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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鸿鑫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旭晶、赵建民、梁法刚、侯鹏飞、张大秋、刘英杰、杜勤、刘剑锋、张品、

宋春英、张智波、刘卓、徐天启、计宏宾、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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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制造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工作程

序、文件管理、信息化建设、持续改进和运行效果。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制造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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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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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2/T 2881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通则 

DB22/T 2884  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通用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DB22/T 2881、DB22/T 288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联锁机构  Interlocking mechanism 

在几个开关电器或部件之间，为保证开关电器或其部件按规定的次序动作或防止误动作而设计的机

械连接机构。是用于安全目的的自动化装置。它是通过机械或电气的机构使两个动作具有互相制约的关

系。 

4 基本要求 

4.1 自主建设 

企业应自主完成双重预防机制的策划与准备，并组织实施，包括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

评估、风险信息整理、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和持续改进等具体工作。 

4.2 设置机构 

企业应成立由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安全、工艺、设备、电气、仪表等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领导机构。 

4.3 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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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全面负责；分管负责人

协助主要负责人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各职能部门负责人

及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分管范围内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4.4 健全制度 

企业应在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双重预防机制相关制度，形成一体化的安全管理体

系，使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贯穿于生产活动全过程，成为企业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日常工

作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包含以下制度： 

a) 风险分级和管控制度； 

b)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c) 考核与奖惩管理制度； 

d) 安全风险公告制度； 

e) 持续改进管理制度。 

4.5 组织培训 

企业应根据双重预防机制实施的需要，编制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全员对本单位的双重预

防机制的标准、程序、方法进行培训学习，并建立培训档案。培训档案至少包含以下材料： 

a) 培训计划； 

b) 培训方案； 

c) 培训内容； 

d) 培训签到表； 

e) 培训试卷； 

f) 培训效果评估。 

4.6 全员参与 

从主要负责人到基层人员，应根据岗位职责参与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评估、管控、隐患排查、

治理、验收、统计分析等环节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 

4.7 闭环管理 

企业应实现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中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管控、风险告知、

隐患排查、隐患分级治理、隐患统计分析和持续改进的全闭环管理。 

4.8 监督考核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的目标责任考核、奖惩机制，并严格执行，目标责任考

核和奖惩情况应记录并归档。 

5 工作程序 

5.1 工作流程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流程参见附录 A。 

5.2 危险源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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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辨识范围 

危险源辨识范围应包括： 

a) 规划、设计、建设、投产、运行等阶段； 

b) 常规和非常规作业活动； 

c) 事故及潜在的紧急情况； 

d) 所有进入作业场所人员的活动； 

e) 物料的生产、使用、储存和运输过程； 

f) 作业场所的设施、设备、车辆、安全防护用品； 

g) 工艺、技术、设备、管理、人员等变更； 

h) 维修、废弃、拆除与处置； 

i) 气候、地质及环境影响； 

j) 停产、复工。 

5.2.2 辨识内容 

5.2.2.1 危险源辨识内容应按 GB/T 13861 的规定，充分考虑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

素。 

5.2.2.2 应从工艺技术、设备设施、物料、周边环境、安全管理等方面查找和确定危险源存在的部位、

存在的方式。 

5.2.2.3 企业应依据 GB 18218 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5.2.3 辨识方法 

危险源辨识宜选用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 对于作业活动，宜选用工作危害分析法（简称 JHA）进行辨识；  

b) 对于危险物质、设备设施，宜选用安全检查表法（简称 SCL）、故障类型及影响模式分析法（简

称 FMEA）进行辨识； 

c) 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应按 GB 18218 的要求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5.2.4 辨识实施 

5.2.4.1 企业应每年至少进行 1次危险源辨识活动，编制危险源清单，参见附录 B。 

5.2.4.2 根据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设施和工艺变更、非常规作业活动等及时开展专项危险源辨识。 

5.3 风险分析 

企业应根据危险源辨识结果，对风险演变的过程及其失效模式进行分析，并确定危险有害因素可能

引发的事故类型。 

5.4 风险评估 

5.4.1 企业应基于风险分析，充分考虑当前的风险管控措施，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明确事故（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进行风险评估。 

