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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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焊接学会、上海市金山区特种设备

管理协会、浦东新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金山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机械工业上海蓝亚石化设备检

测所有限公司、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安徽省特种设备协会、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华东理工

大学、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浦东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少毅、姬茹一、赵阳、钱敏才、刘华、肖飚、刘祥春、秦俊杰、李哂荟、陈

文飞、宗磊、生金峰、许波、吴文祥、胡为祖、黄焕东、黄克勤、欧阳韦平、施哲雄、方珍、叶飞、黄

正球、胡朋、彭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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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特种设备判定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点特种设备判定的总体要求、评估单元划分、风险评估、判定方法、重点特种设备

台账、持续更新。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重点特种设备的判定，其他单位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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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31/T 1185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DB31/T 11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重点特种设备  key special equipment 

发生事故后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社会影响等风险相对较高的特种设备。 
注： 特种设备范围由《特种设备目录》确定。 

 

评估单元  assessment unit 

进行风险评估的单台（套）特种设备、化工装置或系统。 

 

重点时段  key time 

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暑期、汛期、疫情、自然灾害、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期间。 

 

重大活动  important activities 

具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的大型体育赛事、会展、庆典以及国事活动、国际交往活动等。 

4 总体要求 

重点特种设备的判定应根据风险等级并结合使用区域、场所和行业、特定时段以及特种设备的特

点等因素综合确定。 

重点特种设备的判定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a) 对特种设备进行评估单元划分； 

b) 对评估单元进行风险评估； 

c) 根据风险情况确定重点设备。 

特种设备风险评估一般按照第 6章的要求进行，也可依据 GB/T 26610、GB/T 27921 或其他标准规

定的定性或定量方法进行评估。 

重点特种设备判定流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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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点特种设备判定流程图 

5 评估单元划分 

评估单元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划分： 

a) 每台锅炉为一个评估单元（含锅炉范围内管道）； 

b) 每台压力容器（含气瓶）为一个评估单元； 

c) 同介质的压力管道系统为一个评估单元； 

d) 每台（套）起重机械为一个评估单元； 

e) 每台电梯为一个评估单元； 

f) 每台厂（场）内专用机动车辆为一个评估单元； 

g) 每台（套）大型游乐设施为一个评估单元； 

h) 每条客运索道为一个评估单元； 

i) 压力容器与其直接相连的压力管道之间未设置具有紧急切断功能的切断装置时为一个评估单

元； 

j) 石化或化工成套装置可为一个评估单元。 

6 风险评估 

特种设备的风险大小由事故（件）发生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两个要素确定。 

事故（件）发生可能性等级和后果严重性等级可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确定。 

事故（件）发生可能性等级分 5级，从低到高分别用 1-5数字表示。 

事故（件）发生后果严重性等级分 5级，从低到高分别用 A-E 五个字母表示。 

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等级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a) 事故发生可能性： 

1) 特种设备的历史故障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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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种设备的使用年限； 

3) 检验检测情况； 

4) 地震、极端气候条件、特殊环境； 

5) 同类型特种设备的事故发生情况。 
注： 同类设备指具有相似工艺条件和运行条件的承压类特种设备或者相同品种、使用条件相似的机电类特种设备。 

b) 后果严重性： 

1) 人员安全健康影响； 

2) 环境影响； 

3) 经济损失影响； 

4) 社会、政治影响。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等级的取值可参照附录 A确定。 

当被评估设备的事故（件）发生可能性等级和后果严重性等级确定后，将其组合在 5×5的风险矩

阵中（图 2）确定被评估设备的风险等级。 

发

生

可

能

性 

 

5 (A,5) (B,5) (C,5) (D,5) (E,5) 

4 (A,4) (B,4) (C,4) (D,4) (E,4) 

3 (A,3) (B,3) (C,3) (D,3) (E,3) 

2 (A,2) (B,2) (C,2) (D,2) (E,2) 

