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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山东省坤河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泰安方特欢乐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娟、张波、肖宏川、谢清德、王杰德、田家鹏、孙烁、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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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标准依据大型游乐设施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及山东省地方标准《安全

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通则》《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的要求，借鉴和吸收国际、国内风险管理相关标准、

现代安全管理理念和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融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安全生产标

准化等相关要求，结合山东省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管理现状编制而成。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是规范和指导山东省内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有效管控风险，杜绝或减少各种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大型游乐设施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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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山东省内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指南的

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文件管理、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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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306—2017 游乐设施术语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DB37/T 2882—2016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 

DB37/T 2883—2016 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DB37/T 3078—2017 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 

DB37/T 3079—2017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3 术语与定义 

GB/T 20306—2017、DB37/T 2882—2016、DB37/T 2883—2016、DB37/T 3078—2017、DB37/T 3079

—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游乐设施 large-scale amusement device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

者等于2 m/s，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 m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用于体育运动、文艺演出和

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 

3.2  

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管理单位 using unit of large amusement facilities 

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管理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属于《特种设备安全法》定义的大型游乐设施运

营使用单位的范畴，具体是指具有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管理权的单位（注1）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一般是大型游乐设施的产权单位(产权所有人)，也可以是产权单位通过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

关系确立的大型游乐设施实际使用管理者。 

大型游乐设施自行管理的，所有权人为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大型游乐设施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

受委托方为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用于出租的，出租期间，出租单位为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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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包括公司、子公司、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和具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个体工商

户等。 

3.3  

公众聚集场所 public assembly occupancies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车站、机场、客运码头、商场、餐饮场所、体育场馆、

展览馆、公园、宾馆、影剧院、图书馆、儿童活动中心、公共浴池、养老机构等。 

3.4  

安装 installation 

安装是指采用组装、固定、调试等一系列作业方法，将大型游乐设施部件组合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大

型游乐设施整机的活动；包括移装。 

3.5  

改造 rehabilitation 

改造，是指通过改变主要受力部件、主要材料、设备运动形式、重要几何尺寸或主要控制系统等，

致使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性能参数发生变化的活动。 

3.6  

修理 repairs 

修理，是指通过设备部件拆解，进行更换或修理主要受力部件，但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

性能参数的活动。 

重大修理，是指通过设备整体拆解，进行检查、更换或修理主要受力部件、主要控制系统或安全装

置功能，但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主体结构、性能参数的活动。 

3.7  

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维护保养，是指通过设备部件拆解，进行检查、系统调试、更换易损件，但不改变大型游乐设施的

主体结构、性能参数的活动，以及日常检查工作中紧固连接件、设备除尘、设备润滑等活动。 

3.8  

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机构 inspection and testing organization for special equipment 

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是指依法从事大型游乐设施定期检验、监督检验、型

式试验等检验活动的技术机构。检验机构应当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准，取得检验项目为大型

游乐设施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后，方可从事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活动。 

注1：本标准所指监督检验是指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准的检验机构，根据《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试

行)》规定，对大型游乐设施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进行的验收检验。（引自<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试

行)>） 

注2：定期检验是指检验机构根据《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试行)》对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定期进行的检验。 

注3：大型游乐设施型式试验是指在制造单位完成产品全面试验验证的基础上，由经核准的承担型式试验的检验机

构根据《大型游乐设施型式试验规则》的规定，对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而进行的技术资料审查、安全

性能试验，以验证其安全可靠性所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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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风险点 risk site of special equipment 

风险点是指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

的作业活动，或以上两者的组合。风险点有时亦称为风险源。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的风险点是单台大

型游乐设施及与大型游乐设施相关的作业活动。 

3.10  

危险源 hazard 

危险源是指与风险点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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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可称为危险有害因素，分为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

类。其中，根源是指单台大型游乐设施、部件及其附属设施；状态是指单台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状态和

环境的状态等；行为是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

员、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人员以及乘客的行为。 

3.11  

事故隐患 hidden risk of work safety accident 

事故隐患是指使用单位违反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危险状态、人的不

安全行为和管理及环境上的缺陷等。 

4 基本要求 

4.1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使用单位依据《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和本实施指南中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标准及风

险评价方法，进行大型游乐设施的风险辨识、评价、确定风险等级，明确分级管控的责任部门、责任人，

落实管控措施，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使用单位根据风险管控清单，按照大型游乐设施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以及《特种设备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的要求，形成隐患排查的内容标准，确定隐患排查的类型和周期，进行隐患

排查。 

使用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是提高隐患治理科学性、针对性的前提条件；隐患排查治理是以

风险管控措施为排查重点，是控制、降低风险的有效手段。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实现有效控制风

