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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志超、张忠杰、李修峰、金磊、段勇军、孙永波、周攀、单红梅、彭斌、王

浩、张德军。 



DB37/T 3297—2018 

II 

引  言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山东省地方标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通则》《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要求，充分借鉴和吸收事故预防原理和隐患

排查治理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山东省葡萄酒制造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特点编制而成。 

本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山东省内葡萄酒制造行业企业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保证各类安全措

施有效全面的实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促进企业安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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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制造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酒制造行业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工作方法、实施步骤，确定同类型企业

常用的隐患排查项目清单、明确组织实施、隐患治理和验收的具体要求，及相关配套制度、记录文件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葡萄酒制造行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

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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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DB37/T 3011-2017  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3-2016、DB37/T 2974—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成立组织机构 

企业应建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负责

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财务、生产、技术、设备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明确领导机构中各成

员职责。确定安全管理部门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制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定期对体系建设工作情况进行调度、督导和考核。 

4.1.1 领导小组组长职责 

组长应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其主要职责： 

a)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搞好宣传发动与全员培训； 

b) 确保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所需人力资源、资金投入、物资保障； 

c) 发挥领导小组成员作用，监督其履行职责，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情况实施奖惩。 

4.1.2 领导小组副组长职责 

a) 负责对编制隐患排查清单、确定隐患排查类型、组织级别和排查周期、实施隐患排查治理等工

作统一部署协调； 

b) 负责组织编制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相关制度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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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织对实施方案、制度的培训，并组织实施； 

d) 确定各工作组的职责，并监督其履行职责。 

4.1.3 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a) 按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制度的要求进行落实； 

b) 负责职责范围内的隐患排查清单编制、组织实施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 

c) 根据风险管控清单的更新和企业组织机构的调整及时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持续更新，确保与现

场相符； 

d) 负责对分管范围的员工进行培训，确保员工熟知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流程。 

4.1.4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办公室职责 

a) 负责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起草和制度建设； 

b) 组织对隐患排查清单的审核，监督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有效运行； 

c) 负责管控措施落实排查相关资料的设计、制作、下发； 

d) 负责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资料的建档管理； 

e) 传达上级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落实领导小组有关要求。 

4.1.5 岗位操作人员职责 

a) 落实上级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落实领导小组有关要求； 

b) 负责日常隐患排查工作的落实，做好检查、整改、记录、上报等工作。 

4.2 制定实施方案 

企业应编制具体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明确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目标、工作任务、

建设步骤和实施流程，明确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工作职责等。 

4.3 宣传发动 

可与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宣传工作一同进行。宣传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中对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的规定，企业员工应履行的工作职责，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的目的意义、目标任务、方法步骤等，

引导全体员工深刻认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性。 

4.4 制度建设 

4.4.1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根据企业自身组织机构特点，明确排查主体、周期及实施流程，确

定隐患整改、验收工作流程，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

管理。 

4.4.2 完善管理考核机制 

可与风险管控体系运行管理考核机制一并制定并有效实施，重点考核各部门、各单位隐患排查治

理责任落实情况，主要包括：排查实施、隐患报告、隐患治理、验收审核和信息档案管理等内容，实

现与风险分级管控体系有机衔接和高效运行。 

4.5 全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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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与运行的培训纳入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制定培训方案，明确培训学

时、培训内容、考核方式等，并按计划分阶段、分层级组织实施全员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隐患排查清

单编制的方法和标准，以及隐患排查、治理流程，重大隐患判定、治理方案制定和信息报告等内容。培

训结束后应进行考试，按照层级制定考试内容，考试宜采用闭卷方式进行。 

企业应保留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签到表、培训影资料像、试卷及考核评价、培训效果评价等

记录。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5.1 隐患分级 

根据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的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

事故隐患。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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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重大事故隐患 

5.1.2.1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无法立即整改排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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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5.1.2.2 重大事故隐患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整改时间长或可能造成较严重危害的； 

——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难以整改的隐患； 

——涉及具有中毒、爆炸、火灾等危险的场所，长期滞留人员在 4 人及以上的隐患； 

示例1：原酒罐区、燃气锅炉房等。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一定时间得不到整改的；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人员较多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 

——液氨车间、仓库、 控制室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  

——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  

——污水处理池清理、进入酒罐作业等有限空间作业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白兰地原酒罐区电气装置未按防爆要求设计安装的； 

