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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能化公司

2024 年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公司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建立安全生产管控长效机制，通过源头控制、

综合研判、过程管控、监督考核等措施，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着

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进一步健全安全风险管控体系，实现风险

管控从“辨不清、想不到、抓不牢”向“辨得出、防得牢、控得

住”根据各级政府、集团公司文件精神，结合公司实际，特制订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坚守红线思维，以保

安全，促发展为出发点，坚决防范化解安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推进公司安全生产有序发展。

二、管控原则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分级控制”的原则，建立“分

工明确、上下协同、专业配合、共同防御”的安全风险预警和控

制体系，明确各级机构与各级人员的职责，建立安全风险预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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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作流程与节点标准，认真做好职责管理范围内安全风险预

警和控制工作，根据安全风险类别及严重程度，落实预防和应急

措施，化解和降低安全风险。重大风险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

主、全面辨识、过程管控、严格监督”的工作原则，上级负责管

控的风险，下级应同时负责管控，逐级落实具体措施，加强重大

风险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管控和监督管理。

三、组织机构

成立四级风险评价、管控组织机构，分别为：公司级、部门

级、车间级、班组级。

（一）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任安全、郭 勇

组 员：陈争峰、丁亚武、余 顺、陈 迎、卢 军、

武云飞、陈方悟

成 员：各职能部门、车间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监管部，安全监管部

部长陈方悟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管理

工作。

（二）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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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副部长

成 员：车间主任、副主任或者部门其他成员

（三）车间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车间主任

副组长：车间副主任

成 员：车间安全员、工艺技术员及班组班长

（四）班组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班组班长

副组长：班组主操

成 员：班组成员

四、管控小组职责

（一）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职责

1.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法律法规及各级政府、集团公司

的要求和规定，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体系、工作制度，明

确风险辨识的范围、方法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的工作流

程。

2.督促检查、指导公司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实施执行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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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对重大风险进行全面管控，组织实施重大风险的管控

措施，定期对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管控效果进行检查分

析，不断完善管控措施，保证重大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4.组织开展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编制年度安全风险辨识

评估报告，建立年度重大风险管控清单并对重大风险进行公示，

制定管控措施，明确风险期、责任人等内容。

5.定期召开安全风险研判会议，分析研究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的运转情况，解决存在的重大问题，确保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处于

受控状态和良性运转状态。

6.负责对各部门、车间风险评价、管控小组的风险管控工作

开展情况监督考核。

7.组织安全风险管理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促进安全

风险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职责

1.根据管理职能负责指导、监督、推进分管业务范围内风险

分级管控工作。

2.负责对较大风险进行全面管控，组织落实较大风险的管控

措施，定期对重大、较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管控效果进行

检查分析，不断完善管控措施，保证较大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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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督促检查、指导各车间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的实施执行

情况。

4.每周召开部门安全风险研判会议，对本部门月度安全风险

管控重点实施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分析，检查并改进、完善管控措

施，对部门不可控风险上报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5.负责对各车间风险评价、管控小组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

监督考核。

6.组织安全风险管理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促进安全

风险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车间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职责

1.负责制定车间风险评价、培训计划，编制车间风险评估报

告，组织开展风险分析方法的培训和运用，确保参与评价人员能

掌握评价方法，可根据车间不同单元、工艺流程、设备设施等分

工给班组级评价、管控小组开展风险分析和制定风险管控措施。

2.负责对本车间内所有风险进行全面管控，组织开展、落实

本车间内的风险管控措施，定期对本车间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和管控效果进行检查分析，不断完善管控措施，保证本车间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

3.每周召开车间安全风险研判会议，对本车间月度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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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实施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分析，检查并改进、完善管控措施，

对车间不可控风险上报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4.组织安全风险管理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促进安全

风险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5.负责职工岗位风险防控知识培训、考核及现场落实。对关

键装置、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上班前的安全确认、职工岗位

风险预控、工序转换以及班后评估情况监督管理。

（四）班组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职责

1.参与制定车间风险评价、培训计划，组织开展风险分析方

法、风险管控措施的培训，确保本班组人员能掌握评价方法和风

险管控措施。

2.组织开展本班组负责的风险分析，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具体落实车间的风险管控措施。