1 (A,1) (B,1) (C,1) (D,1) (E,1) 

  A B C D E 

  后果严重性 

图2 风险矩阵图 

特种设备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低风险、一般风险、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 4 级，后果严重性和发

生可能性的组合与相应风险等级的对应关系见表 1。 

表1 风险等级对照表 

风险等级 后果严重性和发生可能性的组合 

重大风险 （D，5）、（E，3）、（E，4）、（E，5） 

较大风险 （A，5）、（B，5）、（C，5）、（D，4）、（E，1）、（E，2） 

一般风险 
（A，4）、（B，4）、（C，1）、（C，2）、（C，3）、（C，4）、（D，1）、

（D，3）、（D，2） 

低风险 （A，1）、（A，2）、（A，3）、（B，1）、（B，2）、（B，3） 
压力管道系统应对不同材质、管径或工艺条件的管段分别进行评估，最终以风险最高的管段作为

整个管道系统的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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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石化或化工成套装置，可对装置内的每台（套）设备或系统分别进行评估，最终以风险最高

的设备作为整套装置的风险等级。 

7 判定方法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点特种设备： 

a) 风险评估结果属于重大风险的特种设备； 

b) 搬运、存储、输送危险化学品的数量超过 GB18218 规定的临界量的特种设备； 

c) 经基于风险的检验评估结果或其他评估方法确定的属于重大风险等级的特种设备； 

d) 与属于重点设备的压力容器（管道）直接相连且中间未设置紧急切断装置的压力管道（容器）； 

e) 穿(跨)越公共区域，介质为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化学品的压力管道； 

f) 国家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的属于重大风险的情况； 

g) 其他认为有必要列入重点特种设备的情形。 

常见重点特种设备参见附录 B。 

8 重点特种设备台账 

重点特种设备判定工作结束后，应形成并建立重点特种设备台账。重点特种设备台账至少应包含

以下信息： 

a) 设备名称； 

b) 设备编号； 

c) 设备类别； 

d) 设备品种； 

e) 设备安装位置； 

f) 介质。 

重点特种设备台账格式可参见附录 C。 

9 持续改进 

重点特种设备判定工作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进行判定： 

a) 重点特种设备判定已满一年的； 

b) 设备安全状况发生变化，影响特种设备风险级别的； 

c) 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发生变化的； 

d) 影响特种设备风险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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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事故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取值 
A  