——白兰地原酒装卸过程未进行静电接地，人员未穿防静电服的； 

——白兰地原酒罐区未规范设置乙醇浓度检测报警装置； 

——设区的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认定的。 

5.2 隐患分类 

按DB37/T 2883-2016中6.2执行。 

6 工作程序和内容 

6.1 编制隐患排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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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基本要求 

企业应依据确定的各类风险的全部控制措施和基础安全管理要求，编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隐患排

查项目清单包括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和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6.1.2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以各类风险点为基本单元，依据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中各风险点的控制措施和标准、规程要求编制，

至少包括：排查范围（风险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信息，参见

附录A。 

6.1.3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基础管理类隐患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资质证照、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教育培训、安全生产管理档案、安全生产投入、应急管理、特种设备基础

管理、职业卫生基础管理、相关方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管理因素方面。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至少包括：排查项目、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

等信息，参见附录B。 

6.2 制定排查计划 

企业应根据生产运行特点，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各类型隐患排查的排查时间、排查目的、排查

要求、排查范围、组织级别及排查人员等内容。 

6.3 隐患排查 

6.3.1 排查类型 

排查类型主要包括： 

a) 日常隐患排查是指班组、岗位员工的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检查，以及基层单位负责人和工艺、

设备、电气、仪表、安全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经常性检查； 

b) 综合性隐患排查是指以保障安全生产为目的，以安全责任制、各项专业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落实情况为重点，各有关专业和部门共同参与的全面排查； 

c) 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主要是指： 

1) 对工艺、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建筑结构、消防与公辅等分别进行的专业排查； 

2) 根据行业特点对涉氨制冷、有限空间作业、防火防爆、特种作业等所涉及的场所、环境、

人员、设备设施和所有作业及管理活动进行的专项隐患排查； 

3) 在连续运行装置开停车前、新装置竣工及试运行等时期进行的专项隐患排查。 

d) 季节性排查是指根据各行业季节特点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开展的专项隐患检查，主要包括： 

1) 春季以防雷、防火、防静电、防解冻泄漏、防解冻坍塌等为重点； 

2) 夏季以防雷暴、防设备容器超温超压、防台风、防洪、防暑降温等为重点； 

3) 秋季以防雷暴、防火、防静电、防凝保温等为重点； 

4) 冬季以防火、防爆、防雪、防冻防凝、防滑、防静电、防中毒等为重点。 

e) 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隐患排查主要是指重大活动和节假日前对安全、保卫、消防、生产准备、备

用设备、应急预案等进行排查，特别对节日期间各级管理人员、检修队伍的值班安排和安全措

施、原辅料、备品备件、应急预案及物资的落实情况等进行重点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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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专家诊断性检查是指技术力量不足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欠缺的企业委托安全生产专家排查隐

患； 

g)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是对企业内或同类企业发生事故后的举一反三的安全排查； 

h) 根据上级要求开展相应隐患排查活动。 

6.3.2 排查要求 

按DB37/T 2883—2016  7.3.2的要求执行。 

6.3.3 组织级别 

企业应根据排查类型结合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排查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级、

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日常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班组（岗位）级； 

——综合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总公司、分公司（厂）级、部门（车间）级； 

——专业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部门（车间）级，按照专业类别划分； 

——连续运行装置开停车、涉氨制冷、防火防爆、有限空间作业、特种作业等专项排查的组织级别

为部门（车间）级，按照专业类别及职责划分； 

——新装置施工期间或竣工时及试运行等阶段专项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车间）级，按

照职责划分； 

——季节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车间）级； 

——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车间）级。 

6.3.4 排查周期 

6.3.4.1 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企业生产工艺特点，确定日常、综合、专业或专项、季节、

节假日等隐患排查类型的周期。具体包括： 

——班组（岗位）每班进行班前、班中及班后岗位日常隐患排查； 

——部门（车间）每周至少一次对责任范围内进行综合性隐患排查； 

——相关部门（车间）每季度至少一次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 

示例1：动力及配电室人员每季度至少做一次针对电气设施的专业隐患排查；设备科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针对特种

设备的专项隐患排查。 

——总公司、分公司（厂）每月至少一次对责任范围内进行综合性隐患排查； 

——当获知同类或同区域内企业发生伤亡及险情等事故时，应举一反三，及时开展事故类比隐患专

项检查； 

——季节性隐患排查应根据季节性特点及本单位的生产实际，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 

——葡萄加工发酵季节，岗位、班组、车间、分公司、总公司应按照风险级别分别做好相应检查；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隐患排查应在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进行一次隐患排查。 