3.负责本班组的生产操作，执行安全生产调度指令，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和工艺指标要求，按照工艺参数及时调整操作，确保

安全生产。

4.进行巡回检查，对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和管控效果进行

检查分析，查找发现装置运行存在的安全隐患，对班组不可控风

险上报车间，不断完善管控措施，保证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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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召开交接班会议，对当班期间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汇报交接。

（五）风险管控办公室职责

1.负责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管理的日常工作，编制公司年度风

险评价报告，定期进行风险信息更新。

2.组织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案，明确辨识程序、评

估方法、管控措施以及层级责任、考核奖惩等内容。

3.组织开展风险分析方法的培训和运用，指导、督促各单位

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

4.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情况进行

检查、考核。

5.承办上级部门和车间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交办的其他工

作。

五、工作要求

1.公司主要负责人每月不定期抽查分管负责人对分管范围

内重大风险掌握情况；分管负责人对分管单位人员掌握重大风险

情况，每月抽查不少于 1 次。

2.公司主要负责人应掌握重大风险及主要管控措施，分管负

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应掌握职责范围内重大风险及管控措施，车

间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班组长、岗位员工应掌握并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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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区域内重大风险的管控措施。

3.各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应按照风险分级管控作业指导书

要求和公司《风险评价分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风险辨识、评

估、分级工作。

4.各单位负责人要亲自负责，制定风险辨识、评价工作计划，

每周开展一次风险研判会议，会议内容纸版存档，安全监管部定

期抽查。

5.公司每月对重大风险的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各部门、车间将本单位近期风险管控工作在安委会上进行汇报。

6.风险辨识实行包保制，各单位应明确每个装置及相对应的

作业活动组织开展风险评价的人员，负责人员应组织开展风险辨

识及相应的管控措施，对培训情况负责，保证岗位人员熟知风险

内容及相应的管控措施。

7.各单位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 1 次全系统的安全风险评估

和危害辨识活动，分析结果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25 日前报安全监

管部。

8.各车间辨识出的较大风险报送至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

组和安全监管部，由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组织重新进行风

险辨识，责任车间要制定控制措施和改进计划，构成较大风险的

隐患必须立即整改或一个季度内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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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单位辨识出的重大风险，要先采取紧急管控措施降低风

险，并上报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建

立运行控制程序，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确保将重大风险降低

为一般风险或低风险等级，若经采取控制措施后仍然构成重大风

险，则经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研判后进行处理。

10.各单位根据辨识出的风险等级，从工程控制措施、管理

控制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措施等方面检查，完善控制措施，

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

11.各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每次风险辨识结束后，应由各

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组长签字审核，针对各系统安全风险和安

全隐患，按照公司制定的安全风险等级评定标准，建立一整套安

全风险数据库、重大安全风险清单、绘制“红橙黄蓝”四色安全

风险空间分布图，要完善本单位安全风险档案，明确级别、管理

状况、责任人、管控能力等基本情况，实行“一风险一档案”，

并按照风险等级，用红、橙、黄、蓝等色彩对档案进行分类管理，

对现场辨识出的不同类别安全风险，必须明确应急处置程序和措

施。

12.各单位将风险分级管控结果对从业人员进行宣传、培训，

将风险分级管控措施作为公司指导修订完善操作规程、工艺交出

方案、检修方案、安全技术规程等技术措施，不断改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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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确保管理层和每名员工熟练掌握安全风险的基本情况及防

范、应急措施，在重点区域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表明

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事故隐患类别、事故后果、管控措施、应

急措施及报告方式等内容，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工作场所和岗位，

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加强危险源监测和预警。

六、检查考核

1.对危险点排查不细致、不全面，控制措施与实际不符，存

在应付现象或提交不积极，未按要求建立风险清单，给予责任单

位负责人按一般“三违”考核。

2.各单位负责组织开展风险辨识的包保人员对风险辨识及

相应的管控措施培训情况负责，确保每名员工熟练掌握安全风险

的基本情况及防范控制措施，抽考提问员工对风险内容不熟悉，

将分别对提问员工和负责组织开展该项风险辨识的管理人员按

一般“三违”考核。

3.评价出的风险管控不当造成事故，依据公司安全一号文考

核办法，对责任单位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考核。

4.新增风险未及时进行分级管控，未纳入管理，给予责任单

位负责人按一般“三违”考核。

5.对于存在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效果不达标、责

任不落实的将采取通报、警示告知、警示约谈、责任倒查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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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问责，重大风险管控不力，情节严重或造成事故后果的，依