险、预防事故的目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风险分级管控挺在隐患形成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

挺在事故发生前面，有效遏制事故发生。 

4.2 落实主体责任 

使用单位是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的安全责任主体，应确定内设机构，组织实施大型游乐设施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规定其职责、目标与任务；对设有承担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的大型游乐设施安

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可以由其承担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负责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的日常管理、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等，应当履行大型

游乐设施的运行、维护保养、修理、更新、改造、检验、安全技术评估等管理职责，检查确认大型游乐

设施显著位置的安全注意事项、检验标志以及使用标识、维护保养标识等，按照安全技术规范配备大型

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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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等特种设备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确定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大型游

乐设施安全管理员和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修理等有关人员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中的职责。 

注1：符合下列条件的使用单位，应当设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机构，逐台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 10 台以上（含

10 台）大型游乐设施的。 

注2：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是指使用单位最高管理层中

主管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管理的人员。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应当取得相

应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资格证书。 

注3：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使用单位以及使用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并

且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注4：大型游乐设施应当由持有相应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人员操作（大型游乐设施操作）和修理(大型游乐设施修

理)。每台套每班在岗操作人员 1 人。修理人员：A 级设备每台套每班在岗 1 人；B、C 级设备 1 至 7 台套每班

在岗 1 人，8 至 14 台套每班在岗 2 人，15 台套以上，每班在岗 3 人。 

5 风险分级管控 

5.1 风险点确定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DB37/T 3078—2017）中关于风险点的定义，使用

单位的风险点即为单台大型游乐设施及其相关的作业活动，风险点名称可以用单台大型游乐设施的名称

来命名。按照《特种设备目录》，填写包含种类、类别、品种、型号、数量、位置等基本信息的《风险

点登记台账-大型游乐设施》，形式可参照附录A。 

5.2 危险源辨识分析 

5.2.1 危险源辨识 

危险源辨识时，使用单位应当贯彻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三落实、两有证、一检验、一预案”和

正确操作、精心维护的要求，按照《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列出的事故特征，对该台大型

游乐设施及其运行过程中潜在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辨识范围应考虑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

和管理因素四个方面，其中： 

——人的因素应包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和大型游乐设施修

理、操作人员的持证情况、安全培训、人员配置等； 

——物的因素应包括大型游乐设施维护保养状况、运行区域及警示标识、设备基础、安装及连接、

动力装置、机械传动、乘人设施、电气控制装置、安全保护装置、安全防护等； 

——环境因素应包括设备使用强度、使用频率等设备环境以及温度、湿度等自然环境等； 

——管理因素应包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安全技术

档案等。 

注：三落实：落实管理机构、落实责任人员、落实规章制度（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两有证：大型游乐设施有《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大型游乐设施作业人员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一检验：大型游乐设施依法进行监

督检验、定期检验；一预案：制定大型游乐设施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5.2.2 危险源引发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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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大型游乐设施相关的事故特征主要包括坠落、剪切、

打击、触电、碰撞、挤压、故障、受困等；引发的后果可包括人身伤害、人员受困、财产损失、影响信

誉等。 

5.2.3 危险源辨识的方法 

使用单位宜采用安全检查表法（SCL）进行危险源辨识： 

——由熟悉大型游乐设施及其相关运行作业活动、大型游乐设施修理保养项目、大型游乐设施隐患

排查内容等相关内容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大型游乐设

施修理人员、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以及行业专家等人员组成辨识小组； 

——收集有关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规程、标准、制度，以及围绕大型游

乐设施发生的事故、相关事故和突发事件资料，作为编制安全检查表的依据； 

——以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为线索，按照设备管理、大型游乐设施的区域和结构对危

险源（危害因素）进行分类划分，确定检查项目。针对每一检查项目，列出检查要求和标准，

对照检查要求和标准逐项检查并确定不符合检查要求的情况和后果等，提出改进措施，编制《安

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格式可参考附表 1），具体要求可参照《特种设备风险

分级管控体系细则》（DB37/T 3078—2017）附录 B。 

5.3 风险评价 

5.3.1 风险等级评价方法 

危险源的风险等级是利用风险评价方法来进行判定，对于辨识出的危险源，使用单位进行风险评价

时，应考虑人、设备和财产等三方面存在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影响，并结合单位实际，明确后果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风险度取值标准，确定适用的风险判定准则，进行风险评价，判定风

险等级，并完善《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 

具体可参照《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DB37/T 3078—2017）“附录C：风险矩阵（LS）

