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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腐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８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蚀国际防腐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青岛爱尔家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山剑石墨设备有限公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蒲新防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潘小洁、王宝柱、姚松年、高玉柱、张维、洪峰、张安智、黄晓东、赵相月、王伟、

王贵明、张炎明、高扬、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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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风险评价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价的总则，目标，管理要求，风险评价程序及内容、报

告、防控，监督和检查，信息管理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腐蚀风险的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价及相关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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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３６９４　风险管理　术语

ＧＢ／Ｔ２４３５３　风险管理　原则与实施指南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３６９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腐蚀风险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狉犻狊犽

由于物体腐蚀失效引起的破坏、伤害、损失或其他情况的可能性而产生后果的潜在影响。

３．２

评价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利用各种检验检测手段和技术，收集、分析并处理这些数据，以确定一个被评价物体状态的综合性

过程。

３．３

风险评价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腐蚀控制工程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

活动中的有关腐蚀源带来的危险、有害因素，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人们生命财产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

程度，提出安全措施，做出风险评价结论的活动。

注１：风险评价可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也可针对系统工程。

注２：风险评价按照实施阶段的不同分为三类：风险预评价、风险验收评价、风险现状评价。

３．４

风险预评价　狉犻狊犽狆狉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在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或腐蚀控制工程各要素、各环节组织实施之前，根据相关的基础资

料，辨识与分析建设工程项目、腐蚀控制工程各要素、各环节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与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预防风险措施，做出评价结

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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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风险验收评价　狉犻狊犽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或正式生产运行前，通过检查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检查腐蚀控

制工程各要素、各环节等风险预防措施的到位情况，检查风险预防措施规章制度健全情况，检查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建立情况，审查确定建设工程项目的有关腐蚀控制工程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从整体上确定建设工程项目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做出评价结论的

活动。

３．６

风险现状评价　狉犻狊犽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针对腐蚀控制工程各要素、各环节的事故风险、安全管理等情况，辨识与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

素，审查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预测因腐蚀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

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的活动。

３．７

经济性与风险评价　犲犮狅狀狅犿狔犪狀犱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针对经济投入与腐蚀风险间的权衡而进行的有效性分析。

３．８

缓解　狉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预制定的一系列措施能够抑制或降低工程腐蚀的风险。

３．９

风险评价机构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依法取得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相应的资质，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风险评价活动的社会中介

服务组织。

３．１０

风险评价人员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依法取得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人员资格证书，并经从业登记的专业技术人员。

３．１１

风险识别　狉犻狊犽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注１：风险识别包括对风险源、事件及其原因和潜在后果的区别。

注２：风险识别可能设计历史数据、理论分析、专家意见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３．１２

风险分析　狉犻狊犽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理解腐蚀风险性质、确定风险等级的过程。

注１：风险分析是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决策的基础。

注２：风险分析包括风险评价。

３．１３

定性评价方法　狇狌犪犾犻狋犪狋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评价结果一般为风险等级或其他定性描述的方法。

注：代表方法有风险矩阵法、安全检查表法等。

３．１４

半定量评价方法　狊犲犿犻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评价结果一般为一相对数值，用其高低来表示风险高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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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方法有肯特打分法。相对数值无量纲。

３．１５

定量评价方法　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评价结果一般是数值，用数值大小表示风险高低的方法。

注：代表方法有概率风险评价、故障树分析、事件树分析、数值模拟方法等。数值有量纲。

４　总则

４．１　目的

应对腐蚀控制工程各要素以及要素间的整体性、系统性、相互协调和优化性进行评价，确保腐蚀控

制工程的安全性、经济性、全周期运行。

４．２　评价原则依据

腐蚀风险评价应体现ＧＢ／Ｔ２４３５３风险管理的原则。

４．３　评价内容依据

应对腐蚀控制工程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价，对全过程持续评价和控制风险，确定风险因素的

权重，评价内容应涵盖ＧＢ／Ｔ３３３１４规定的各要素。

４．４　评价结果依据

风险评价结果应作为腐蚀控制工程设计、过程管理、验收及持续改进、完善的依据。

５　目标

５．１　总体目标

应针对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各要素进行风险评价，评价的方法应符合安全、质量和环境的要

求，并与项目主体工程风险管理的目标保持一致。

５．２　阶段目标

风险评价应贯穿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针对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风险评价技

