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应负责组织本单位特种设备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分

级管控工作。 

5.2.5 企业应将风险评估结果及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告知相关从业人员，使其熟悉工作岗位和作

业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掌握、落实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5.3 制度建立 

5.3.1 使用单位应建立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编制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作业指导书，

确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方法及风险等级判定标准。编制特种设备风险点清单（包括特种设备清

单和作业清单）、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等有关记录文件。 

5.3.2 使用单位建立的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 

a)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组织机构； 

b) 风险分级管控各层级、人员的职责； 

c)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方案； 

d) 特种设备风险评估及控制制度； 

e)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奖惩管理制度； 

f) 人员的风险分级管控培训考核制度。 

5.4 人员培训及考核 

使用单位应制定风险分级管控培训计划，并纳入本单位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

组织相关员工培训学习，使其掌握本单位风险类别、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方法、风险分级管控等

内容，并定期考核，保留相关记录。 

6 风险识别 

6.1 内容 

6.1.1 风险识别应覆盖本单位全部的特种设备及其相关作业活动，并充分考虑不同状态和不同

环境带来的影响，不论风险事件的可能性和后果大小，均应将本单位特种设备可能发生的风险事

件（事故）加以识别。 

6.1.2 对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作业中风险的划分，应当涵盖作业全过程。对于充装前检

查、充装过程、充装后检查等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作业活动应进行重点考虑。 

6.1.3 根据特种设备事故场景，分析特种设备事故发生的原因、起始事件及后续事件及后果。

对于事件，可考虑外部事件，如自然灾害、第三方破坏等；特种设备故障，如特种设备本体失效、

控制系统失效等故障；作业人员失误，如操作失误、维护失误等。 

6.2 一般要求 

6.2.1 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全面排查、参照目录、分类明确、范围清晰的原则，以在用的单台（套）

特种设备及其作业活动为识别单元进行风险划分。 

6.2.2 使用单位应根据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要求组织对本单位特种设备及其使用

全过程进行风险源排查。根据特种设备台账、作业情况等从人、物（设备）、环境、管理四个方

面建立包括特种设备风险点清单（记录表式参照附录 A）、作业过程风险清单（记录表式参照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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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使用单位开展风险识别应编制特种设备常见风险事件分析及典型管控措施（记录表式参

照附录 E）。 

6.2.4 风险识别范围应覆盖本单位的所有活动及区域，并考虑正常、异常和紧急三种状态及过

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风险识别应采用适宜的方法和程序，且与现场实际相符。 

6.2.5 使用单位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施方案，组织相关人员对本单位安全风险进行全面、

系统的识别。 

6.2.6 使用单位应对安全风险识别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和归档。 

6.3 识别方法 

6.3.1 特种设备风险源识别宜采用但不限以下的方法: 

a) 对于作业活动采用工作安全分析法（JSA）进行识别（参照附录 G）； 

b) 对于危险物质、设备设施采用安全检查表法（SCL）（参照附录 F）、预先危险性分析法（PHA）、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法（FMEA）进行识别； 

c) 对于复杂、危险工艺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法（HAZOP）、事故树分析法（FTA）、故障

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MECA）进行识别。 

6.3.2 对于承压类特种设备，参照 GB/T 26610开展风险识别工作。 

6.3.3 对于机电类特种设备，参照 GB/T 16856 开展风险识别工作。 

6.3.4 使用单位可根据特种设备种类、状况和识别的具体对象来选择合适的识别方法。 

7 风险分析 

7.1 根据风险类型、获得的信息和风险评估结果的使用目的,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的

分析,为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提供支持。 

7.2 风险分析要考虑导致风险的原因和风险源、风险事件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及其发生的可能

性、影响后果和可能性的因素、不同风险及其风险源的相互关系等,还要考虑现有的管理措施及

其效果。 

7.3 在风险分析中,应考虑组织的风险承受度及其对前提和假设的敏感性,并适时与决策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有效地沟通。另外,还要考虑可能存在的专家观点中的分歧及数据和模型的局限性。 

7.4 根据风险分析的目的、获得的信息数据和资源,风险分析可以是定性的、半定量的、定量的

或以上方法的组合。 

7.5 对于承压类特种设备，参照 GB/T 26610开展风险分析工作。 

7.6 对于机电类特种设备，参照 GB/T 16856开展风险分析工作。 

7.7 使用单位可根据特种设备种类、状况、分析的具体对象和风险评价准则来选择合适的风险

分析方法。 

8 风险评价 

8.1 评价方法 

8.1.1 使用单位宜选择适合本单位的风险评价方法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根据

评价结果划分风险等级，填写风险评估记录表（记录表式参见附录 D）。 

8.1.2 已开展风险识别工作的使用单位，应确认当前使用的评估方法是否适合特种设备的风险

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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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使用单位应把采用的风险评价方法的相关资料归入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文档中。 