评价法”。  

5.3.2 风险等级确定原则 

5.3.2.1 单台大型游乐设施风险等级是以该台大型游乐设施的全部危险源中辨识结果最高的等级确

定。风险等级按照从高到低分为 5级：1、2、3、4、5，其中，1级为最高风险，5级为最低风险。 

5.3.2.2 以下情形的危险源，其风险等级直接判定为 1级： 

——缺少安全装置或者安全装置失灵而继续使用的。 

——未经检验检测或经检验检测判定为不合格而继续使用的。 

5.4 风险控制措施 

5.4.1 制定管控措施。在前期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进行风险分析，针对可能存在的不同风险，制定切

实可行、便于操作、风险可控的管控措施。 

5.4.2 工程技术措施包括： 

——开展定期检查、检验、定期修理保养和隐患排查工作； 

——设置警示标识、警示用语和乘客须知，提高安全乘坐意识，降低风险； 

——自身技术力量不足时，可以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通过相应技术手段来降低风险。 

5.4.3 管理措施包括： 

——制定实施安全操作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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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各种安全管理制度，督促进行落实，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人等； 

——配备足够数量的大型游乐设施作业人员； 

——相关人员持证作业。 

5.4.4 培训教育措施包括： 

——员工入职培训； 

——每年再培训； 

——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继续教育； 

——相关标准更新发布后，积极参加学习培训； 

——其他方面的培训。 

5.4.5 个体防护措施包括劳保用品等。 

5.4.6 应急措施包括： 

——紧急情况分析、应急方案、现场处置方案的制定、应急物资的准备； 

——通过应急演练、培训等措施，确认和提高相关人员的应急能力，以防止和减少安全不良后果。 

5.5 风险分级管控 

5.5.1 风险分级管控实施 

使用单位根据确定的评价方法与风险判定准则对单台大型游乐设施进行风险评价分级后，按照A.2

《风险等级对照表》规定的对应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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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颜色表示，并对该台大型游乐设施实施分级管控。 

风险辨识和评价后，在《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的基础上，增加“管控层级”、“责

任人”后，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逐级汇总、评审、修订、审核、发布、培训、实现信息有效传

递。 

5.5.2 重大风险大型游乐设施确定原则 

根据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管理的特点，除5.3中危险源已被判为1级的大型游乐设施外，属于以下情形

之一的，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大型游乐设施，用红色标识，公司级管控：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大型游乐设施；（包括通过改造和重大修理延期使用的大型游乐设施） 

——A级大型游乐设施； 

——发生过多次故障的大型游乐设施； 

——发生过事故的大型游乐设施； 

——负有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认定为重大危险源的大型游乐设施。 

5.5.3 风险告知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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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员工，并进行风险分析结

果记录和管控措施的培训，使其掌握本岗位所涉及的风险点和危险源，包含大型游乐设施的风险等级、

危险源的风险等级、所需管控措施、责任部门、责任人等信息。 

5.5.3.2 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在大型游乐设施值班室设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公告栏

（参见附录 B）；在大型游乐设施醒目位置设置安全乘坐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乘客注意

的显著位置，提醒乘客等有关人员。 

6 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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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隐患排查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是使用单位对风险管控措施的持续有效性进行排查确认，是安全管理和风险管控

的重要内容，使用单位应组织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大型游乐设施修理、操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

人员对大型游乐设施风险分级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确认，对管控措施不到位的隐患进行排查。 

6.2 隐患分类 

6.2.1 使用现场类隐患 

使用现场类隐患包括设备设施、场所环境、作业人员操作行为等现场其他方面存在的不符合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相关规程制度等要求的问题或缺陷，排查类型清单参见附录E。 

6.2.2 基础管理类隐患 

基础管理类隐患是指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及程序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排查类

型清单参见附录F。 

6.3 排查类型、周期和组织级别 

6.3.1 日常排查 

指使用单位每日对在用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的过程。大型游乐设施可由大型游乐设施

修理、操作人员进行日常排查。在日常排查时，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采取紧急

措施，并按照规定程序向安全管理负责人和有关负责人报告。排查人员：持证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

员、大型游乐设施修理、操作人员或经过使用单位专业培训的人员；排查周期：每日；组织级别：安全

管理员负责。 

6.3.2 专项排查 

指使用单位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开展的专项隐患排查工作，可以分为定期排查、投诉排查、重点时段

排查和事故类比排查等： 

——定期排查是指使用单位结合大型游乐设施修理保养周期和检验周期以及单位实际情况，定期开

展的隐患排查工作。使用单位可以结合设备修理保养和检验单位检验过程，由大型游乐设施安

全管理员同步开展定期排查。当使用单位自身能力不足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来协助进

行专项排查工作。排查周期：根据单位实际情况；组织级别：安全管理员负责； 

——投诉排查是指使用单位收到乘客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投诉后开展的隐患排查

工作。排查周期：随机；组织级别：安全管理员负责； 

——重点时段排查主要是指法定节假日前对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状况、安全管理情况、应急预案情况