术方法。

５．３　控制目标

应在风险评价后，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缓解腐蚀发生的风险或在可容许范畴内。

６　管理要求

６．１　评价对象

６．１．１　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存在腐蚀隐患可能造成破坏或伤亡事故或其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应

进行腐蚀风险评价。亦可根据实际需要自愿进行风险评价。

６．１．２　评价对象应自主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腐蚀控制工程腐蚀风险评价机构按有关规定进行风险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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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评价对象应为风险评价机构创造必备的工作条件，如实提供所需的资料和样品。

６．１．４　评价对象应根据风险评价报告提出的风险对策措施建议及时进行整改。

６．１．５　同一评价对象的腐蚀预评价和腐蚀控制工程验收评价，宜由不同的风险评价机构分别承担。

６．１．６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预风险评价机构的正常活动，不得指定评价对象接受特定风险评价机构

开展风险评价，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风险评价机构开展正常业务活动。

６．２　工作规则

６．２．１　资质和资格管理

６．２．１．１　风险评价机构实行资质许可制度。

风险评价机构应依法取得风险评价机构资质许可，并按照取得的相应资质等级、业务范围开展风险

评价。

６．２．１．２　风险评价机构应通过风险评价机构年度考核保持资质。

６．２．１．３　取得风险评价机构资质应经过初审、条件核查、许可审查、公示、许可决定等程序。

风险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详见附录Ａ。条件核查要求如下：

ａ）　条件核查包括材料核查、现场核查、会审等三个阶段。

ｂ）　条件核查实行专家组核查制度。材料核查２人为１组；现场核查３人～５人为１组，并设组长

１人。

ｃ）　条件核查应使用规定格式的核查记录文件。核查组独立完成核查，如实记录并做出评判。

ｄ）　条件核查的结论由专家组通过会审的方式确定。

ｅ）　生产单位依据条件核查的结论，经许可审查合格，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做出资质许可决定；

对公示期间存在异议或受到举报的，在进行情况核实后再做出决定。

ｆ）　政府主管部门依据国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需要，制订风险评价机构发

展规划，对总体规模进行科学、合理控制，以利于风险评价工作的有序、健康发展。

６．２．１．４　业务范围：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类别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现状，风险评价的业务范围划分为两

大类，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时调整。风险评价业务分类详见附录Ｂ。

６．２．１．５　取得《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在履行从业登记，取得从业登记编号后，

方可从事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工作。风险评价人员应在所登记的风险评价机构从事风险评价工作。

６．２．１．６　风险评价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参加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人员继续教育保持资格。

６．２．１．７　风险评价人员不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风险评价机构从事风险评价工作。

６．２．１．８　从业的风险评价人员应按规定参加风险评价人员的业绩考核。

６．２．２　运行规则

６．２．２．１　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机构与被评价对象存在投资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咨询、物资

供应等各种利益关系的，不得参与其关联项目的风险评价活动。

６．２．２．２　风险评价机构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风险评价业务。

６．２．２．３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并自觉维护风险评价市场

秩序，公平竞争。

６．２．２．４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保守被评价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６．２．２．５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科学、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风险评价。

６．２．２．６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真实、准确地做出评价结论，并对评价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６．２．２．７　风险评价机构应自觉按要求上报工作业绩并接受考核。

６．２．２．８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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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９　风险评价机构、风险评价人员应对在当时条件下做出的风险评价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６．３　过程控制

６．３．１　风险评价机构应编制风险评价过程控制文件，规范风险评价过程和行为，保证风险评价质量。

６．３．２　风险评价过程控制文件主要包括机构管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内部资源管理和公共资源管理

等内容。

６．３．３　风险评价机构开展业务活动应遵循风险评价过程控制文件的规定，并依据风险评价过程控制文

件及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对风险评价全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

７　风险评价程序

风险评价程序包括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对象单元，定性、定量评价，提出

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编制风险评价报告。风险评价程序框图见附录Ｃ。

８　风险评价内容

８．１　评价准备

明确评价对象，备齐有关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章、规范等资料。

８．２　评价识别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存在的部位、方式，以及发生作用的

途径和变化规律。

８．３　评价单元

评价对象单元划分应科学、合理、便于实施评价，相对独立且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

８．４　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可分为三类：定性方法、半定量方法和定量方法。应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选择合理的评