6.3.4.2 按 DB/37T 3011-2017 第 6.3.4.2 条执行。  

6.3.5 确定排查项目 

按DB/37T 3011-2017 第6.3.5条执行 

6.3.6 排查结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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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级应对照确定的隐患排查表进行隐患排查并做好记录，隐患排查记录宜保留影像资料。 

6.4 隐患治理 

6.4.1 隐患治理要求 

隐患治理应符合DB37/T 2883—2016第7.4.1条的要求并保证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

到位”。 

6.4.2 隐患治理流程 

按DB37/T 3011-2017 第6.4.2条执行。 

6.4.3 一般隐患治理 

由企业各级（公司、部门、车间、班组等）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负责组织整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

患应立即组织整改，整改情况要安排专人进行确认；难以立即排除的应及时进行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并

限期整改。隐患整改前应对隐患整改过程各项活动进行风险辨识，采取管控措施，防止整改期间发生事

故。 

6.4.4 重大隐患治理 

6.4.4.1 隐患评估 

经判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应当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书应

包括隐患的类别、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以及对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治理方式、治理期限的建议等内容。 

6.4.4.2 治理方案 

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并将治理方案报告给当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防止整改期间发生事故的安全措施。 

6.4.4.3 治理实施 

按DB37/T 3011-2017 第6.4.4.3条执行。 

6.4.5 隐患治理验收 

6.4.5.1 隐患治理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实现

闭环管理，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6.4.5.2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并将治理结果向当地

县（市、区）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7 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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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DB37/T 3011-2017 第 7 条执行。 

8 隐患排查治理效果 

应符合DB37/T 2883—2016第9条的要求，同时应包括： 

——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健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程要求结合企业各类风险点的管控措施编制完整的隐患排查

项目清单； 

——制定完整的可执行的排查计划并有效落实，形成完整的体现隐患排查全过程的记录资料； 

——隐患治理及时，保证整改措施、资金、时限、责任、预案“五到位”，实现闭环管理； 

——重大事故隐患编制评估报告书及治理方案并实施治理，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按规定上报当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9 信息化管理 

企业应将隐患排查信息录入山东省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信息平台。 

10 持续改进 

10.1 应按 DB37/T 2883—2016 第 10 条的规定执行。 

10.2 当企业发生变更或者风险分级管控体系更新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应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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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1 

操

作

及

作

业

活

动 

葡萄

除梗

破碎

作业 

五

级 

班组

（岗

位） 

1 

联系中控

室确认入

料罐号，

开启气动

阀门 

阀门未

开或开

启错误，

引发管

道爆炸 

工程

技术

措施 

入料管道设置压

力超限自动停机

保护装置 

√ √                   

管理

措施 

开启设备前，与

中控室确认入料

罐号，检查气动

阀门开启状态 

√ √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2 开启设备 

设备没

有接地、

绝缘或

接地、绝

缘不充

分导致

仍继续

作业 

工程

技术

措施 

选用合格设备、

材料 
√ √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期应

检查设备电源接

地良好，线路无

破皮裸露现象；

不能湿手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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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个体

防护

措施 

现场配备绝缘手

套、木棍等器材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电气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3 
设备运行

过程巡检 

上下楼

梯巡检

设备运

行状态

时，从楼

梯滑倒

摔伤 

管理

措施 

谨慎上下台阶，

注意防止滑倒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外部创伤应

急处置方案 
√ √                   

五

级 

班组

（岗

位） 

4 清洗机器 

冲洗破

碎机滚

筒时，机

器不停

止，开启

机门，操

作不慎，

易发生

机械绞

管理

措施 

工作中禁止人员

打开机盖；维修

保养时，做好断

电挂牌禁止合

闸，做好现场监

管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对相关人员做好

安全培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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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伤事故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机械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5 

关闭设

备，清理

现场 

设备没

有接地、

绝缘或

接地、绝

缘不充

分导致

仍继续

作业 

工程

技术

措施 

选用合格设备、

材料 
√ √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期应

检查设备电源接

地良好，线路无

破皮裸露现象；

不能湿手操作 

√ √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个体

防护

措施 

现场配备绝缘手

套、木棍等器材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电气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2 