5.4.2 风险评估选用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 工作危害分析法（JHA）； 

b)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c) 风险矩阵分析法（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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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风险分级 

5.5.1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判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判定应遵循从严从高的原则。 

5.5.2 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对应用红、橙、

黄、蓝四种颜色标示。 

5.5.3 企业应将以下情形直接判定为重大风险： 

a) 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强制性条款的； 

b) 发生过死亡、重伤、重大财产损失事故，且现在发生事故的条件依然存在的； 

c)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d) 经风险评估确定为最高级别风险的。 

5.5.4 企业应编制风险分析评估记录和危险源风险等级统计清单，参见附录 C。 

5.6 风险分级管控 

5.6.1 风险管控措施 

5.6.1.1 工程技术措施 

工程技术措施包括： 

a) 消除（替代）。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科学的管理，尽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替代）危险、有害因素。

包括采用自动化措施消除（替代）人工操作危险行为，采用无危险或低危险的材料、设备替代

高危险的材料、设备； 

b) 预防。当消除（替代）危险、有害因素有困难时，可采取预防性技术措施。包括使用安全栓、

安全阀、漏电保护装置、安全电压、熔断器、事故排风装置等； 

c) 减弱。在无法消除（替代）危险、有害因素和难以预防的情况下，可采取减少危险、危害的措

施。包括设置事故通风装置、防雷装置、消除静电装置、减震装置、消声装置等； 

d) 隔离。在无法消除（替代）、预防、减弱危险、有害因素的情况下，应将人员与危险、有害因

素隔开或将不能共存的物质分开。包括螺杆式压缩机转动部位安装防护罩等； 

e) 联锁。当操作者失误或设备运行达到危险状态时，应设置联锁装置防止事故发生； 

f) 警告。在易发生故障和危险性较大的地方，配置醒目的安全色、安全标志，必要时应设置声、

光报警装置。包括设置重大危险源告知牌、安全警示标志、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等。 

5.6.1.2 安全管理措施 

安全管理措施包括： 

a) 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作业许可等。包括制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特殊作业许可制度

等； 

b) 减少暴露人员、频次、时间。包括合理规划作业方案，减少危险作业现场非必要的作业人员等； 

c) 预测、预警。包括安全生产风险预测、预警信息系统等； 

d) 统计分析。包括事故、未遂事件统计分析等； 

e) 风险转移。包括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等。 

5.6.1.3 培训教育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包括： 

a) 员工入厂三级教育培训； 

b) 每年再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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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复工、转岗教育培训； 

d) 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教育； 

e) 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 

f) 其他方面的培训。 

5.6.1.4 个体防护措施 

根据实际情况，对头部、眼部、手部、口部、面部、脚部和全身等采取防护措施。 

5.6.1.5 应急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包括： 

a) 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 

b) 配备应急物资和应急救援人员； 

c) 开展应急演练。 

5.6.1.6 重大风险管控措施 

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包括： 

a) 需通过工程技术措施才能管控的风险，企业应制定控制该类风险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制定方

案； 

b) 对不需要采取工程技术措施的风险，需要制定新的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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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风险的有效控制措施，并有效落实； 

c) 必要时，可同时采取以上规定的措施。 

5.6.2 风险管控措施评审 

企业在实施风险管控措施前，应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  

a) 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b) 是否使风险降低至可控状态；  

c) 是否产生新的危险有害因素；  

d) 是否已选定最佳的解决方案。  

5.6.3 风险分级管控主体 

5.6.3.1 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级同时

负责管控，逐级落实具体措施。对于操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等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作业

活动应重点进行管控。 

5.6.3.2 企业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合理确定各级风险的管控层级，一般分为公司（厂）级、

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风险管控层级进行增加或合并，

主要包括： 

a) 重大风险（红色）：公司（厂）级、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管控； 

b) 较大风险（橙色）：公司（厂）级、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管控； 

c) 一般风险（黄色）：部门（车间）级、班组级和岗位级管控； 

d) 低风险（蓝色）：班组级和岗位级管控。 

5.6.4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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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在每一轮风险评估后，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参见附录D。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中应至少包

括：危险源、风险类别、风险等级、管控措施、管控层级和责任人等风险信息。逐级汇总、评审、发布、

培训，并按规定及时更新。 

5.7 安全风险告知 

5.7.1 绘制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 

企业应使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将生产设施、作业场所等区域存在的不同等级风险标示在总平