据公司安全一号文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6.各级值班人员对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负监督检查

职责，各级管理人员、岗位作人员发现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

到位，应及时发出风险预警并进行汇报，发现重大风险管控不力

可能导致重大隐患的，应立即停止作业活动或设备设施使用，撤

出所有受威胁区域的作业人员，及时向本单位负责人和调度报告。

7.其他未尽事宜将依据公司安全一号文进行考核。

附件：1.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2.西北能化公司风险分级管控作业指导书

西北能化公司综合部 2024 年 7 月 3日印发



附件 1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

号

危险源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1 成品罐区

净化

合成

车间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阻火器、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故障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2.泡沫灭火系统、消防喷淋系统故障，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刘 飞 陈方悟 陈争峰

3.储罐氮封系统故障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4.罐区地面、墙壁发生塌陷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5.无关人员进入罐区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6.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7.可燃气体探测仪（甲醇）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8.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9.罐区自动控制系统、SIS 紧急切断联锁系统故障或阀门（远程控制）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0.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与联锁紧急切断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1.储罐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发生泄漏 刘 飞 陈四华 余 顺

12.检维修和特殊作业 刘 飞 陈四华 郭 勇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

号

危险源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2 中间罐区

净化

合成

车间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阻火器、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等安全附件故障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2.泡沫灭火系统、消防喷淋系统故障，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刘 飞 陈方悟 陈争峰

3.储罐氮封系统故障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4.罐区地面、墙壁发生塌陷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5.无关人员进入罐区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6.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7.可燃气体探测仪（甲醇）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8.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9.自动控制系统、SIS 紧急切断联锁系统故障或阀门（远程控制）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0.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与联锁紧急切断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1.储罐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发生泄漏 刘 飞 陈四华 余 顺

12.检维修和特殊作业 刘 飞 陈四华 郭 勇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

号

危险源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3 脱硫脱碳

净化

合成

车间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等安全附件故障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2.操作工艺指标发生偏离，未及时调整 刘 飞 陈四华 余 顺

3.机泵故障发生泄漏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4.无关人员进入装置区内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5.装置框架、基础、地面发生塌陷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6.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刘 飞 陈方悟 陈争峰

7.安全阀故障 刘 飞 卢 军 郭 勇

8.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9.可燃气体探测仪（甲醇）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0.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11.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自动控制系统、联锁系统故障或阀门（远程控制）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2.容器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发生泄漏 刘飞 陈四华 余 顺

13.检维修和特殊作业 刘飞 陈四华 郭 勇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号 危险源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4 氨冰机
净化

合成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1.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等安全附件故障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2.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刘 飞 陈方悟 陈争峰



车间 中毒

环境污染

3.装置框架、基础、地面发生塌陷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4.操作工艺指标发生偏离，未及时调整 刘 飞 陈四华 余 顺

5.无关人员进入装置区内 刘 飞 陈四华 陈 迎

6.紧急停车系统故障 刘 飞 陈四华 郭 勇

7.机泵故障发生泄漏 刘 飞 卢 军 余 顺

8.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9.有毒气体（氨气）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0.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军 余 顺

11.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自动控制系统、联锁系统故障或阀门（远程控制）故障 王 涛 卢军 郭 勇

12.容器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发生泄漏 刘 飞 陈四华 余 顺

13.检维修和特殊作业 刘 飞 陈四华 郭 勇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号 危险源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5
液氨罐区

动力

车间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等安全附件故障 李 浩 卢 军 余 顺

2.消防喷淋系统故障、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李 浩 陈方悟 陈争峰

3.储罐氮封系统故障 李 浩 陈四华 陈 迎

4.罐区基础、地面、墙壁发生塌陷 李 浩 陈四华 陈 迎

5.无关人进入罐区 李 浩 陈四华 陈 迎

6.液氨装卸作业 李 浩 陈四华 余 顺

7.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8.有毒气体（氨气）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9.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10.阀门（远程控制）、自动控制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1.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与紧急自动切断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2.储罐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出现漏点，发生泄漏 李 浩 陈四华 余 顺

