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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评估范围与评估原则、评估程序及内容、

评估成果管理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省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领域管理部门开展城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不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安全风险评估，不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风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文件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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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4353 风险管理 指南 

GB/T 2792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GB/T 35561  突发事件分类与编码 

GB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AQ/T 3046 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导则 

MZ/T 031 自然灾害风险分级方法 

NB/T 10575 风电场重大危险源辨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风险 safety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

的严重性的组合。 

3.2  

风险源 risk source 

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的内在要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本文件中风险

源主要包括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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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评估单元 assessment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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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安全风险评估的需要，将被评估对象分成的有限、确定范

围的单元。 

3.4  

安全风险评估 safety risk assessment 

根据划分的评估单元，对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分析、分级、管控的全部过程。 

3.5  

风险辨识 risk identification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也称为风险识别。 

3.6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对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的过程。 

3.7  

风险分级 risk classification 

通过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风险点、企业整体风险进行半定量、定量评价，根据评价结

果划分等级的过程。 

3.8  

风险管控 risk control 

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过程的总称。 

3.9  

承灾体 hazard-affected body 

承受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对象。包括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包括自然环

境。 

3.10  

脆弱性目标 vulnerability target 

面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承灾体自身存在较易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因素，具有易受伤

和易被损坏特性的对象。 

注：本文件中提及的脆弱性目标，包括GB 36894中所指的防护目标。 

4 评估范围与评估原则 

4.1 评估范围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范围涵盖城市主要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区域、城市公共设施和自然灾

害承灾体等。 

4.2 评估原则 

4.2.1 系统性。基于现场调查资料，全面系统的辨识和分析各类风险，针对性提出风险管控

措施。 

4.2.2 科学性。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风险点、企业整体风险进行等级划分，便于实施风

险分级监管。 

4.2.3 延续性。要求建立风险动态更新机制，实现风险持续更新。 

5 评估程序及内容 

5.1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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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评估程序包括：前期准备、现场调查、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分级、风险

管控、风险汇总、风险交流、风险更新等。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流程图见附录 A。 

5.2 前期准备 

5.2.1 确定评估对象 

应结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明确评估工作空间上的范围性和时效性。 

5.2.2 组建工作机构 

5.2.2.1 根据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成立风险评估领导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沟通联络和督导

检查等工作。 

5.2.2.2 组建风险评估工作组，负责评估工作方案制定、技术指导、评估实施和评估报告编

制等工作。 

5.2.3 制定工作方案 

风险评估工作方案内容至少包括：工作程序、工作组成员（提出专业要求）、工作内容

（包括实地调查名单）、进度安排、保障措施等。 

5.2.4 开展动员培训 

对参与风险评估的相关人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评估范围、程序、方法和任务分工等。 

5.3 现场调查 

5.3.1 基本要求 

5.3.1.1风险评估工作组应严肃调查纪律、配备齐全的调查装备和劳动防护用品，进入危险

区域必须由相关区域的直接管理单位安排专门人员陪同引领，防止调查过程出现事故。 

5.3.1.2 对调查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记录，相关资料存档。 

5.3.1.3 对调查过程中涉密事项按相关规定执行。 

5.3.2 实地调查 

5.3.2.1 根据工作方案确定的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区域、城市公共设施和自然灾害承灾体等

实地调查名单，前往现场实地进行风险排查，采集特征参数信息，调查应急资源，并留存关

键工艺设备设施、场所和部位的影像资料。 

5.3.2.2 必要时对评估范围外可能对评估对象安全构成威胁的风险源进行调查。 

5.3.3信息收集 

未列入实地调查名单的风险源，应制定资料收集清单和数据采集表，明确资料提供部门、

提供方式和时限等要求，宜使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风险信息采集与分析。 

5.4 风险辨识 

5.4.1 辨识范围 

辨识范围包括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风险。 

5.4.2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草原火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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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事故灾难风险 

5.4.3.1 工业企业事故灾难风险。包括化工（包含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煤矿、非煤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行业的事故灾难风险（简称

为行业类风险）。 

5.4.3.2 人员密集区域事故灾难风险。包括商业综合体、客运车站和火车站、客运码头、民

用机场航站楼、医院、展览馆、博物馆、景区、宗教活动场所、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福利院、高层建筑等场所的事故灾难风险(简称为