8.1.4 承压类特种设备的风险评价参照附录 H采用风险矩阵分析法（LS法）进行，或采用 GB/T 

26610中定性风险评价或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进行承压类特种设备的风险计算及定级。 

注：GB/T26610中规定的高风险、中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分别对应本标准中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

般风险、低风险。 

8.1.5 对于机电类特种设备以及承压类特种设备的作业活动，参照附录 I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

法（LEC）、风险程度分析法（MES）等进行。 

8.1.6 使用单位开展风险评价工作时优先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划分风险等级，采用定性风险

评价方法进行风险评价工作时应偏于保守的方法来确定风险级别。 

8.1.7 使用单位开展风险评价工作时参照 GB/T 27921 中列举的风险评估技术进行。 

8.2 评价准则 

8.2.1 使用单位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风险可接受目标，根据设备状况、失效后果、失效可能

性等评估设备的风险；按照风险评估判定准则，确定风险等级。 

8.2.2 可接受风险目标可采用可接受风险基准图（见图 2），通过可接受风险基准线将风险划分

为 2 个区域，即不可接受风险区域和可接受风险区域。 

a）风险落在不可接受风险区，除特殊情况外，该风险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应采取降风险措施，

保证安全。 

b)落在可接受风险区，风险处于很低的水平，该风险是可以被接受的，无需采取风险管控改进措

施。 

 
图2 可接受风险基准图 

8.2.3 风险落在不可接受风险区域，应采用检验或其他降风险措施降低其风险后，依据降风险

措施结果综合确定风险状况等级。 

8.2.4 风险可接受目标的制定应结合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要求，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要求：  

a）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b）本单位的安全管理、技术标准； 

c）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等； 

d）本单位的经济、技术情况； 

e）本单位的安全投入情况。 

8.2.5 风险评估应对识别的每一个风险源进行风险判定，并确定其风险级别。风险点的风险等

级应综合特种设备本体及配套部件、相关作业活动、设备周边环境、管理方面等因素进行风险评

价，取全部风险源的最高风险值为该风险点的风险等级。 

9 风险分级管控 

9.1 控制原则 



DB32/T 4086—2021 

7 

使用单位在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应考虑以下原则： 

a）可行性； 

b）安全性； 

c）可靠性； 

d）经济性； 

e）技术先进性。 

9.2 控制类别 

风险控制措施类别风险控制措施类别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a）工程技术措施； 

b）管理措施； 

c）培训教育措施； 

d）个体防护措施； 

e）应急处置措施。 

9.3 控制要求 

9.3.1 风险的控制措施可从人、物（设备）、环境、管理四个方面对风险点提出控制措施和检

查、检验等措施。 

9.3.2 使用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适当的控制措施,风险控制可包括提出风险

控制措施、控制措施的评审、剩余风险是否可接受、控制措施再评审。 

9.3.3 使用单位可参照 GB/T 45001及 GB/T 33000 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 

9.4 控制措施评审 

9.4.1 风险控制措施应在实施前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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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产生新的风险； 

d）是否已选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9.4.2 当现有控制措施不足以控制风险，应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补充措施建议，并组织落实，重

新确定风险等级。 

9.4.3 风险控制可执行一种或多种改变风险的措施，包括改变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后果的

措施。 

9.4.4 风险控制应当考虑各种环境信息，包括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承受度，以及法律、

法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等。 

9.4.5 风险控制措施的制订和评估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于风险控制措施，应评估其剩余

风险是否可以承受，必要时制订剩余风险清单。如果剩余风险不可承受，应调整或制定新的风险

应对措施，并评估新的风险应对措施的效果，直到剩余风险可以承受。 

9.5 风险分级及管控要求 

9.5.1 使用单位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进行风险评估后，确定风险等级，将风险等级按照从高到

低的原则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

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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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使用单位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合理确定各级风

险的管控层级。 

9.5.3 使用单位是风险分级管控的主体，应将每个风险源的管控责任按照风险等级逐级落实到

各级管控层级，制定和采取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并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记录表式参照附录