13.检维修和特殊作业 李浩 陈四华 余 顺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号

危险作

业活动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6

气化炉

投料作

业

气化

车间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温度计故障 韩 涛 卢 军 余 顺

2.工艺操作方面（引氧速率太快、升压速率过快、氮气置换不合格、氧管脱脂吹扫不干净、导气速

率过快、炉温不足）

韩 涛 陈四华 余 顺

3.操作工艺指标发生偏离，未及时调整 韩 涛 陈四华 陈 迎

4.投料过程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韩 涛 陈四华 陈 迎

5.排水管线堵塞 韩 涛 陈四华 陈 迎

6.操作人员未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开车票制度 韩 涛 陈四华 余 顺

7.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韩 涛 陈方悟 陈争峰

8.装置框架、基础、地面发生塌陷 韩 涛 陈四华 陈 迎

9.阀门（远程控制）、自动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10.压力、液位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与紧急自动停车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1.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12.有毒、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3.容器罐壁、人孔、法兰、管道发生泄漏 韩 涛 陈四华 余 顺

14.机泵故障发生泄漏 韩 涛 卢 军 余 顺

西北能化公司重大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序

号

危险作业

活动

位置 评价级别

主要

后果

风险描述 车间级管控责任人 部门级管控责任人 公司级管控责任人

7

甲醇装车

作业

装车

平台

重大

风险

火灾

爆炸

中毒

环境污染

1.装车操作人员未引导车辆按照行车路线行驶 杨 斌 曹绪宏 余 顺

2.操作人员未对车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杨 斌 曹绪宏 余 顺

3.操作人员人员未执行装车操作规程 杨 斌 曹绪宏 余 顺

4.装卸区域内使用非防爆通讯器材 杨 斌 曹绪宏 郭 勇



5.消防器材、应急器材缺失或失效 杨 斌 陈方悟 陈争峰

6.汽车罐体、装卸口、管道、法兰泄漏 杨 斌 曹绪宏 余 顺

7.装车操作平台、地面发生塌陷 杨 斌 曹绪宏 余 顺

8.可燃气体探测仪（甲醇）检测报警装置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9.视频监控系统故障 王 涛 卢 军 余 顺

10.自动控制系统、紧急自动切断系统、车辆静电接地释放器故障 王 涛 卢 军 郭 勇

11.人体静电释放器、静电跨接失效，电气设备设施和控制系统供电故障 刘广西 卢 军 余 顺

12.机泵故障发生泄漏 杨 斌 卢 军 余 顺



附件 2

西北能化公司风险分级管控作业指导书

一、范围

本指导书规定了鄂尔多斯市西北能化有限责任公司风

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

本指导书适用于指导鄂尔多斯市西北能化有限责任公

司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开展。

二、引用文件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应急

〔2019〕78 号）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

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2016〕11 号）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AQ

3013-2008）

《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知道意见》（安监总管

三〔2013〕88 号）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 6441-1986）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2009）

三、术语和定义

1.风险：生产安全事故或健康损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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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接受风险：根据企业法律义务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已被企业降至可容许程度的风险。

3.重大风险：发生事故可能性与事故后果二者结合后风

险值被认定为重大的风险类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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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风险点：风险伴随的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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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危险源辨识：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分布和特性

的过程。

7.风险评价：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分

级，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

接受予以确定的过程。

8.风险分级：通过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危险源所伴随

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划分等级。

9.风险分级管控：按照风险不同级别、所需管控资源、

管控能力、管控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而确定不同管控

层级的风险管控方式。

10.风险控制措施：企业为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针对该风险而采取的相应控制方法和手段，应包括工程技术