表A.1给出了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事件）可能性的取值。 

表A.1 可能性的取值 

序号 设备 基准值 调整规则
a
 

1 锅炉 3 

1) 检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提高一级； 

2) 在1个检验周期以内在同一个位置或相邻区域反复出现相同（似）的事

件的取5。 

2 

压力容器 

固定式压力容

器 
3 

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涉应急管理部规定的重点监控监管的危险化学工

艺的反应容器提高一级； 

2) 安全状况为4级的固定式压力容器提高一级；  

3) 超设计使用年限的，提高一级； 

4) 在短期内（1个检验周期以内）在同一个位置或相邻区域反复出现2次

及以上相同（似）事件的，直接取5。 

3 
移动式压力容

器 
3 

1)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状况等级为3级提高一级； 

2) 超设计使用年限提高一级。 

4 氧舱 3 
1) 氧气加压舱提高一级； 

2) 超设计使用年限的，提高一级。 

5 气瓶 3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延期使用的提高一级。 

6 压力管道 3 
1) 安全状况等级为3级的工业管道提高一级； 

2) 经安全评定或风险评估准予监控使用的管道提高一级。 

7 起重机 3 

1) 流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架桥机提高一级； 

2) 出厂年限超10年的塔式起重机、出厂年限超8年的施工升降机、出厂年

限超过5年的架桥机提高两级。 

8 电梯 3 

1) 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提高一级。 

2) 经过安全评估结论为需要更新的电梯提高一级； 

3) 由于存在设计、制造缺陷实施召回的特种设备（含部件）提高一级； 

4) 在1个检验周期以内出现2次及以上相同（似）事件的，直接取5。 

9 厂（场）专

用内机动车

辆 

叉车 4 

使用年限超过10年提高一级。 
10 旅游观光车 3 

11 大型游乐设施 3 

1) 流动使用的提高一级； 

2) 超设计使用年限延期使用的提高一级； 

3) 在1个检验周期以内同一台设备出现2次及以上相同（似）事件的，直

接取5。 

12 客运索道 2 使用年限超过15年提高一级。 
a 同时满足调整规则中的多个条件时，取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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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给出了特种设备事故（事件）后果的严重程度的取值。 

表A.2 后果严重程度的取值 

序号 设备 基本值 调整规则
a
 

1 

锅炉 

A级锅炉 D 
1) 电站锅炉提高一级； 

2) 人口聚集场所提高一级；重大活动核心场所提高两级。 
2 B级锅炉 C 

3 C级锅炉 B 

4 

压力容器 

第三类压力容

器 

第一类介质 E 

1)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和重大危险源区域内的特种设备取E； 

2) 人口聚集场所提高一级； 

3）  重大活动核心场馆提高一级。 

5 第二类介质 D 

6 第二类压力容

器 

第一类介质 D 

7 第二类介质 C 

8 第一类压力容

器 

第一类介质 C 

9 第二类介质 B 

10 移动式压力容器 C 

1) HG/T20660界定的毒性危害程度为极度（I级）物质、易

爆介质的提高二级； 

2) 盛装HG/T20660界定的毒性危害程度为高度（Ⅱ级）物质、

可燃物质的压力容器提高一级。 

11 气瓶 C 盛装GB/T16163界定的可燃、有毒、剧毒介质的气瓶提高一级。

12 医用氧舱 C 舱内定员人数超过10人（含）的提高一级；单人舱降低一级。

13 

压力管道 

长输管道

（GA） 

GA1 D 1) 输送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介质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

及以上介质的管道提高一级； 

2) 公称直径大于等于200 mm 的公用燃气管道、公称直径大

于等于200 mm 的工业管道提高一级； 

3) 穿越四类地区的长输管道提高一级； 

4) 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和重大危险源区域内的管道取E。 

14 GA2 B 

15 公用管道

（GB） 

GB1 D 

16 GB2 B 

17 
工业管道

（GC） 

GC1 D 

18 GC2 B 

19 

电梯 

曳引式乘客电梯、自动扶

梯、自动人行道 
B 

1) 额定速度大于 6 m/s 的乘客电梯提高一级；提升高度超

过 20 m 的自动扶梯提高一级； 

2) 公众聚集场所使用的电梯提高一级；重大活动核心场所

提高两级； 

3) 防爆电梯在前述调整的基础上再提高提高一级。 
20 仅载货电梯 A 

21 

起重机械 

大型起重机
b
 C 

1) 吊装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及以

上物质的起重机械提高一级； 

2) 防爆起重机、吊运熔融金属的提高二级； 

3) 流动式起重机提高一级； 

4) 塔机、施工升降机、架桥机提高一级。 
22 其他起重机 B 

23 
厂（场）

内机动车

辆 

叉车 A 
1) 搬运危险物品的,提高一级； 

2) 防爆叉车，提高二级。 

24 旅游观光车 B 座位数超过 15 人（含）的旅游观光车，提高一级。 

25 
大型游乐

设施 

A类 D 
1) 在运行过程中座舱翻滚或滑道类设备提高一级; 

2) 重要节假日期间在此前评估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级。 
26 B类 C 

27 C类 B 

28 客运索道 - D 

1) 线路斜长超过 1000 m（含）的客运索道提高一级； 

2) 按吊具定员超过 10 名（含）乘客的客运架空索道提高

一级； 

3) 车厢定员超过 10 人且线路平均坡度大于 10%的客运缆

车提高一级； 

4) 重大节假日提高一级。 
a 同时满足调整规则中的多个条件时，取高值。 
b 大型起重机根据 TSG51-2023 附录 a 确定。 

B  

  