价方法，对评价对象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进行评价。

８．５　评价对策

８．５．１　依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与定性、定量和半定量评价结果，遵循针对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

理性的原则，提出消除或减弱危险、危害的技术和管理对策措施建议。

８．５．２　对策措施建议应具体详实，具有可操作性。按照针对性和重要性的不同，措施和建议可分为应

采纳和宜采纳两种类型。

８．６　完整性评价

在保证腐蚀控制工程安全的前提下，风险评价机构应对腐蚀控制工程的完整性进行分析、评价。

８．７　经济性与风险评价

在保证腐蚀控制工程安全的前提下，风险评价机构应对腐蚀风险之间的权衡、前期资本或操作、维

修投资、延期或额外费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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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体系运行的有效性评价

在保证腐蚀控制工程安全的前提下，风险评价机构应对腐蚀控制工程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评价。

８．９　补救措施评价

在保证腐蚀控制工程安全的前提下，风险评价机构应对腐蚀控制工程补救措施进行分析、评价。

８．１０　风险评价结论

８．１０．１　风险评价机构应根据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严谨、明确地做出评价结论。

８．１０．２　风险评价结论的内容应包括高度概括评价结果，从风险管理角度给出评价对象在评价时与国

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符合性结论，给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预测

性结论，以及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的安全状态等。

９　风险评价报告

９．１　报告的作用

风险评价报告是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过程的具体体现和概括性总结。风险评价报告是评价对象

实现安全运行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对完善自身安全管理、应用安全技术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作用。风险

评价报告作为第三方出具的技术性咨询文件，可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

单位对评价对象的安全行为进行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范的符合性判别所用。

９．２　报告要求

风险评价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过程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提出

的资料应清楚可靠，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

９．３　报告格式

风险评价报告的格式见附录Ｄ。

１０　风险防控（应急预案）

１０．１　风险防控内容

腐蚀控制工程风险主要是对包括风险评价结果提出的腐蚀控制措施的改变，包括腐蚀控制技术方

案，腐蚀源、主体工程的应对措施的改变和优化。在原程序文件的基础上，识别风险点，确定风险类别，

进行风险分析，并用相应的风险评价准则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级别，需要制定控制措施的，依据评价

结果，制定风险应对措施，制定相应的文件和方案。

１０．２　风险防控要求

对于腐蚀风险应对措施的制定，应评估其剩余风险是否可以承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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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　风险防控的过程控制

执行腐蚀风险应对措施会引起腐蚀控制工程的改变，需要跟踪、监督腐蚀控制工程本身风险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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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主体工程的有关环境信息，并对变化的风险进行评估，必要时重新制订风险应对措施。

１０．４　风险防控计划

在选择了腐蚀风险应对措施之后，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计划，计划中应当包括以下信息：

ａ）　预期的收益；

ｂ）　考核指标及其考核方法；

ｃ）　腐蚀风险管理责任人及实施风险应对措施的人员安排；

ｄ）　腐蚀风险应对措施涉及的具体业务和管理活动；

ｅ）　选择多种可能的风险应对措施时，实施风险应对措施的优先次序；

ｆ）　报告和监督、检查的要求；

ｇ）　与适当的责任人的沟通安排；

ｈ）　资源需求，包括应急机制的资源需求；

ｉ）　执行时间表等。

１１　监督和检查

１１．１　责任

应明确腐蚀风险评价及后续风险管理的监督和检查的责任。

１１．２　监督和检查的内容

监督和检查可能包括：

ａ）　监测腐蚀事件，分析变化及其趋势并从中吸取教训；

ｂ）　发现内部和外部环境信息的变化，包括腐蚀源本身的变化、可能导致的腐蚀控制措施及其实施

优先次序的改变；

ｃ）　监督并记录腐蚀控制措施实施后的剩余风险，以便在适当时做进一步处理；

ｄ）　适用时，对照腐蚀控制实施计划，检查工作进度与计划的偏差，保证腐蚀控制措施的设计和执

行有效；

ｅ）　报告关于腐蚀风险、腐蚀控制计划的进度和管理方针的遵循情况；

ｆ）　可实施腐蚀风险管理绩效评估。

１１．３　绩效评估

风险管理绩效评估应被纳入到组织的绩效管理以及组织对内、对外的报告体系之中。

１１．４　监督和检查活动

监督和检查活动包括常规检查、监控已知的风险、定期或不定期检!。定期或不定期检!都应被列
入腐蚀风险应对计划。

１１．５　记录和报告

适当时，腐蚀监督和检查的结果应当有记录并对内或对外报告。

７

犌犅／犜３７１８３—２０１８



１２　沟通和记录

１２．１　沟通

１２．１．１　在腐蚀风险评价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应与内部和外部相关者有效沟通，以保证实施风险评