操

作

及

作

业

活

动 

发酵

过程

辅料

添加

作业 

四

级 

班组

（岗

位） 

1 

1、罐底辅

料添加

时，先连

接酒泵电

源及管路 

管件、工

具摆放

不牢固 

工程

技术

措施 

安装符合国家标

准的踢脚板 
√ √                   

管理

措施 

高处平台放置物

品必须进行固

定，严禁高空抛

掷工具 

√ √                   



DB37/T 3297—2018 

4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外部创伤应

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2 

2、打开酒

泵电源按

钮打酒，

将辅料均

匀加入 

泵类设

备电源

未接地、

绝缘或

接地不

充分仍

继续作

业 

工程

技术

措施 

选用合格设备、

材料 
√ √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期应

检查设备电源接

地良好，线路无

破皮裸露现象 

√ √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个体

防护

措施 

现场配备绝缘手

套、木棍等器材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电气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3 

罐底辅料

添加完毕

后，关闭

酒泵，清

理现场 

泵类设

备电源

未接地、

绝缘或

接地不

充分仍

继续作

工程

技术

措施 

选用合格设备、

材料 
√ √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期应

检查设备电源接

地良好，线路无

破皮裸露现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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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业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个体

防护

措施 

现场配备绝缘手

套、木棍等器材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电气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4 

将果胶酶

运送至罐

顶 

罐顶辅

料添加

作业上

下楼梯

及罐顶

生产活

动 

管理

措施 

罐顶作业时，严

禁剧烈活动，上

下楼梯时需注意

安全，防止高空

坠落，滑倒摔伤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5 
配置果胶

酶溶液 

果胶酶

等生物

辅料生

物活性 

管理

措施 

接触有过敏反应

者立即停止作

业，并将此项工

作纳入此员工的

劳动禁忌；调离

此工作项目 

√ √                   

个体

防护

措施 

配备口罩、乳胶

手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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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化学品伤害

应急处置方案 
√ √                   

四

级 

班组

（岗

位） 

6 

将果胶酶

溶液通过

添加泵泵

入入料管

路 

添加泵

没有接

地、绝缘

或接地、

绝缘不

充分仍

继续作

业 

工程

技术

措施 

选用合格设备、

材料 
√ √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期应

检查设备电源接

地良好，线路无

破皮裸露现象 

√ √                   

培训

教育

措施 

设备操作规程培

训，现场应急处

置方案学习演练 

√ √                   

个体

防护

措施 

现场配备绝缘手

套、木棍等器材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电气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3 

操

作

及

检维

修作

业 

三

级 

车间

（部

门） 

1 

制定维修

计划和方

案 

未制定

方案和

技术交

管理

措施 
制定方案计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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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作

业

活

动 

底 

培训

教育

措施 

做好参加维修人

员安全技术交底

与操作规程培训 

√ √ √                 

三

级 

车间

（部

门） 

2 断电维修 

为执行

操作牌

或能量

锁定 

管理

措施 

正在维修，禁止

合闸操作牌，或

锁定电盘 

√ √ √                 

个体

防护

措施 

检修防护用品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机械伤害现

场处置方案 
√ √ √                 

三

级 

车间

（部

门） 

3 
检测试运

行 

未按操

作规程

或缺乏

沟通 

工程

技术

措施 

设置急停按钮 √ √ √                 

管理

措施 

试运行时建立现

场维修人员与操

作人员沟通机

制，未进行现场

确认，禁止开机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机械伤害现

场处置方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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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四

级 

班组

（岗

位） 

4 现场清理 

现场清

理不及

时 

管理

措施 

对现场进行检

查，完善检修现

场考核办法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对检修人员进行

培训 
√ √                   

4 

设

备

设

施 

燃气

锅炉 

二

级 

分公

司（厂

级） 

1 
受热、受

压器件 

受热、受

压元件

损坏造

成人员

伤害 

管理

措施 

设备运行前检查

受热、受压设备,

如有不正常情况

及时修复 

√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加强设备操作安

全管理培训 
√ √ √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人身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 √     √   √     

二

级 

分公

司（厂

级） 

2 燃烧系统 

燃烧系

统工作

状态不

稳定 

管理

措施 

将锅炉设备检查

纳入日常安全检

查内容 

√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加强设备操作安

全管理培训 
√ √ √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人身伤害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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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二