DB 31/T 1516—2024 

7 

附 录 B  

（资料性） 

常见重点特种设备 

B.1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压力容器（含气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安全状况等级为 4级的盛装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易爆介质的固定式

压力容器； 

b) 未进行安全评估（合于使用评价）的超设计使用年限并盛装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

（及以上）、易爆介质的第三类固定式压力容器； 

c) 存在需处理的缺陷且为盛装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易爆介质的压力容

器； 

d) 容积超过 50 m
3
的盛装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易爆介质的压力容器。 

e) 盛装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易爆介质的移动式压力容器； 

f) 经基于风险的检验评价为高风险的压力容器； 

g) 盛装 GB/T16163 界定的可燃、有毒、剧毒介质的气瓶。 

B.2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压力管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穿越四级地区的长输管道； 

b) 横跨或穿越通航江河、湖泊或海峡的压力管道； 

c) 安全状况等级为 3级的 GC1 级工业管道及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甲、

乙类可燃介质的工业管道； 

d) 管道起止位置在不同使用单位的介质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甲、乙类

可燃介质的工业管道； 

e) 存在需处理的缺陷且介质为安全技术规范界定的高度危害介质（及以上）、甲、乙类可燃介质

的工业管道； 

f) 因存在缺陷导致降压使用的公用燃气管道； 

g) 开发区、工业集中区（含化工园区）的公用燃气管道。 

B.3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锅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内、外部检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 A级锅炉； 

b) 近 2年内实施过改造或者燃烧方式发生变化的锅炉。 

B.4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起重机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TSG 51-2023 规定的需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的大型起重机械； 

b) 吊运熔融金属的冶金起重机； 

c) 防爆等级为ⅢC的起重机； 

d) 在沿海或风速偏高（指 6级风及以上频率较高）区域使用的普通塔式起重机； 

e) 出厂年限超 10年的塔式起重机、出厂年限超 8年的施工升降机。 

B.5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电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经安全评估结论为“需要更新”的老旧电梯； 

b) 被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失信单位”或信用评价为“差”等级的维护保养单位进行维护

保养的电梯、自动扶梯； 

c) 额定速度 6 m/s 及以上的升降电梯； 

d) 提升高度超过 20 m、速度 0.75 m/s 且具有自启动功能的自动扶梯； 

e) 按照 GB 7588-2003、GB 16899-2011 标准制造，且尚未对主驱动机、控制系统、层门等按现行

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改造的电梯、自动扶梯； 

f) 1 个月内因非人为损坏原因导致停运达 3次及以上的电梯； 

B.6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使用年限超过 10 年的防爆叉车； 

b) 额定载客人数超过 10 人（含）旅游观光车； 

B.7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大型游乐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 A 级大型游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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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行过程中座舱翻滚或滑道类或 B级滑行车类或加速度处于 GB8408 定义的区域 4或区域 5范

围内的设备； 

c) 已达设计使用寿命延期使用的设备； 

d) 操作人员存在视线盲区且无法有效约束游客不得离开坐席的设备。 

B.8 属于重点特种设备的客运索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e) 线路斜长超过 1000 m（含）的客运架空索道； 

f) 按吊具定员计算，索道运行中其线路离地高度大于 15 m 的地段有超过 10 名（含）乘客的客运

架空索道； 

g) 车厢定员超过 10 人且线路平均坡度大于 10%的客运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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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附 录 C  

（资料性） 

重点特种设备台账 

图C.1给出了重点特种设备台账格式。 

图C.1 重点特种设备台账 

 

 

 

 

 

 

 

 

 

 

 

 

单位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设备类别 设备品种 设备型号规格 安装位置 介质 备注 

         

         

         

         

         

         

         

         

         

         

介质栏适用于承压类特种设备。 

编制：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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