等进行检查，特别对各级管理人员、修理人员、操作人员在班在岗以及安全措施、应急预案的

落实情况等进行重点检查。排查周期：法定节假日前；组织级别：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参与； 

——事故类比排查是对使用单位内部发生事故或故障、同类使用单位发生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后进行

的举一反三的安全检查。排查周期：随机；组织级别：安全管理负责人参与。 

6.4 隐患治理 

6.4.1 一般隐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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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上报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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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大型游乐设施修理人员、操作人员或者有关人员发现隐患后，使用单

位自己或者设备制造厂家或者聘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整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应立即组织整改，

整改情况要经安全管理员进行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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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重大隐患治理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无法立即整改排除，需要停机，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

方能排除的隐患。以下情形可列为重大事故隐患： 

——未按要求设置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的； 

——未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的； 

——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修理人员的； 

——未按规定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的； 

——未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的。 

应将重大隐患内容、存在岗位、隐患形成原因、治理期限及治理措施要求等信息向相关人员进行通

报。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会同使用单位安全部门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评估

报告书应当包括事故隐患的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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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评估报告书，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应组织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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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的费用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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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应急措施）。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由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对隐患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并填

制《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格式参见附录G）。 

7 文件管理 

使用单位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 

至少应包括风险管控制度、风险点台账、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隐患排查项目清单、隐患排查治理台账等内容；涉及重大风险、重大事故隐患时，其辨识、

评价、整改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改进记录和验收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8 持续改进 

使用单位每年至少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或更新。使用单位

应当根据非常规作业活动（更换重要零部件、寿命到期设备大修改造）、新安装的大型游乐设施等适时

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根据以下情况对双重预防体系的影响，及时针对变化范围开展分析，更新

相关信息： 

——法律法规、标准规程及规范性文件变化或更新； 

——企业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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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 

——补充辨识出新的危险源、风险点； 

——风险程度发生变化后，需要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调整。 

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9 信息化管理 

根据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利用微信或互联网技术，建立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运行管理信息系

统，并与当地安监部门相关监管信息系统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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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分析记录表格 

A.1 风险点登记台账-大型游乐设施 

风险点登记台账见表A.1。 

表A.1 风险点登记台账-大型游乐设施 

（记录受控号）                          单位：                       №： 

序号 风险点名称 种类 类别 品种 型号 
位号/所

在位置 

是否为公众聚

集场所 
备注 

1 蓝火过山车 
大型游

乐设施 
滑行车类 

单车滑行

车系列 
  是 - 

2 海盗船 
大型游

乐设施 
观览车类 

海盗船系

列 
  是  

填表人：日期：审核人：日期： 

填表说明： 

1、风险点名称：以设备名称填写； 

2、种类、类别、品种，按《特种设备目录》要求填写。 

A.2 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等级对照表见表A.2。 

表A.2 风险等级对照表 

判定方法 
管控级别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采用风险矩阵（LS）法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风险色度 红色 橙色 黄色 蓝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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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 

安全检查表分析评价记录详见表B.1。 

表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

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管理部分 

1 
人员持证

情况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修理人员、操

作人员： 

1.应持证人员未持证； 

2.作业证不在有效期内； 

3.作业内容与证书项目不相符。 

倒塌、火灾、溺水、

失控、坠落、剪切、

打击、触电、碰撞、

挤压、受困或故障 

建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与

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定期检查作业人员证件有效期； 

3.建立岗位责任制度 

4 3 12 3 级 黄  

2 
人员安全

培训情况 

未按规定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培训未覆盖相

关人员 

倒塌、火灾、溺水、

失控、坠落、剪切、

打击、触电、碰撞、

挤压、受困或故障 

建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与

作业人员培训制度； 

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并

保留相关培训记录，存档影像资料； 

      

  



DB37/T 3883—2020 

12 

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

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3 

人员配置

情况 

未按规定配备相关作业人员： 

1、操作人员：每台套每班在岗操作人员 1 人。 

2、修理人员：A 级设备每台套每班在岗 1 人；B、

C 级设备 1 至 7 台套每班在岗 1 人，8 至 14 台套

每班在岗 2 人，15 台套以上，每班在岗 3 人。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规定配备足够的持证作

业人员，当发生人员变动

时，及时考取新证 

       

4 

未按规定配置安全管理负责人： 

使用 10 台以上（含 10 台）大型游乐设施的，使

用单位应当配备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规定配备安全管理负责

人，当发生人员变动时，及

时考取新证 

       

5 

未按规定配置安全管理人员： 

使用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应当配备专职大

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规定配备足够的专职安

全管理员，当发生人员变动

时，及时考取新证 

       