场所类风险)。 

5.4.3.3 城市公共设施事故灾难风险。包括城市生命线（供气、供电、供水）保障企业等行

业类风险，以及老旧房屋、交通道路（包括桥梁隧道）、堤防、河道、水库等公共设施的事

故灾难风险(简称为公共设施类风险)。 

5.5 风险分析 

5.5.1 分析方法 

根据数据详实程度和风险评估目的，选择适用的定性、半定量、定量或以上方法的组合

进行风险分析，可参考GB/T 27921中提供的技术和方法。有明确行业风险分析方法的，可按

其行业标准执行。 

5.5.2 自然灾害分析 

5.5.2.1 按照GB/T 35561的事件分类，对自然灾害进行分析。 

5.5.2.2 涉及自然灾害的多灾种致灾，宜进行聚类效果评估，可参照FXPC/YJ P-05。 

5.5.3 事故灾难风险分析 

5.5.3.1按照GB 6441的事故分类，并结合GB/T 35561的事件分类，对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区

域、城市公共设施等存在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 

5.5.3.2涉及危险化学品的重大风险，宜采用灾害事故后果模拟等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可参

照AQ/T 3046。 

5.6 风险分级 

5.6.1自然灾害风险分级 

5.6.1.1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分别

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5.6.1.2 自然灾害风险分级，应按MZ/T 031规定执行。 

5.6.2 行业类、场所类风险分级 

5.6.2.1行业类、场所类风险等级划分为红色风险、橙色风险、黄色风险和蓝色风险四个等

级。 

5.6.2.2 危险化学品生产、带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以及煤矿企业、非煤矿山企业等整体风

险，已有明确行业风险分级方法的，应按其规定执行。 

5.6.2.3现行未明确整体风险分级方法的其他行业类、场所类风险，可依据其风险特征，从

固有危险性（物质危险性、火灾爆炸危险性）、安全管理、设备设施、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标准符合性情况等方面，采用德尔菲法等半定量、定量方法进行安全风险分级。有明确行业

风险分级方法时，应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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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公共设施类风险分级 

5.6.3.1公共设施类风险等级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分

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5.6.3.2对于公共设施类风险，可采用风险矩阵法等半定量、定量方法进行安全风险分级。 

5.7 风险管控 

5.7.1 应合理选择并执行工程技术、安全管理、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一种或多种风险管控

措施。 

5.7.2 应实施风险分级监管，针对不同风险等级，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安全监管措施。 

5.8 风险汇总 

5.8.1 风险清单 

5.8.1.1 汇总风险评估结果，建立城市典型安全风险清单和城市安全风险分级清单，明确风

险清单对应的责任主体。 

5.8.1.2 城市典型安全风险清单包括：重大安全风险清单、重大危险源清单、脆弱性目标清

单等。附录B、附录C、附录D分别列举了重大安全风险清单、重大危险源清单、脆弱性目标

清单样表。 

5.8.1.3城市安全风险分级清单包括：自然灾害和行业类、场所类、设施类风险分级清单。 

5.8.2 安全风险分布地图 

根据城市安全风险分级清单，绘制四色等级安全风险分布地图，实现风险基本情况、风

险分级等信息实时查询和动态更新。 

5.9 风险交流 

5.9.1 要求 

风险交流应贯穿于风险评估全过程，确保不同观点和风险得到充分考虑和辨识。 

5.9.2 交流和记录 

制定座谈交流提纲，明确交流内容和时间安排。风险交流内容应包括安全监管要求、灾

害事故情况、主要风险和风险管控措施、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等。应记录交流的时间、

地点、参会人员、交流内容和达成的共识等。 

5.10 风险更新 

根据风险管控情况，建立风险动态更新机制，该更新机制应明确安全风险评估周期或风

险更新条件，定期进行风险评估，更新风险信息。 

6 评估成果管理 

6.1 评估报告内容 

评估报告应全面反映风险评估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论点明确，资料应详实可靠。

应在评估报告编制完成后，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建议。评估报告格式要求见附录E。 

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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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录； 

——编制说明； 

——区域（行业领域）概况；包括：被评估城市简介，所在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及周

边交通概况，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主导产业等；总体发展规划、安全专项规划介绍；地理位