C）。 

9.5.4 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对于风险等级高的风险应重点进行

管控，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级应同时负责管控，并逐级落实具体措施。 

9.5.5 管控要求见表 1。 

表1 风险管控要求 

风险等级 管控要求 

重大风险 

1）公司（厂）级别重点控制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负责控制管理； 

2）按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整改措施； 

3）只有当风险已降至可接受或可容许程度后，才能开始或继续工作。 

较大风险 

1）公司（厂）级别控制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负责控制管理，各专业

职能部门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根据职责分工具体落实； 

2）当风险涉及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时，应采取应急措施，并根据需求为降低风险

制定目标、指标、管理方案或配给资源、限期治理，直至风险降至可接受或可

容许程度后才能开始或继续工作。 

一般风险 

1）部门（装置、车间）级别控制管理。部门（装置、车间）级别负责风险的管

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负责控制管理，所属部门（装置、车间）具体落实； 

2）应制定管理制度、规定进行控制，努力降低风险,在规定期限内实施降低风

险措施； 

3）在严重伤害后果相关的场合或公众聚集场所，必须进一步进行评价，确定伤

害的可能性和是否需要改进的控制措施。 

低风险 

1）岗位（班组）级别控制管理，岗位（班组）负责风险的管理及控制，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及所属工段、班组具体落实； 

2）不需要另外的控制措施，应考虑投资效果更佳的解决方案或不增加额外成本

的改进措施，需要监视来确保控制措施得以维持现状，保留记录。 

9.5.6 使用单位各级组织应掌握和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并将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目标责

任制考核内容，定期考核管控措施落实效果，给予奖惩。 

9.6 重大风险确定 

以下情形直接确定为重大风险： 

a）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 

b）发生过死亡、重伤、职业病、重大财产损失事故，或三次及以上轻伤、100万以上财产损

失事故，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c）公共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存在严重隐患的； 

d）其他风险较高，使用单位认为有必要列入的。 

9.7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使用单位在每一轮风险识别和评估后，应编制包括全部风险点清单、作业过程风险清单、风

险分级管控清单及风险评估记录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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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风险告知 

使用单位应建立风险公告制度。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分别设置风险公告栏，制作岗位安全

风险告知卡，标明主要风险等级、可能引发事故类别、事故后果、管控措施、应急措施及报告方

式等内容。对存在较大风险、重大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应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强化风险源

监测和预警。 

10 监督检查 

10.1 使用单位应明确界定监督和检查的责任主体。 

10.2 监督和检查内容包括: 

—— 监测事件,分析变化及其趋势； 

—— 发现内部和外部环境信息的变化,包括风险本身的变化、可能导致的风险控制措施及其

实施优先次序的改变； 

—— 监督并记录风险控制揩施实施后的剩余风险； 

—— 对照风险控制计划,检查工作进度与计划的偏差； 

—— 报告关于风险水平、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管理制度的遵循情况。 

10.3 监督和检查形式包括常规检查、监控已知的风险、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都应被列入风险控制计划。 

11 沟通和记录 

11.1 使用单位应结合风险评价的结果将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告知相关人员。对相关员工进行风

险分级和管控措施培训，使其掌握本岗位的风险包含设备的风险等级、风险源的风险等级、所需

管控措施、责任部门、责任人等信息。 

11.2 工业企业应将涉及省应急管理部门等公布的较大以上安全风险按《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

产风险报告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140号）进行上报。 

11.3 使用单位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分级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应包括风险分

级管控制度、风险点清单、作业过程风险清单、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以及风险评估表等风险分级管

控内容。 

11.4 涉及重大风险时，其风险分级管控过程记录应单独建档管理。 

12 持续改进 

使用单位应按照 DB32/T 4088的要求开展持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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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设备风险点清单 

       表 A.1 给出了设备风险点清单记录样式。 

表 A.1 设备风险点清单 

单位：                          NO： 
 

序号 特种设备名称 种类 类别 品种 位号/所在部位 是否为公众聚集场所 备注 

 

1 
       

 

2 
       

 

3 
       

 

4 
       

 

5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填表说明： 

1、特种设备名称：参照特种设备台账填写； 

2、种类、类别、品种，按《特种设备目录》要求填写； 

3、对于本单位同一装置或者单元内的同一型号特种设备，可做合并处理，在备注栏注明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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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作业过程风险清单 

       表 B.1 给出了作业过程风险清单记录样式。 

表 B.1作业过程风险清单 

单位：                         NO: 
 

序号 作业名称 作业活动内容 相关特种设备 岗位/地点 活动频率 备注 

 

1 
      

 

2 
      

 

3 
      

 

4 
      

 

5 
      

 

6 
      

   填表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示例： 

填表说明：作业名称： 

1、可参考特种设备常见风险事件分析中的作业名称填写； 

 2、对于涉及同一作业的多种同型号特种设备，可做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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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表 C.1 给出了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记录样式。 

表 C.1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风险点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 评价级别 管控级别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