6 
安全管理

机构 

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使用 10 台以上（含 10 台）大型游乐设施的，未

建立安全管理机构。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明确机构职责和人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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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7 
安全管理

制度 

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或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管

理规章制度不全，应当建立的规章制度有：

（一）技术档案管理制度；（二）设备管理制

度；（三）安全操作规程；（四）日常安全检

查制度；（五）维护保养制度；（六）定期报

检制度；（七）作业和服务人员守则；（八）

作业人员及相关运营服务人员安全培训考核

制度；（九）应急救援演练制度；（十）意外

事件和事故处理制度；（十一）其他。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

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8 

设备使用

登记 

在大型游乐设施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未向大型游乐设施所在地的直辖市

或者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办理使用登记。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

立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

检验制度 

       

9 
未按规定将《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置于大型

游乐设施进出口处等显著位置。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

立《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管理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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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事

故的后果

严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

控

级

别 

备

注 

10 
安全技术

档案 

未按一机一档建立安全技术档案； 

档案文件内容和保存期限不满足相关规定，

安全技术档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装技术资料；（二）监督检验报告；

（三）使用登记表；（四）改造、修理技术文

件；（五）年度自行检查的记录；（六）定期

检验报告；（七）应急救援演练记录；（八）

运行、维护保养、设备故障与事故处理记录；

（九）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和证书管理记录；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未按规定在设备使用地保存相关安全技术档

案原件或复印件。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

《安全技术档案规范》 
       

11 操作规程 未建立大型游乐设施操作规程。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

各项目安全操作规程 
       

12 
应急预案

及演练 

1、未对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制定专门的

应急预案；2、未建立应急救援指挥机构，未

配备相应的救援人员、营救设备和急救物品；

3、未对救援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4、未

对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应急救援演练。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

立各项目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2.设备月检后进行应急演练，

并纸质存档 

3.项目应急救援物资、救援装

置配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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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

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13 

维护保养

和安全检

查 

1、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

的要求，开展设备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

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安全检查并如实

记录。2、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举行大型群

众性活动前，运营使用单位未对大型游乐

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并加强日常检查

和安全值班。 

倒塌、火灾、溺水、失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

各项目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制

度； 

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对设备

早、晚检、周、月、年检，认

真填写，纸质存档 

3.建立重大节假日节前安全检

查及重点维保制度 

       

滑行类大型游乐设施(滑行车类、滑道类、架空游览车类) 

1 

驱动系统 

减速电机有漏油现象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定期对减速机进行保养，对可

能的漏油点进行重点检查；漏

油点进行维修更换密封件等 

3 3 9 3 级 黄  

2 固定螺栓与顶紧螺栓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1.检查固定螺栓与顶紧螺栓情

况； 

2.对螺母做防松标识； 

3.必要地方双螺母加固； 

4.检查更换平垫、弹垫等。 

      

3 制动器无法释放和锁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1.检查制动器是否正常工作； 

2.检查制动零件有无损坏，及

时更换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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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

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4 

车体 

车体连接处螺栓螺母松动，

轮轴孔处有裂纹，轮架有明

显变形 

坠落、剪切、打击、触

电、碰撞、挤压、受困

或故障 

1.对螺母做防松标识； 

2.松动部位双螺母加固； 

3.轮轴孔处日、周、月、年检检查； 

4.对轮轴孔处做无损探伤； 

5.每日检查轮架有无变形； 

6.对轮架变形处矫正维修。 

       

5 座椅玻璃有开裂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

电、碰撞、挤压、受困

或故障 

1.每日早、晚检检查座椅玻璃情况； 

2.对容易开裂损坏对方做防护措施，如：增加软包； 

3.预埋螺栓预紧力检查，按照力矩紧固。 

       

6 止逆装置 有破损、裂纹、失效 

坠落、剪切、打击、触

电、碰撞、挤压、受困

或故障 

1.早晚检检查测试止逆装置灵活性； 

2.年检对止逆装置做无损探伤； 

3.日、周、月检重点检查止逆装置； 

4.如发现损坏及时更换处理。 

      

7 安全带 
有切口或撕裂，两端连接破

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

电、碰撞、挤压、受困

或故障 

1.早晚检检查安全带破损情况； 

2.定期更换破损的安全带； 

3.重大节假日前安全带的重点检查。 

       

8 压杠 

棘轮、棘爪有磨损、裂纹，

锁紧动作不灵活可靠，弹簧

有错位、松脱或裂纹。 

坠落、剪切、打击、触

电、碰撞、挤压、受困

或故障 

1.检查棘轮、棘爪是否磨损、裂纹，动作正常，弹

簧是否有错位、松脱、裂纹情况； 

2.发现有磨损的棘轮、棘爪、弹簧及时更换； 

3.棘轮、棘爪做无损探伤； 

4.按说明书要求定期更换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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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