置、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象、地震烈度等自然条件情况；  

——评估单元划分和风险分级方法选择；包括：划分的评估单元应相对独立，具有明显

的特征界限，便于实施评估，评估单元宜划分为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区域、城市公共设施和

自然灾害等；为各评估单元选择合理的风险分级方法。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分级； 

——风险管控； 

——结论与建议；包括：被评估城市总体安全风险水平，以及工作建议。 

——附件（城市典型安全风险清单、城市安全风险分级清单等）。 

6.2 评估成果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成果主要包括： 

a)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b) 城市安全风险分布地图； 

c) 其他成果材料。 

6.3 成果应用 

评估工作完成后，评估成果可以用于： 

a) 根据评估成果，完成城市风险源治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分级监管； 

b) 评估成果可作为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安全专项规划的编制依据； 

c) 评估成果和相关资料可纳入城市大数据体系，为城市安全大数据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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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流程图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流程图见图A.1。 

 

 

 

 

 

 

 

 

 

 

 

 

 

 

 

 

 

 

 

 

 

 

 

 

 

 

 

 
 

 

           

 

图A.1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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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重大安全风险清单样表 

重大安全风险清单样表见表 B.1。 

表 B.1 重大安全风险清单样表 

序

号 
风险点名称 

风险属性 所在位置 所属单位 
主管 

（监管） 

部门 

风险评价 

方法 

风

险 

等

级 

主要管控措施 
主要风险因素 

可能发生的 

事故类型 
详细地址 经纬度 

单位 

名称 
负责人 

联系 

电话 

             

注：①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应结合行业特点依据 GB 6441 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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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爆炸、中毒和窒息，以及其它伤害等。②风险评价方法：风险矩阵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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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重大危险源清单样表 

重大危险源清单样表见表 C.1。 

表 C.1 重大危险源清单样表 

序号 企业名称 重大危险源名称 

重大危险源特征 

涉及危险化学品/危险源 级别 类型 

      

注：重大危险源特征依据 GB 18218、NB/T 10575 等重大危险源辨识依据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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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脆弱性目标清单样表 

脆弱性目标清单样表见表 D.1。 

表 D.1 脆弱性目标清单样表 

序

号 

脆弱性目标 面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主管 

（监管） 

部门 

脆弱性目标周边风险点 

主要管控措施 名称 防护目标类型 所在位置 
高峰时段 

人员数量 

高峰时段 

时间 

脆弱性目标 

周边风险点 

可能发生的 

事故类型 

          

注：脆弱性目标，是指面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承灾体自身存在较易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因素，具有易受伤和易被损坏特性的对象。主要包括 GB 36894 中所指的防护目标：（一）

高敏感防护目标：1.文化设施；2.教育设施；3.医疗卫生场所；4.社会福利设施；5.其他在事故场景下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低群体聚集的场所。（二）重要防护目标：1.公共图

书展览设施；2.文物保护单位；3.宗教场所；4.城市轨道交通设施；5.军事、安保设施；6.外事场所；7.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或事故场景下人员不便撤离的场所。（三）一般防护

目标：1.住宅及相应服务设施；2.行政办公设施；3.体育场馆；4.商业、餐饮业等综合性商业服务建筑；5.旅馆住宿业建筑；6.金融保险、艺术传媒、技术服务等综合性商务办公

建筑；7.娱乐、康体类建筑或场所；8.公共设施营业网点；9.其他非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10.交通枢纽设施；11.城镇公园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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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 

评估报告格式要求 

E.1版面格式 

评估报告应采用 A4版面，左侧装订。 

E.2 封面格式 

E.2.1封面内容应包括评估对象名称＋标题、报告编制单位名称、报告完成时间。 

E.2.2 标题统一写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E.2.3 封面式样如图 E.1所示。 

评估对象名称＋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二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加粗，居中） 

报告编制单位名称（三号仿宋 GB2312 加粗，居中） 

报告完成日期（三号仿宋 GB2312 加粗，居中） 

图 E.1封面式样 

E.3目录格式 

目录采用小四号字体。 

E.4正文格式 

一级标题采用二号仿宋 GB2312加粗；二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三级标题采用三号仿宋

GB2312加粗；正文采用三号仿宋 GB2312，首行缩进 2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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