价的责任人和腐蚀控制工程及主体工程的责任人能够理解风险评价的过程和决策依据，以及需要采取

某些行动的原因。

１２．１．２　由于腐蚀控制工程及主体控制的重要性、风险接受程度、资金投入的不同，其风险准则也不同，

并可能对风险评价结果有重要影响。因此，在风险评价过程中应当与相关者进行充分沟通，识别并记录

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偏好，制定合适的风险准则。

１２．２　记录

１２．２．１　应认识到记录是实施和改进整个风险管理过程的基础。

１２．２．２　建立记录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ａ）　出于管理的目的而重复使用信息的需要；

ｂ）　进一步分析风险和调整风险应对措施的需要；

ｃ）　风险管理活动的可追溯要求；

ｄ）　沟通的需要；

ｅ）　法律、法规和操作上对记录的需要；

ｆ）　组织本身持续学习的需要；

ｇ）　建立和维护记录所需的成本和工作量；

ｈ）　获取信息的方法、读取信息的容易程度和储存媒介；

ｉ）　记录保留期限；

ｊ）　信息的敏感性。

１３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工作的内容包括：数据采集、信息收集，数据和信息的整理、分析和评判，自动预警处理，

故障诊断，质量预测及性能评价。

８

犌犅／犜３７１８３—２０１８



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风险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图

风险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见图Ａ．１。

图犃．１　风险评价机构资质申报、审查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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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风险评价业务分类

犅．１　一类，包括：

ａ）　核工业设施；

ｂ）　长距离输送油气埋地管道；

ｃ）　海上石油开采业；

ｄ）　石油化工业；

ｅ）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

ｆ）　水利、火力发电业。

犅．２　二类，包括：

ａ）　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ｂ）　陆地运输业（包含铁路、城市轨道、道路等）；

ｃ）　水上运输业（包括船舶）；

ｄ）　采煤、洗煤业；

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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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风险评价程序框图

风险评价程序框图见图Ｃ．１。

图犆．１　风险评价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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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风险评价报告格式

犇．１　评价报告的基本格式要求

基本格式如下：

ａ）　封面；

ｂ）　风险评价资质证书影印件；

ｃ）　著录项；

ｄ）　前言；

ｅ）　目录；

ｆ）　正文；

ｇ）　附件；

ｈ）　附录。

犇．２　规格

风险评价报告应采用Ａ４幅面，左侧装订。

犇．３　封面格式

犇．３．１　封面内容

封面的内容应包括：

ａ）　委托单位名称；

ｂ）　评价项目名称；

ｃ）　标题；

ｄ）　风险评价机构名称；

ｅ）　风险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ｆ）　评价报告完成时间。

犇．３．２　标题

标题应统一写为“××腐蚀控制工程风险评价报告”，其中××应根据评价项目的类别填写为：预验

收或现状。

犇．３．３　封面式样

封面式样如图Ｄ．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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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犇．１　封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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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４　著录项格式

犇．４．１　布局

“风险评价机构法定代表人、评价项目组成员”等著录项一般分两页布置。第一页署明安全评价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评价项目负责人等主要责任者姓名，下方为报告编制完成的日期及风险

评价机构公章用章区；第二页则为评价人员、各类技术专家以及其他有关责任者名单，评价人员和技术

专家均应亲笔签名。

犇．４．２　样张

著录项样张如图Ｄ．２和图Ｄ．３所示。

图犇．２　著录项首页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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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人 员

姓名 资格证书号 从业登记编号 签 字

项目

负责人

项目

组成员

报告

编制人

报告

审核人

过程控制

责任人

技术

负责人

（此表应根据具体项目实际参与人数编制）

技 术 专 家

姓　名　　　　　　　　　　　　　　　签　字

（列出各类技术专家名单）

图犇．３　著录项次页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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