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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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中标智能质量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三才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安徽朔泰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宿州浩信体育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德仁名流体育运动服务有限公司、池州

学院、亳州华体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夏秀琳、王亚萍、李璇、王玲、胡云霞、胡南萍、耿天霖、仇光辉、戴见霖、

陈丽、卢一萍、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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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场馆风险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游泳场馆风险管理的管理原则、管理要求、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本文件适用于游泳场馆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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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 19079.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部分:游泳场所 

CJJ 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管理原则 

全面性原则 

风险管理应当贯穿游泳场馆各个部分及活动的各个环节。 

组合管理原则 

应考虑各类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集中度,从组合管理的角度识别、测量、管控风险。 

安全原则 

识别游泳场馆的安全风险，通过把风险降低到低风险程度来达到游泳场馆的安全。 

5 管理要求 

组织架构 

5.1.1 游泳场馆应建立科学、规范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明确各层级、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保证其在风

险管理和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5.1.2 应当建立合理的流程以有效地识别、评估和管控风险。 

5.1.3 决策层对风险总负责,确保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业务所承担的各类风险。 

5.1.4 管理层负责制定、审査和监督执行风险管理、程序,及时了解风险水平及其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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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行 

游泳场馆风险管理应充分考虑以下潜在风险： 

—— 确定组织机构，明确相关职责； 

—— 确定书面的安全管理程序，应包括： 

• 明确关键责任者的姓名和职责； 

• 列出潜在风险以及对应的预防措施； 

• 明确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办法； 

• 确定管理程序时刻有效； 

• 确保员工遵循管理程序。 

—— 识别潜在风险,评估其危险程度，为预防风险发生，设置相关作业规程，并依规程培训员工； 

—— 监控安全管理程序的运行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定期进行相应的调整。 

6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程序 

风险评估程序包括：预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的分析、危险（源）识别、风险估计分析、

风险评价等步骤。风险评估程序见图1。 

开始

预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

见的误使用的分析

危险（源）识别

风险估计

风险评价

是否达到低风险

降低风险

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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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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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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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风险评估程序 



DB34/T 4148—2022 

3 

风险评估内容 

6.2.1 预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的分析 

6.2.1.1 使用人群分析 

应明确游泳场馆的使用人群（包括预期的使用人群、非预期的使用人群）的特征，如性别、年龄、

知识水平、身体状况等，对于特殊使用人群（如：老年人、儿童、患有某些疾病人群等）需加以特别关

注。 

6.2.1.2 使用环境分析 

应考虑游泳设施设备用品等在使用过程中的条件（如环境温度、水质变化等）。 

6.2.1.3 预期使用分析 

分析使用人群对游泳场馆预期的使用和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考虑使用人群的正常操作和可能的误

操作及故障情况下的行为。 

6.2.2 风险识别 

6.2.2.1 概述 

识别出游泳场馆在游泳场馆及周边、救生设备用品、辅助设备设施、游泳场馆相关人员、制度要求、

环境要求等可能对顾客造成的潜在危险。游泳场馆的风险识别内容应满足附录A的规定。 

6.2.2.2 风险识别原则 

全面原则、持续原则、主次分明原则、分层原则。 

6.2.2.3 运行识别 

运行程序识别应包括： 

—— 游泳场馆及周边； 

—— 救生设备用品； 

—— 辅助设备设施； 

—— 游泳场馆相关人员； 

—— 制度要求； 

—— 环境要求。 

6.2.2.4 识别途径 

危险（源）识别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 

—— 相关法规、标准； 

—— 行业专家、科研人员的研究报告； 

—— 事故报告； 

—— 消费者投诉； 

—— 相关数据库信息等； 

—— 游泳场馆伤害事件媒体报道。 

6.2.3 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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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概述 

危险（源）识别后，应对每种危险状态进行风险估计。风险估计可使用适宜的方法，在可获得适当

数据时，应优先考虑定量的风险估计，在没有合适的数据时，可考虑定性的风险估计方法。 

6.2.3.2 风险要素 

6.2.3.2.1 伤害程度 

人体的伤害程度一般可分为四级，即非常严重、严重、一般、微弱，见表1。 

表1 伤害程度分级 

等级 特征描述 

非常严重 导致灾难性的伤害。该伤害可导致死亡、身体残疾等。 

严重 会导致不可逆转的伤害（如疤痕等）。该类伤害对人体将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般 在门诊对伤害进行处理即可。该类伤害对人体造成的影响一般。 

微弱 对人体造成某种程度的不舒适感。该类伤害对人体的影响较轻。 

6.2.3.2.2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类型，一般可分为八种，见表2。 

表2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类型 

可能性类型 特征描述 可能性 

Ⅰ 伤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 ＞ 50% 

Ⅱ 经常发生伤害事件。 ＞ 1/10 

Ⅲ 有一定的伤害事件发生可能性，不属于小概率事件。 ＞ 1/100 

Ⅳ 有一定的伤害事件发生可能性，属于小概率事件。 ＞ 1/1000 

Ⅴ 会发生少数伤害事件，但可能性较小。 ＞ 1/10000 

Ⅵ 会发生少数伤害事件，但可能性极小。 ＞ 1/100000 

Ⅶ 不会发生，但在极少数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 ＞ 1/1000000 

Ⅷ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伤害事件。 ≤ 1/1000000 

6.2.4 风险评价 

针对识别出的各类危险(源)，评估游泳场馆该种危险（源）的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划分一般可采用

