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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河南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司恭、韩瑜、张胜利、许亮、郭红卫、杨伟利、吕飞业。 

本标准参与起草人：程金虎、耿剑统、周朝晖、刘黎明、雷颖、靳松、岳志奇、赵东方、冯秋霞、

魏萌萌、滕丽敏、张特曼、王占平、赵攀飞、陈彦霞、许科、刘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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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区域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要求、程序、内容和文件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和规范区域安全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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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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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码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区域  

可整体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分析、分级和管控的范围，如行政区划的市、县（市辖区、县级市）、

乡、镇（街道办事处）、社区以及产业集聚区（园区、功能区）等。 

3.2  

风险  

事故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组合。可能性，是指事故（事件）发生的概率。严重性，是指

事故（事件）一旦发生后，将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的严重程度。风险=可能性×严重性。 

3.3  

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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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风险点 

风险伴随的区域、场所、设施和部位，以及在区域、场所、设施和部位的伴随风险的人员活动，或

以上两者的组合。 

3.5  

风险评估  

对危险源（风险点）所导致的风险进行辨识、分析、分级、管控的全过程。 

3.6  

风险辨识 

识别危险源（风险点）的存在并确定其分布和风险特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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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风险分析  

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对危险源（风险点）的风险进行分析，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的

过程。 

3.8  

风险分级 

通过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危险源（风险点）所伴随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划分等级的过程。 

3.9  

风险管控 

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过程的总称。 

4 基本要求 

4.1 区域应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能够保障风险辨识、分析、分级、管控全过程有效运行的管理

制度。 

4.2 区域应根据风险级别，确定落实管控措施责任、层级；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应以确保风险管控措施

持续有效为目标。 

4.3 应依据本区域实际，建立区域的风险分级指标体系。 

4.4 区域应完成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制度设计、文件编制、组织实施和持续改进，进行风险辨识、风

险分析、风险信息整理等相关工作。 

4.5 区域应将安全风险评估贯彻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4.6 区域应根据自身实际，强化过程管理，确保安全风险评估的实效性和实用性；应找准关键危险源

和风险点，合理确定管控层级，完善控制措施，确保重大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4.7 区域应按照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原则，明确每一个区域辨识分析风险、落实风险控制措施的

责任，并通过评审、更新，不断完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4.8 区域以及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制定本区域、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目标；应对风险点确定、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分级、风险管控等工作程序

提出具体要求；应确定本区域、行业、领域常用的危险源辨识方法、风险分析方法，以及风险控制措施

的选择与实施。 

4.9 区域内的单位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规定本单位安全风险评估的工作方法、实施步骤，明确风险

点划分、风险判定、控制措施确定和分级管控等具体原则，确定常用的危险源辨识方法、风险评估方法

和典型风险控制措施，以及相关配套制度、记录文件等。 

4.10 区域应根据自身情况，适时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 

4.11 区域应根据以下情况变化对风险管控的影响，及时针对变化范围开展风险分析，及时更新风险信

息： 

a) 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增减、修订变化所引起风险程度的改变； 

b)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危险源的再评估； 

c) 组织机构发生重大调整； 

d) 新辨识出的危险源； 

e)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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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区域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风险管控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

递风险信息，树立内外部风险管控信心，提高风险管控效果和效率。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及时组织相

关人员进行培训。 

5 评估程序和内容 

5.1 评估工作程序 

区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程序一般包括计划与准备、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分级、风险管控五个

阶段。 

5.2 计划与准备 

5.2.1 区域应根据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需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风险评估领导机构，组建由相

关人员组成的专门工作机构，开展区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5.2.2 在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前，区域应针对性地开展相关人员安全风险评估培训。 

5.2.3 区域可通过调研、访谈、函件、问卷、讨论、会议、报告、交流等方式方法，收集必要的区域

现状信息、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信息。 

5.2.4 区域应结合实际，按照 GB 6441确定本区域的事故类型，或按照 GB/T 13861确定本区域的危险

和有害因素类别，制定事故（事件、因素）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风险的取值标准，明确风险判定准

则，以便准确判定风险等级。 

5.2.5 风险点（危险源）应按以下原则进行划分： 

a) 遵循范围适中、便于分类、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边界清晰的原则； 

b) 按照区域环境、区域布局、功能区设置、设施、人员聚集活动等进行划分； 

c) 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所有常规和非常规状态的人员活动。 

5.2.6 以下情形应确定为重大风险： 

a) 具有中毒、爆炸、火灾、坍塌、滑坡等危险的场所，且人员在 10人以上的； 

b) 涉及 GB 18218规定的重大危险源的； 

c) 发生过死亡、重伤、职业病、重大财产损失事故，且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5.3 风险辨识 

5.3.1 区域应结合实际，根据常规或非常规人员活动、功能区、装置或设施等适时开展风险点排查和

危险源辨识。 

5.3.2 宜按所管辖的区域、场所、设施等，辨识区域需要管控的所有风险点（危险源），并根据动态

变化不断更新。 

5.3.3 区域应组织相关单位对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进行风险点排查、辨识，形成风险点名称、所在位