后果 
管控措施 管控层级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编号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1 
设备/充装

作业 

 1           

 2           

 
3 

          

填表说明：管控措施是指按一定程序确定的所有管控措施，包括“现有安全控制措施”和“建议改进措施”，内容必须详细和具体，内容应涵盖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培训教育、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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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风险评估记录表 

       表 D.1 给出了风险评估记录表记录样式。 

表 D.1风险评估记录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标准 

要求 
不符合标准情况、事故特征及后果 现有控制措施 L S R 评价级别 

管控 

级别 

改进 

措施 

           

           

           

分析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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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特种设备风险分析及典型管控措施 

       表 E.1 给出了特种设备风险分析及典型管控措施记录样式。 

表 E.1特种设备风险分析及典型管控措施 
 

风险来源 风险描述 风险因素 管控措施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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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SCL安全检查表 
 

F.1 安全检查表应列举需查明的所有能导致事故的不安全状态或行为。为了使检查表在内容上能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简明易行、符合安全要求，应依据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编制： 

a）有关标准、规程、规范及规定； 

b）事故案例和行业经验； 

c）通过系统分析，确定风险部位及防范措施，都是安全检查表的内容； 

d）研究成果。 

F.2 安全检查表的格式没有统一的规定，可以依据不同的要求，设计不同需要的安全检查表。原

则上应条目清晰、内容全面，要求详细、具体，样表如表 F1。 

表 F1 安全检查表基本格式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依据标准 结论 备注 

      

另外，可以根据不同的职责范围、岗位、工作性质，制定不同类型的安全检查表，设计不同

的表格。 

F.3 编制安全检查表的程序如下： 

a）系统功能的分解。一般工程系统都比较复杂，难以直接编制总的安全检查表。可按系统工

程观点将系统进行功能分解，建立功能结构图。这样既可以显示各构成要素、部件、组件、子系统与

总系统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通过各构成要素的不安全状态的有机组合求得总系统的检查表。 

b）人、机、物、管理和环境因素。车间中的人、机、物、管理和环境都是生产系统的子系统。

从安全的观点出发，不只是考虑“人-机系统”，应该是“人-机-物-管理-环境系统”。 

c）潜在危险因素的探求。一个复杂的或新的系统，人们一时难以认识起潜在的风险因素和

不安全状态，对于这类系统可以采用类似“黑箱法”原理探求，即首先设想系统可能存在那些风险

及其潜在部分，并推论其事故发生过程和概率，然后逐步将风险因素具体化，最后寻求处理风险

的方法。通过分析不仅可以发现其潜在的风险因素，而且可以掌握事故发生的机理和规律。 

F.4 编制安全检查表应注意的问题如下： 

a）编制安全检查表的过程，应组织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安全人员深入现场共

同编制。 

b）按查隐患要求列出的检查项目应齐全、具体、明确，突出重点，抓住要害。为了避免重

复，尽可能将同类性质的问题列在一起，系统的列出问题或状态。另外应规定检查方法，并有合

格标准。防止检查表笼统化，行政化。 

c）各类检查表都有其适用对象，各有侧重，不宜通用。 

d）危险性部位应详细检查，确保隐患在可能发生事故之前就被发现。 

e）编制安全检查表应将安全系统工程中的事故树分析、事件树分析、预先危险性分析和可

操作性研究等方法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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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JSA/JHA方法 

工作安全分析（Job Safety  Analysis  简称 JSA）或作业危害分析（Job  Hazard  Analysis  简称 JHA）是事先或定期对某项工作任务进行潜在的危害识别和风险

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达到最大限度消除或控制风险目的的方法。其目的是规范作业风险识别、分析和控制，确保作业人员健康和安全。

JSA 分析法主要用于生产和施工作业场所现场作业活动的安全分析，包括新的作业、非常规性（临时）的作业、承包商作业、改变现有的作业和评估现有的作业。 

JSA 记录样表见表 G1 

表 G1  JSA 记录表 
 

   XXXX 作业 JSA 记录表 

编号： 

作业活动： XXXX 作业 区域/工艺过程：  

分析人员：  日期：  

序号 作业步骤 危害描述 现有控制措施 补充控制措施 备注 

      

      

      

      

 

          注：为某作业 JSA 记录表模板。该表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作业信息和作业安全分析。 

作业信息中包括作业活动名称、作业区域、主要工艺过程、JSA 人员信息以及作业日期等内容。作业安全分析中则主要包括作业步骤划分、各步骤存在危害因素描

述、现有控制措施描述、补充控制措施制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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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风险矩阵（LS）评价法 