矩阵法（见表3）。如果其风险达到了低风险水平，则完成整个风险评估过程；反之，则需要进行风险

应对，直到其风险达到低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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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游泳场馆危害的风险等级 

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伤害发生的严重程度 

非常严重 严重 一般 微弱 

Ⅰ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Ⅱ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一般风险 

Ⅲ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一般风险 

Ⅳ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低风险 

Ⅴ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Ⅵ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Ⅶ 一般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Ⅷ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7 风险应对 

在安全风险应对方面，根据游泳场馆危害的风险等级不同分别用四种应对方式进行处理，具体见表

4。 

表4 风险应对策略选择 

风险等级 应对策略 

重大风险 风险规避 

较大风险 风险转移 

一般风险 风险控制 

低风险 风险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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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游泳场馆风险识别内容 

游泳场馆风险识别内容见下表A.1： 

表A.1 游泳场馆风险识别内容 

风险类型 风险因素 

一、游泳场馆及 

周边 

1、游泳场馆有视线盲区。 

2、游泳场馆池壁及池底不光洁、未做防滑、渗水、池角及底角呈方角。 

3、游泳场馆内的给水、排水口未设置安全防呼吸罩。 

4、有深水区和浅水区的游泳场馆，未设置浅水区隔离带。 

5、游泳场馆浅水区水深大于 1.2 m，儿童游泳场馆的水深大于 0.8 m。 

6、游泳场馆周围无醒目的水深度标识，无深水区、浅水区警示标识。 

7、儿童池无醒目标识，配置了戏水设备。 

8、泳道未使用泳线分割。 

9、带出发台的游泳场馆，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 6.0 m 的范围内，水深小于 1.5 m。 

10、水面面积在 500 ㎡以下的游泳场馆未设置 2 个出入水扶梯；水面面积在 500 ㎡及以上的游

泳场馆未设置 4 个出入水扶梯。 

11、扶梯扶手不稳固、表面粗糙，扶梯踏板无防滑措施，有锐边、锐角和毛刺。 

12、游泳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小于 200 lx。 

二、救生设备用品 

1、救生用设备用品不符合 GB 19079.1 的规定。 

2、救生观察台自水面至椅面的高度未达 1.5 m。 

3、未配备专用急救箱，配有急救药品，并于醒目位置设置急救点。 

4、未配备 AED 除颤仪。 

三、辅助设备设施 

1、未分设与游泳场馆容量相符的男、女更衣室、淋浴间、卫生间，无存放衣物的设施。 

2、游泳场馆、卫生间、淋浴间及更衣室等公共区域地面未采取防滑措施，未及时进行维护、保养

或更换。 

3、游泳场馆、卫生间、淋浴间、更衣室无通风装置。 

4、更衣室与游泳场馆之间未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消毒池长度应不小于 2m，宽度应与走

道相通，有效水深不小于 0.2 m。 

5、室内游泳场所和开放夜场的游泳场所未配置应急照明灯。 

6、未配置池水循环、净化、消毒处理设备，新建游泳场馆配置的水处理设备不符合 CJJ 122 的要

求。 

7、未配备余氯、pH 值、水温度计、浊度仪等水质监测仪器。 

8、游泳场馆等重点区域未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或重点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不符合以下

要求： 

—— 公共区域全覆盖、无死角； 

—— 高清摄像头； 

—— 监控记录应至少保存三个月。 

9、公共区域未安装可供家长观看的可视化监控。 

10、深水区未配备水下救生监控系统。 

11、未安装防溺水智能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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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游泳场馆风险识别内容（续） 

风险类型 风险因素 

四、游泳场馆相关人

员 

1、水面面积在 250 ㎡及以下的游泳场馆，配备游泳救生员未达 3 人；水面面积在 250 ㎡以上

的游泳场馆，未按照面积每年增加 250 ㎡及以内增加 1 人的比例，配备游泳救生员。其中流动

救生员的数量应不少于 1 人。 

2、每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指导的培训对象超过了 10 人。 

3、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未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未佩戴明显标识。 

4、未在醒目位置公示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

信息。 

5、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人兼任。 

6、水质管理员未经过专门培训后上岗。 

五、制度要求 

1、未建立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至少包括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水质管理员等

关键岗位，并在醒目位置悬挂。 

2、未建立下列制度，并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 

—— 人数控制制度，人均游泳面积应不小于 2.5 ㎡。应对进场参加游泳活动的游泳者人数

进行统计，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采取限制措施； 

—— 健康体检制度，对体检要求或需提供医院证明的人群等事项进行规定； 

—— 深水区游泳管理制度，实施深水合格证研制制度； 

—— 游泳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对设备的安全检查、维修与维护进行规定； 

—— 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规定每年应至少进行两次模拟演习及培训目标； 

—— 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规定每年应至少进行四次模拟演习及演练要

求； 

—— 卫生检查制度，对检查区域、频次进行规定； 

—— 淋浴管理制度，明确负责人、注意事项等； 

—— 意外事故上报制度，明确事故类型、上报程序、各环节责任人等； 

——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对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设施，明确责任人员。 

六、环境要求 

1、游泳场所环境不符合 GB 19079.1 的规定。 

2、未公示当日天气、水温、水质情况信息。 

3、游泳场馆的水温低于 26℃。 

4、游泳场馆及周边、更衣室、淋浴间、卫生间、过道等公共区域未保持干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