措施、管理措施、培训教育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措施。

11.风险信息：风险点名称、危险源名称、类型、所在

位置、当前状态以及伴随风险大小、等级、所需管控措施、

责任单位、责任人等一系列信息的综合。



12.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各类风险信息的集合，建立清

单。

四、组织机构

成立了四级风险评价、管控组织机构，分别为：公司级、

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



风险管理组织机构
一、公司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任安全、郭 勇

组 员：陈争峰、丁亚武、余 顺、陈 迎、卢 军、

武云飞、陈方悟

成 员：各职能部门、车间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监管部，副总工

程师陈方悟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

管理工作。

二、部门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部 长

副组长：副部长

成 员：车间主任、副主任及部门其他成员

三、车间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车间主任

副组长：车间副主任

成 员：车间安全员、工艺技术员及班组成员

四、班组级风险评价、管控小组

组 长：班组班长

副组长：班组主操

成 员：班组成员

五、实施全员培训

制定风险分级管控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培训学习，

掌握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的方法，保留培训记录。

六、风险识别和评价



1.风险点确定

（1）风险点划分原则

对装置风险点的划分，应遵循大小适中、便于分类、功

能独立、易于管理、范围清晰的原则，可按照生产装置、储

存罐区、装卸站台、作业场所等功能分区进行。

对操作及作业活动等风险点的划分，应当涵盖生产经营

全过程所有常规和非常规状态的作业活动。对于系统或大型

机组开、停车，检维修，动火、受限空间等操作难度大、技

术含量高、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作业活动应进

行重点考虑。

（2）风险点排查

应组织对本单位全过程进行风险点排查，形成包括风险

点名称、区域位置、可能导致事故类型等内容的基本信息，

并建立《风险点登记台账》，为下一步进行风险分析做好准

备。

风险点排查应按生产（工作）流程的阶段、场所、装置、

设施、作业活动或上述几种方法的结合等进行。

七、危险源辨识分析

1.危险源辨识

危险源辨识应覆盖风险点内全部设备设施和作业活动，

建立《作业活动清单》及《设备设施清单》。宜采用以下几

种常用辨识方法：

——对于作业活动，宜采用工作危害分析法（简称 JHA）

进行辨识；

——对于设备设施，宜采用安全检查表法（简称 SCL）



进行辨识。

2.危险源辨识范围

危险源辨识范围应包括：规划、设计、建设、投产、运

行等阶段；常规和非常规作业活动；事故及潜在的紧急情况；

所有进入作业场所人员的活动；原材料、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过程；作业场所的设施、设备、车辆、安全防护用品；工艺、

设备、管理、人员等变更；丢弃、废弃、拆除与处置；气候、

地质及环境影响等。

3.危险源辨识实施

对潜在的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缺陷

和管理缺陷等危害因素进行辨识，充分考虑危害因素的根源

和性质。

辨识危险源也可以从能量和物质的角度进行提示。其中

从能量的角度可以考虑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热能和辐射

能等。

八、风险控制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应从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方面识别并评估现有控制措施的有效

性。现有控制措施不足以控制此项风险，应提出建议或改进

的控制措施。

风险控制措施应考虑可行性、可靠性、先进性、安全性、

经济合理性、经营运行情况及可靠的技术保证。

设备设施类危险源的控制措施应包括：报警、联锁、安

全阀、液位、温度、压力等工艺设备本身带有的控制措施和

消防、检查、检验等常规的管理措施。



作业活动类危险源的控制措施应包括：制度完备性、管

理流程合理性、作业环境可控性、作业对象完好状态及作业

人员素质等方面。

不同级别的风险要结合实际采取一种或多种措施进行

控制，直至风险可以接受。

风险控制措施在实施前应组织评审。

九、风险评价

1.风险评价方法

选择风险矩阵分析法（LS 法），针对辨识的危险源潜在

的风险进行定性、定量评价，并填写工作危害分析评价记录

和安全检查表分析评价记录。

2.风险评价准则

制定风险评价准则时应结合生产特点，并充分考虑以下

要求：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设计规范、技术标准；

——公司的安全管理、技术标准；

——公司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等；

——相关方的诉求等。

在对风险点和各类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价时，应考虑人、

财产和环境等三个方面存在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影

响，并结合生产特点和自身实际，明确事故（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严重性和风险度取值标准，确定风险判定准则，进