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9 

电气 

控制柜内接线端子、触点有烧损痕

迹，接线端子、电缆插头有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

触电、碰撞、挤压、

受困或故障 

1.定期对控制柜进行清扫清洁工作； 

2.早晚检目视检查接线端子有无松动情况； 

3.月检重点检查紧固接线端子。 

       

10 

电气设备中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

金属外壳、金属管槽、电缆金属保

护层就、互感器二次回路等没有与

电源线的地线可靠连接。 

坠落、剪切、打击、

触电、碰撞、挤压、

受困或故障 

1.早晚检检查配电柜、控制柜电源线连接是否

规整，地线连接可靠； 

2.月检除尘配电柜； 

3.月检兆欧表测量绝缘阻值、对地阻值； 

      

11 轮组 驱动轮胎或滑行轮组严重磨损 

坠落、剪切、打击、

触电、碰撞、挤压、

受困或故障 

1.早晚检对驱动轮胎测压，保证压值在正常范

围值内； 

2.每月月检调整滑动轮间隙； 

3.定期更换有磨损的轮胎、滑行轮； 

4.有干涉地方进行打磨处理。 

      

12 安全栅栏 安全栅栏安装不牢固，有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

触电、碰撞、挤压、

受困或故障 

1.检查安全栅栏是否牢固、破损 

2.对易松动部位加固处理； 

3.巡检发现破损处及时维修处理。 

      

旋转类(观览车、陀螺、飞行塔、转马、自控飞机类) 

1 基  础 

1）有裂纹、破损 

2）有不均匀下沉、倾斜 

3）周围土质流失陷落 

4）地脚螺栓松动缺失 

坠落、剪切、打击、

触电、碰撞、挤压、

受困或故障 

目测、检查、画防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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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2 钢结构 
结构与焊缝有裂纹、严重锈蚀等缺

陷；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补焊、加固或根据实际情况整改、定

期无损探伤 
      

3 钢结构件 

机座、转筒、固定筒、桁架、曲柄

等重要钢结构件 

1）有变形、裂纹及断裂 

2）有严重锈蚀 

3）连接螺栓出现松动缺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补焊、紧固或监护、画防松线、目测、

定期无损探伤 
      

4 
关键部位

螺栓连接 

关键部位螺栓（如主轴承）的紧固

扭矩不正常，出现松动和缺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力矩检查、紧固、补加、画防松线、

目测 
      

5 
重要轴孔

及轴瓦 
重要连接部位轴孔有裂纹或损坏；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检查有无震动、异响       

6 

驱动系统 

减速电机有漏油现象，减速机箱内

部齿轮、轴承过度磨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检查有无震动、异响、目测、听        

7 固定螺栓与顶紧螺栓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1.检查固定螺栓与顶紧螺栓情况； 

2.对螺母做防松标识； 

3.必要地方双螺母加固； 

4.检查更换平垫、弹垫等。 

       

8 制动器 制动器无法释放和锁紧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1.检查制动器是否正常工作； 

2.检查制动零件有无损坏，及时更换

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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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9 

曲拐轴 

连接轴 

脚轮轴 

固定不牢固，螺母有松动，焊缝有裂纹；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对螺母做防松标识；必要

地方双螺母加固；无损检

测、补焊。 

      

10 
齿轮 

啮合 

有变形、裂纹及断裂 

有严重锈蚀齿面磨损不均匀 

紧固螺栓有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目测、手感、有无震动       

11 安全带 有切口或撕裂，两端连接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日常排查、目测、及时更

换 
       

12 压杠 
棘轮、棘爪有磨损、裂纹，锁紧动作不灵活可靠，

弹簧有错位、松脱或裂纹。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日常排查、手动检查、无

损检测、更换 
      

13 

电气 

控制柜内接线端子、触点有烧损痕迹，接线端子、

电缆插头有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目测、测温、有无变色        

14 

电气设备中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外壳、金属

管槽、电缆金属保护层就、互感器二次回路等没

有与电源线的地线可靠连接。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接地电阻测量       

15 滑环 

1）滑环和碳刷洁净（目测） 

2）滑环和碳刷松动（目测） 

3）中心位置是否合适（目测） 

4）碳刷磨损是否超过磨损量（长度不得超过一月

未使用，用 250-400 目砂纸打磨滑环表面）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目测、定期更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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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16 钢丝绳 
钢丝绳的断丝、磨损、绳径缩小等缺陷，

超过 GB 8408 的要求。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目测检查或定期更换       

17 安全栅栏 安全栅栏安装不牢固，有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加固或更换       

游乐车辆(小火车、赛车、碰碰车) 