风险矩阵评价法（简称 LS）：R=L×S，其中 R 是风险值，根据风险值确定风险等级，安全

风险等级判定准则（R 值）及控制措施见表 H3，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事件后果的结合，L 是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见表 H1；S 是事故后果严重性（S）判断准则见表 H2；R 值越

大，说明该风险点危险性大、风险大，风险等级的确定可按照风险矩阵图来判断，风险矩阵表

见表 H4。 

表 H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 

等级 标准 

5 
违反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或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危害的发生不

能被发现（没有监测系统），或经常发生此类事故或事件。 

4 
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也未发生过任何监测，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

效执行或控制措施不当，或危害发生或预期情况下发生 

3 
没有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或未严格按操作程序执行，或危害的发生

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事故或事件。 

2 
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定期进行监测，或现场有防范控制措施，并能有效执行，或过去偶尔发

生事故或事件。 

1 
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意识相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极不可

能发生事故或事件。 

表 H2 事件后果严重性（S）判别准则 

等

级 

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 
人员 

直接经

济损失 

企业形

象 
其他 

5 
违反法律、

法规和标准 
死亡 

100万元

以上 

重大国

际影响 

1）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2）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转移的； 

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3）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

滞留人员 12 小时以上的。 

4 
潜在违反法

规和标准 

丧失劳动能

力 

50万元

以上 

行业内、

省内影

响 

1）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转移的；2）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 小时以上的；3）

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4）

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 3.5 小时以上 12 小时以下的；5）

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 1 小时以上 12 小时以下的。 

3 

不符合上级

公司或行业

的安全方

针、制度、

规定等 

截肢、骨折、

听力丧失、

慢性病 

1万元以

上 

地区影

响 

1）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 500 人以下

转移的；2）电梯轿厢滞留人员 2 小时以下的；3）客运索

道高空滞留人员 3.5 小时以下的；4）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

留人员 1 小时以下的。 

2 

不符合企业

的安全操作

程序、规定 

轻微受伤、

间歇不舒服 

1万元以

下 

公司及

周边范

围 

造成设备严重故障。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无损失 
形象没

有受损 
造成设备一般故障。 

 



DB32/T 4086—2021 

18 

表 H3  安全风险等级判定准则（R值）及控制措施 

风险等级 风险值（R值）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1级 重大风险 20-25 在采取措施降低危害前，不能继续作业，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估。 

2级 较大风险 15-16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建立运行控制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 

3级 一般风险 9-12 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训及沟通。 

4级 低风险 1-8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应定期检查,无需采用控制措施。 

表 H4  风险矩阵表 

后 

果 

等 

级 

5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4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3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2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1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1 2 3 4 5 

可  能  性  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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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LEC） 

作业条件风险程度评价（LEC）基本原理是根据风险点识别确定的危害及影响程度与危害

及影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乘积确定风险的大小。 

定量计算每一种风险源所带来的风险可采用如下方法： 

D＝L×E×C 

式中： D—风险值；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C—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当用概率来表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L）时，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故概率为 0；而必然

发生的事故概率为 1。从系统安全角度考虑，绝对不发生事故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为地将发生事

故可能性极小的分数定为 0.1，而必然要发生的事故的分数定为 10，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情况

指定为若干中间值。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见表 I1。 

表 I1 事故或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分值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能预料 

6 相当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0.5 很不可能，可能设想 

0.2 极不可能 

0.1 实际不可能 

当确定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时，人员出现在危险环境中的时间越多，则危险性

越大，规定连续出现在危险环境的情况定为 10，而非常罕见地出现在危险环境中定为 0.5，介于

两者之间的各种情况规定若干个中间值。暴露于潜在危险环境的分值见表 I2。 

表 I2 暴露于潜在危险环境的分值 

分数值 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关于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由于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变化范围很大，规定

其分数值为 1-100，把需要救护的轻微损伤或较小财产损失的分数规定为 1，把造成多人死亡或

重大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分数规定为 100，其他情况的数值均为 1 与 100 之间。发生事故或危险事

件可能结果的分值见表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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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3 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可能结果的分值 

分数值 后果 

100 大灾难，许多人死亡（10 人以上） 

40 灾难，数人死亡（不超过 10 人） 

15 非常严重，一人死亡 

7 重伤 

3 轻伤 

1 引人关注，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卫生要求 

风险值（D）求出之后，使用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风险级别的界限值，以符合持续改进

的理念。确定风险级别界限值的参考见表 I4。 

表 I4 确定风险等级 

D 值 危险程度 风险等级 

>320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1 

160 ~ 320 高度危险，要立即整改 2 

70 ~ 160 显著危险，需要整改 3 

<70 一般危险，可以接受，需要注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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