级 

分公

司（厂

级） 

3 
门孔、接

板 

门孔、接

板位置

不正常

造成锅

炉不稳

定 

工程

技术

措施 

采用安全合格的

器件 
√ √ √ √     √         

管理

措施 

将锅炉设备门

孔、接板检查纳

入日常安全检查

内容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加强设备操作安

全管理培训 
√ √ √ √     √         

5 

设

备

设

施 

白兰

地原

酒罐

区 

直

判

重

大

风

险 

总公

司级 
1 罐体温度 

罐体温

度过高

可能导

致爆炸、

火灾事

故 

工程

技术

措施 

采取罐体水滴水

膜技术对罐体进

行降温保护 

√ √ √ √    √    √  √   

管理

措施 

将罐体温度控制

纳入日常安全检

查内容岗位人员

24 小时监测罐体

温度 

√ √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开展班前、班后

会岗位安全培

训，提高岗位人

员安全意识和应

急救援能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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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个体

防护

措施 

防静电服、绝缘

鞋、防火服等劳

动防护用品 

√ √ √ √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白兰地原酒

罐区发生爆炸、

火灾专项应急救

援预案 

√ √ √ √    √    √  √   

直

判

重

大

风

险 

总公

司级 
2 

输酒管路

温度 

输酒管

路温度

过高可

能发生

爆炸、火

灾事故 

工程

技术

措施 

采取输酒管路喷

淋技术对管路进

行降温保护 

√ √ √ √    √    √  √   

管理

措施 

将输酒管路温度

控制纳入日常安

全检查内容岗位

人员 24小时监测

管路温度 

√ √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开展班前、班后

会岗位安全培

训，提高岗位人

员安全意识和应

急救援能力 

√ √ √ √    √    √  √   

个体

防护

措施 

防静电服、绝缘

鞋、防火服等劳

动防护用品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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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排查 综合性排查 专项排查（每季度至少一次涵盖所有专项排查） 

编

号 

类

型 
名称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检查

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标

准) 

管控措施 

交接

班检

查 

每日

巡查 

每周

检查 

每月检

查 

每月

检查 
电气 

特种设

备 

涉氨

制冷 

防火

防爆 

有限

空间

作业 

安全

设施 

序

号 
名称 岗位 班组 

部门

（车

间） 

分公司

（厂）级 

总公

司级 

车间、

设备

科 

设备科/

动力科/

安全科 

动力

科/安

全科 

车间

/安

全科 

车间/

安全

科 

车间/

安全

科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白兰地原酒

罐区发生爆炸、

火灾专项应急救

援预案 

√ √ √ √    √    √  √   

直

判

重

大

风

险 

总公

司级 
3 

罐区酒气

浓度 

罐区酒

气浓度

在爆炸

范围内

可能发

生爆炸、

火灾事

故 

工程

技术

措施 

设置酒气浓度检

测分析系统实时

监测罐区酒气浓

度 

√ √ √ √    √    √  √  

管理

措施 

将罐区酒气浓度

检测纳入日常安

全检查内容岗位

人员 24小时监测

罐区酒气浓度 

√ √ √ √    √    √  √  

培训

教育

措施 

开展班前、班后

会岗位安全培

训，提高岗位人

员安全意识和应

急救援能力 

√ √ √ √    √    √  √  

个体

防护

措施 

防静电服、绝缘

鞋、防火服等劳

动防护用品 

√ √ √ √    √    √  √  

应急

处置

措施 

制定白兰地原酒

罐区发生爆炸、

火灾专项应急救

援预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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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标准 

专项或专业排查 
综合性隐患排查 

特种设备 电气 

部门/每季度 每月/公司级 每月/分公司级 

1 
生产经营单位资质证

照 

生产经营单位应依法取得相应的生产资质，并确保在合法有效期内，建

立、健全企业资质证照管理制度。 
  √ √ 

2 组织机构和人员 

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

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 √ 

根据规定和企业实际，设立安全生产领导机构。   √ √ 

安全生产领导机构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会，协调解决安全生产问

题。会议纪要中应有工作要求及问题、工作跟踪情况。 
  √ √ 

3 安全生产责任制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双体系责任制，并对

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 √ 

各层级人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签订责任书。 √ √ √ 

各级人员应掌握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做好责任制培训。 √ √ √ 

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和发布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 √ 

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放到相关工作岗位，员工应掌握相关内容。 √ √ √ 

基于岗位风险辨识，编制完善、适用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 √ √ 

向员工强调、学习或下发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员工应掌握相关内容。 √ √ √ 

员工操作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 √ √ 

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其他要求和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和适用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 √ 