1 

电气 

碰碰车的金属屋架，负电极板、控制室地

线接点没有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大于 10Ω。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检查连接螺栓是否松动、连

接线断裂及接触不良等 
      

2 漏电开关工作失效。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更换新漏电开关       

3 
碰碰车电刷、导电轮接触不正常，金属极

板其绝缘板上的固定螺丝松动。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更换新电刷、导电轮及紧固

螺栓 
      

4 缓冲装置 
碰碰车缓冲防撞圈有裂纹、破损，气压不

足。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更换新缓冲防撞圈       

5 制动装置 
小火车、赛车制动距离过大，制动失效，

不能安全停车。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更换磨损刹车片、检查刹车

附属装置是否异常 
      

6 安全带 有切口或撕裂，两端连接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更换新安全带、检查连接处

是否光滑 
       

7 安全栅栏 安全栅栏安装不牢固，有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重新安装固定并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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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评价记录-大型游乐设施（续） 

序

号 

检查 

项目 
危险源（危害因素） 可能导致的事故特征及后果 控制措施 

L：发生

事故的

可能性 

S：发生

事故的

后果严

重性 

R(L*S) 
评价

级别 

管控

级别 

备

注 

水上游乐设施 

1 基础 
有不均匀下沉、倾斜、开裂，周围土质流

失陷落，地脚螺栓松动缺失。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基础重新制作、修补，紧固       

2 
玻璃钢件

表面 

a．表面有裂纹、破损等缺陷，转角处过渡

不圆滑；b．乘客可能触及之处，有外露的

锐边、尖角、毛刺和危险突出物等；c．玻

璃钢件边缘不平整圆滑、有分层。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划伤 
重新修补打磨处理       

3 接地 
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接地不可靠，低压配

电系统保护接地电阻大于 10Ω。 
触电 

检查接地线螺栓是否松动、

断裂 
      

4 
漏电保护

装置 

安装在水泵房、游泳池、地面以下等潮湿

场所的电气设备应设电保护装置失效。 
触电 更换新漏电保护装置       

5 救生措施 

水上游乐设施未配备足够的救生人员和救

生设备，未设高位救生监护哨，救生器具

不足或未设置。 

受困、溺水 
按要求配备足够人员及设

备 
      

6 充气阀体 充气阀体破损漏气，胎压不足。 
坠落、剪切、打击、碰撞、挤

压、受困、溺水 

重新修补及更换新充气筏

体 
      

7 安全栅栏 安全栅栏安装不牢固，有破损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碰

撞、挤压、受困或故障 
重新安装固定并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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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表C.1。 

表C.1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检查项目 

标准 评价级别 管控级别 
不符合标准情况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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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名称 

1 
电动机减速

器 

1、电动机和减速器工作

正常，无异响和渗漏油； 

2、电动机和减速器底座

固定牢固，地脚螺栓未出

现松动。 

2 级 橙 
坠落、剪切、打击、触电、

碰撞、挤压或故障 

1、定期检查电动机和减

速器情况； 

2、定期维护电动机和减

速器。 

部门级 安全部  示例 

2      
 

 
   

3      
 

 
   

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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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公告栏（举例）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公告栏（举例）见表D.1。 

表D.1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公告栏（举例） 

序号 风险点 风险部位 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事故

特征及后果 
危险源等级 控制措施 管控层级 责任人 责任部门 应急报警电话 

1 

过山车 

减速电机 有漏油现象 

坠落、剪切、打

击、触电、碰撞、

挤压、受困或故

障 

3 

1. 定期保养，对可能的漏

油点进行重点检查； 

2. 漏油点进行维修更换

密封件等 

班组级 张三 维修部 

报警求助：110； 

火警：119； 

医疗救护：120； 

应 急 电 话 ：

88020110； 

工 程 部 ：

88020111； 

安 全 处 ：

88020112。 

2 驱动系统 

固定螺栓与

顶紧螺栓松

动 

坠落、剪切、打

击、触电、碰撞、

挤压、受困或故

障 

2 

1.检查固定螺栓与顶紧螺

栓情况； 

2.对螺母做防松标识； 

3.必要地方双螺母加固； 

4.检查更换平垫、弹垫等。 

班组级 张三 维修部 

注：根据运营使用单位实际组织架构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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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见表E.1。 

表E.1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 

风险

点 
检查项目 标准 控制措施 

评价级

别 

管控级

别 

日常排

查 

专项排

查 
备注 

座椅 

安全带 有切口或撕裂，两端连接破损 日常排查、目测、及时更换  红 √ √ 示例 

压杠 
棘轮、棘爪有磨损、裂纹，锁紧动作不灵活可靠，弹簧有错位、

松脱或裂纹。 

日常排查、手动检查、无损检

测、更换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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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见表F.1。 