行风险分析。



（1）风险分级标准

风险等级

判定方法

重大 较大 一般 低

LS法 1级 2 级 3级 4 级

R 范围 20～25 15～16 9～12 1～8

表1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判断准则L

等 级 标准

5
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监测

系统），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或事件。

4
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也未发生过任何监测，或在现场有控

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不当，或危害常发生或在预期情况下发生。

3

没有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或未严格按操作程序执行，

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

事故或事件，或在异常情况下类似事故或事件。

2
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定期进行监测，或现场有防范控制措施，并能有效执行，

或过去偶尔发生事故或事件。

1
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格执

行操作规程。极不可能发生事故或事件。

表2 事件后果严重性S判别准则

等级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人员
财产损失

（万元）
停工 公司形象



5 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 死亡 >50 全厂停工 全国范围内影响

4 潜在违反法规和标准 丧失劳动能力 >25

2套装置停

工、或设备

停工

行业内、省内影响

3
不符合上级公司或行业的

安全方针、制度、规定等

截肢、骨折、

听力丧失、慢

性病

>10
1套装置停

工或设备
园区内部影响

2
不符合公司的安全操作程

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

歇不舒服
<10

受影响不

大，几乎不

停工

公司内部影响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无损失 没有停工 没有受损

表3 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R

风险度 等级 应采取的行动/控制措施 实施期限

20-25
重大风险

1级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主要从工程措施工程控制措施、

管理控制措施、培训教育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措施

等方面考虑；对改进措施进行评估

立即整改

15-16
较大风险

2级

采取紧急措施降低风险，主要从工程措施工程控制措施、

管理控制措施、培训教育措施、个体防护等方面先行控制

立即或一个

季度内治理

9-12
一般风险

3级
可考虑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训及沟通 1年内治理

1-8
低风险

4级

可考虑建立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但需定期检查无需采用

控制措施，但需保存记录

有条件、有经

费时治理



（2）风险矩阵

表4 风险矩阵表

十、风险分级管控

1.管控原则

风险分析评价和风险等级判定时，应对每项控制措施进

行评审，确定可行性、有效性。存在缺失、失效的状况，应

制定落实改进措施，降低风险。上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级

应同时负责管控，逐级落实具体措施。

2.重大风险判定

根据生产特点，除分析判定的风险外，属于以下情况之

一的，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

——发生过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的事故，且现在发生

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根据 GB 18218 评估为重大危险源的储存场所；

事故发

生的可

能性

5 5 10 15 20 25

4 4 8 12 16 20

3 3 6 9 12 15

2 2 4 6 8 10

1 1 2 3 4 5

风险矩阵
1 2 3 4 5

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涉及受限空间等危险特殊作业等同一作业现场 9 人以

上的；

——气化投料开停车作业、非正常工况的操作。

3.风险分级管控实施

风险评价分级后，按照表 5 风险等级对照表规定的对应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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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颜色标识，实施分级管控。

表5 风险分级监管部门和责任部门划分表

风险级别及颜色 责任单位 监管单位

1级风险 重大风险 红色 公司 /

2级风险 较大风险 橙色 部门 公司

3级风险 一般风险 黄色 车间 部门

4级风险 低风险 蓝色 班组 车间

4.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后，应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包括

全部风险点和风险信息），逐级汇总、评审、修订、审核、发布、

培训、实现信息有效传递。

十一、成果与应用

1.档案记录

完整保存体现风险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

至少应包括风险点登记台账、作业活动和设备设施清单、工作危

害分析（JHA+LS）和安全检查表分析（SCL+LS）、风险评价会议

记录，以及风险分级管控清单、重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清单

等内容的文件化成果。

2.风险信息应用



结合风险评价的结果将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告知内部员工

和相关方。对公司员工应进行风险分析结果记录和管控措施的培

训，掌握本岗位的风险点包含危险源的风险等级、所需管控措施、

责任单位、责任人等信息；对相关方的培训应包括风险点位置、

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等。

3.分级管控的效果

通过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每一轮风险辨识和评价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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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重大风险场所、部位的警示标识；

——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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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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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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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评审

每季度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或更新。根

据非常规作业活动、装置或设施等适时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

价。

5.更新

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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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标准等增减、修订变化所引起风险程度的改变；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



危险源的再评价；

组织机构发生重大调整；

补充新辨识出的危险源评价；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的调整。

6.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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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