根据评估情况、安全检查反馈的问题、生产安全事故案例、绩效评定结

果等，对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订，确保其有效和适

用。 

  √ √ 

建立文件和档案的管理制度，明确职责、流程、形式、权限及各类安全

生产档案及保存要求等事项。 
  √ √ 

确保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编制、使用、评审、修订的效力。   √ √ 

对主要安全生产管理相关资料实行档案管理。 √ √ √ 

5 教育培训 建立安全教育培训的管理制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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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标准 

专项或专业排查 
综合性隐患排查 

特种设备 电气 

部门/每季度 每月/公司级 每月/分公司级 

确定安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各类人

员的培训计划。 
√ √ √ 

按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安全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改进。做好培训

记录，并建立档案。 
√ √ √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

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须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并应

按规定进行再培训。 

  √ √ 

对新员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 √ √ √ 

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前，应对有关操作操

作岗位人员转岗、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者，应进行车间(工段)、班

组安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 √ √ 

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 √ √ 

企业应对相关方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前，应由作业现场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进入现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 
√ √ √ 

对外来参观、学习等人员进行有关安全规定、可能接触到的危害及应急

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和告知，并由专人带领。 
√ √ √ 

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来促进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促进安全生产工作。 √ √ √ 

6 安全生产管理档案 

建立文件和记录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的编制、评审、发布、使用、修订、作废以及文件和记录管理的职责、

程序和要求。 

  √ √ 

建立、健全主要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过程与结果的记录，并建立和保存

有关记录的电子档案，支持查询和检索，便于自身管理使用和行业主管

部门调取检查。 

√ √ √ 

每年至少评估一次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的适宜性、有效性和执行情况。 
√ √ √ 

根据评估结果、安全检查情况、自评结果、评审情况、事故情况等，及

时修订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 √ 

7 安全生产投入 

建立安全生产投入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并建立使用台账。 
  √ √ 

按照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相关保险费用，企业宜投保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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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标准 

专项或专业排查 
综合性隐患排查 

特种设备 电气 

部门/每季度 每月/公司级 每月/分公司级 

8 应急管理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制度；按相关规定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

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 √ 

建立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专兼

职应急救援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行训练。 
√ √ √ 

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重点作业岗位有应急处置方案或措

施；根据有关规定将应急预案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并通报有关应急协

作单位。 

√ √ √ 

定期评审应急预案，并进行修订和完善。   √ √ 

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建立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对

应急设施、装备和物资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

靠。     

√ √ √ 

按规定组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对应急演练的效果进行评估。   √ √ 

9 职业卫生基础管理 

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

案和员工健康监护档案。 

  √ √ 

存在有害物质、噪声、高温、低温等职业危害因素的场所和岗位应按规

定进行专门管理和控制；按有关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评价，并将结果存档、报告和公布。 

√ √ √ 

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应当设置报警装置，

制定应急预案，配置现场急救用品和必要的泄险区；指定专人负责保管、

定期校验和维护各种防护用具，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 √ √ 

指定专人负责职业健康的日常监测及维护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对职业病患者按规定给予及时的治疗、疗养。对患有职业禁忌症的，应

及时调整到合适岗位。 

√ √ √ 

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以书面形式

告知从业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有效期间工作变更并有职业

病危害变化的，依照前款规定，如实告知做从业人员，并协商变更原劳

动合同相关条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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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标准 

专项或专业排查 
综合性隐患排查 

特种设备 电气 

部门/每季度 每月/公司级 每月/分公司级 

对员工及相关方宣传和培训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危害、预防和应急处理措

施；对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

标识》（GBZ158）的要求，在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 

√ √ √ 

按规定及时、如实地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   √ √ 

下列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向原申报主管部门申请变更：（1）新、

改、扩建项目；（2）因技术、工艺或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

业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3）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 

  √ √ 

10 相关方安全管理 

建立有关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管理制度。   √ √ 

对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资格预审、选择、服务前准备、作业过程

监督、提供的产品、技术服务、表现评估、续用等进行管理，建立相关

方的名录和档案。 

√ √ √ 

不应将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

安全环保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各方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管

理职责。 

√ √ √ 

根据相关方提供的服务作业性质和行为定期识别服务行为风险，采取行

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并对其安全绩效进行监测。 
√ √ √ 

企业应统一协调管理同一作业区域内的多个相关方的交叉作业。 √ √ √ 

11 基础管理其他方面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规定的基础管理其他方面要求，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规定执行。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