表F.1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大型游乐设施 

风险

点 
检查项目 标准 控制措施 

评价

级别 

管控级

别 

日常排查（安全管理

员或经过培训的人

员/每日） 

专项排查

（安全管理

员/随机） 

备注 

大型

游乐

设施 

人员持证情况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 

1.取得相关证件； 

2.作业证在有效期内； 

3.作业内容与证书项目相符。 

1、建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与作业

人员管理制度； 

2、定期检查作业人员证件有效期； 

3、建立岗位责任制度。 

3 级 黄 √ √ 示例 

人员安全培训

情况 

按规定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培训覆盖相关人

员 

1、建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与作业

人员培训制度； 

2；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并保留

相关培训记录，必要时，留存影像资料。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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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表G.1 重大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单位： 

序号 排查时间 排查岗位及人员 隐患内容 形成原因分析 整改措施 整改责任人 整改期限 验收时间及结果 验收人 

1 
2019.11.24 

（示例） 
班组/ 齿轮出现裂纹 自然磨损 

立即停止使用； 

时更换出现问题的吊钩片。 
 2019.11.25 

2019.11.25/完

成隐患整治，设

备恢复状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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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大型游乐设施双体系建设人员职责 

H.1 主要负责人职责 

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的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其使用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负

责的要求，以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的有关规定，其主要负责人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有： 

——组织制定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定期对体系建设工作情况进行调度、督导和考核； 

——组织建立大型游乐设施风险分级管控机制，督促、检查安全工作，及时消除大型游乐设施安全

事故隐患； 

——确定相关部门、相关岗位职务、责任和权力，确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配备大型游乐设

施安全管理员和作业人员； 

——确保全员参与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并履行其职责； 

——确保获得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所需要的资源。如人

力资源、专门技能、方法、信息系统、技术与财务资源等； 

——组织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组织制定并实施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及时、如实报告事故，组织事故抢救。 

H.2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负责人职责 

——负责组织和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负责组织起草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和有关实施文件，确保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

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负责组织制定隐患排查计划，组织或督促各级人员按计划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检查

事故隐患治理和措施落实情况； 

——组织制定本单位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

员及大型游乐设施司机的配备； 

——组织制定大型游乐设施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当安全管理员报告大型游乐设施存在事故隐患应当停止使用时，立即做出停止使用大型游乐设

施的决定，并且及时报告本单位主要负责人；  

——当安全管理员报告风险点（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危险源（危险有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当及

时变更措施； 

——负责组织对大型游乐设施风险辨识结果的评审，对风险点及其控制措施的汇总、协调、监督评

估。 

H.3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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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风险点（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危险源（危险有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向本单位大型游乐设

施安全管理负责人报告； 

组织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定期自行检查，编制大型游乐设施定期检验计划和定期修理保养计划，督促

落实定期检验、定期修理保养和隐患治理工作； 

发现大型游乐设施事故隐患，立即进行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大型游乐设施，并且

及时报告本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  

纠正和制止大型游乐设施操作和修理人员的违章行为。 

制定大型游乐设施管理制度、进行大型游乐设施的例行检查、负责大型游乐设施技术档案的交接和

管理； 

参与大型游乐设施事故调查、处理、应急预案和救援方法。 

负责组织本单位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负责技术档案的管理。 

H.4 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修理人员职责 

大型游乐设施操作修理人员应掌握大型游乐设施的风险分布及后果、可能存在的隐患及典型控制措

施，配合安全管理员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分级管控以及隐患排查治理。 

在操作修理过程中，发现风险点（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危险源（危险有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

向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员汇报，申请风险点（大型游乐设施）及其危险源（危险有害因素）变更。 

操作修理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并且按照规定的程序

向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人员和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 

严格执行大型游乐设施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并且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每次运行前应当向乘客告

知安全注意事项，对保护乘客的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运行时应当密切注意乘客动态及设备运行状态，

发现不正常情况，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参加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和应急演练，掌握相应的应急处置技能。熟悉应急救援流程。发生故障或

突发事件，应当立即停止运行或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乘客，并立即向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报告。 

如实记录设备的运行情况。 

H.5 其他部门及人员职责 

——财务部门负责保证安全费用的提取，以保证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实施与运行，

并监督经费的使用落实情况。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职权范围内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协调指导；负责职

权范围内的风险监督管理；负责职权范围内的隐患排查治理。 

——其他人员应知晓所在岗位的风险信息，按照风险分析管控清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表的

要求，落实风险管控措施，进行隐患排查治理。 

注：对于已经整体建立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的使用单位，在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时，对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安全方面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应当作出特殊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