置、可能导致事故类型、危害类别、风险等级等内容的基本信息。 

5.3.4 应采用调研、观察、询问、查阅、检查、数据筛选、测算、论证、建模等方法，结合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场所、装置、设施、人员活动，进行风险点排查。 

5.3.5 区域可采用现场勘查、同类型事故案例类比、计算、专项评估、模拟等适用的辨识方法，结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风险点内存在的危险源进行辨识，辨识应覆盖风险点内全部的建构筑物、设备

设施和人员活动，并充分考虑不同状态和不同环境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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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区域、场所、设备、设施危险源辨识宜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法（SCL）等方法，人员活动危险源

辨识宜采用作业危害分析法（JHA）等方法，对于复杂的区域、场所、设备、设施宜选用类比法、事故

树分析法等方法进行危险源辨识。 

5.4 风险分析 

5.4.1 区域应对各风险点（危险源）事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5.4.2 风险分析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现有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 

5.4.3 对于事故（事件）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性，可以通过对事故（事件）的结果建模确定，或

通过实验研究推导确定，也可以通过对行业内同类型事故（事件）的分析确定。 

5.4.4 在建模、试验和工程风险类别分析时，应首先满足相关标准、规范和规定的强制性要求；同时，

应关注区域、场所差异可能导致的风险的显著变化。 

5.4.5 在研究分析时，宜获取现场的勘察、试验、检测、设计等基础性数据，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5.4.6 对区域可能导致发生重特大事故或敏感场所、设备、设施的风险分析，应注意风险的叠加或累

积效应，不仅要掌握其当前风险的后果和可能性，更要全面研究分析这些敏感场所今后的风险变化趋势。 

5.4.7 区域可选择以下的分析方法对危险源所伴随的风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a) 风险矩阵分析法（LS）； 

b)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c) 风险程度分析法（MES）； 

d) 危险指数方法(RR)； 

e) 其它适宜的方法。 

5.5 风险分级 

5.5.1 区域进行风险分析后，应根据风险判定原则将风险分析结果划分等级。 

5.5.2 应按照从高到低的原则，将风险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

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以便实施分级管控。 

5.5.3 应将各风险点（或危险源）评估出的最高风险级别作为该风险点（或危险源）的风险级别。 

5.5.4 区域应依据安全风险类别和等级建立区域风险数据库，绘制区域“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空

间分布图。 

5.5.5 对于重要的风险点（或危险源），可根据风险管控的需要，绘制单独的风险分级分布图。 

5.5.6 区域可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通过绘制风险分布图，将区域内部的安全风险

等级展示出来，实现多角度观察各级风险在区域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并可与相关风险信息、避灾线路、

应急预案紧密联系到一起，提高风险管控的效能。同时，区域安全风险数据库和风险分布图的数据应及

时更新。 

5.6 风险管控 

5.6.1 区域应在风险辨识和评估后，编制包括风险点名称、危险源名称、类型、所在位置、当前状态、

风险大小、风险等级、管控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等信息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并及时更新。 

5.6.2 区域应针对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措施。 

5.6.3 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对于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风

险点应重点进行管控。上一层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层级应同时进行管控，并逐级落实具体措施。风

险管控层级可进行增加或合并，区域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区域机构设置情况，合理

确定各级风险的管控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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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风险控制措施包括： 

a) 工程技术措施； 

b) 管理措施； 

c) 教育培训措施； 

d) 个体防护措施； 

e) 应急处置措施。 

5.6.5 区域在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应考虑： 

a) 安全性； 

b) 有效性； 

c) 可行性； 

d) 可靠性； 

e) 重点突出人的因素。 

5.6.6 通过工程技术措施控制的重大风险，应制定控制该风险的目标和方案。 

5.6.7 对于经常性或周期性活动中的风险，不采用工程技术措施的，应制定新的文件（程序或作业文

件）或修订原来的文件，文件中应明确规定对该风险的有效控制措施，并落实这些措施。 

5.6.8 通过风险分级管控，区域应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a) 风险辨识和评估后，应使原有管控措施得到改进，或者通过增加新的管控措施提高安全可靠性； 

b) 重大风险设施、场所、部位的警示标识得到保持和改善； 

c) 涉及重大风险部位的活动、属于重大风险的人员活动建立专人监护制度； 

d) 对所从事岗位的风险有更充分的认识，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 

e) 保证风险控制措施持续有效的制度得到改进和完善，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加强； 

f) 根据改进的风险控制措施，完善隐患排查项目清单，使隐患排查工作更有针对性。 

6 文件管理 

6.1 区域应对安全风险评估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和归档。 

6.2 区域应如实记录评估结果，并形成区域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6.3 区域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应包括风险管控制度、风险点

台账、风险空间分布图、危险源辨识与风险分析表，以及风险分级管控清单、重大风险汇总上报表等内

容。 

6.4 涉及重大风险时，其评估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和改进记录等，应单独建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