面布置图，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5.7.2 绘制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 

企业应通过对部分作业活动、关键任务、生产工序，例如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利用统计学的

方法，采取柱状图、曲线图或饼状图等，将不同作业的风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标示出来，实现对重点

环节的重点管控。 

5.7.3 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企业应依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参见附录E.1。告知卡应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 

a) 场所和岗位名称； 

b) 主要风险类别； 

c) 风险等级； 

d) 危害或潜在危害事件； 

e) 风险管控措施； 

f) 风险管控层级； 

g) 安全警示标识； 

h) 内部报告电话。 

5.7.4 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 

企业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参见附录E.2。公告栏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位置/场所； 

b) 主要危险源； 

c) 风险等级； 

d) 风险类别； 

e) 可能导致的后果； 

f) 风险管控层级； 

g) 责任单位，责任人； 

h)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 12350。 

5.8 隐患排查 

5.8.1 编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5.8.1.1 编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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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结合各类危险源的风险管理措施编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包括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5.8.1.2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参见附录F.1。至少应包括：排查项目、排查内容、排查标准、排

查类型、组织级别、排查周期和排查人员等信息。 

5.8.1.3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参见附录F.2。至少应包括：排查项目、排查内容、排查标准、排

查类型、组织级别、排查周期和排查人员等信息。 

5.8.2 确定排查项目 

5.8.2.1 实施隐患排查前，企业应根据排查类型、人员数量、时间安排和季节特点，在排查项目清单

中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排查项目，作为隐患排查的内容。企业隐患排查项目分为基础管理类和生产现场类。 

5.8.2.2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 

b) 资质证照； 

c) 安全生产责任制； 

d)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e) 安全操作规程； 

f) 教育培训； 

g) 安全生产投入； 

h) 应急管理； 

i) 变更管理； 

j) 相关方安全管理； 

k) 检维修管理； 

l) 基础管理其他方面。 

5.8.2.3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区域位置和总图布置； 

b) 工艺； 

c) 机械； 

d) 电气； 

e) 热工燃爆； 

f) 作业环境； 

g) 危险化学品管理； 

h) 从业人员操作行为； 

i) 储运系统； 

j) 公用工程； 

k) 消防系统。 

5.8.3 组织实施 

5.8.3.1 制定排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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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生产运行特点，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各类型隐患排查的时间、目的、要求、范围、

组织级别和人员等。 

5.8.3.2 排查类型 

5.8.3.2.1 日常隐患排查。主要包括： 

a) 班组、岗位员工的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检查，以及基层单位领导和工艺、设备、电气、仪表、

安全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日常性排查； 

b) 日常隐患排查要加强对临时用电、受限空间、动火作业等危险性较大作业的排查。 

5.8.3.2.2 综合性隐患排查。由公司（厂）或部门（车间）负责人牵头，各有关专业和部门共同参与

的全面排查。 

5.8.3.2.3 专项或专业性隐患排查。主要包括： 

a) 对机械、电气、热工燃爆、作业环境与职业健康等分别进行的专业排查； 

b) 根据行业特点对受限空间作业、易燃易爆、粉尘防爆、高温熔融金属、吊运作业等场所的排查； 

c) 对区域位置及总图布置、工艺、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建筑结构、消防和公用辅助设施等系

统分别进行专业排查； 

d) 在连续运行装置开停车前、新装置竣工及试运行等排查； 

e) 长期停工停产的企业，复工复产前由单位负责人和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安全管理等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的排查。 

5.8.3.2.4 季节性隐患排查。根据季节特点开展的隐患排查。主要包括： 

a) 春季以防火、防雷、防静电、防解冻泄漏、防解冻坍塌为重点； 

b) 夏季以防雷、防设备容器高温超压、防台风、防洪、防暑为重点； 

c) 秋季以防雷、防火、防静电、防凝保温为重点； 

d) 冬季以防火、防爆、防中毒、防雪、防冻防凝、防滑、厂区道路、防静电为重点。 

5.8.3.2.5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对装置生产是否存在异常状况和隐患、备用设备状态、备

品备件、生产及应急物资储备、保运力量安排、企业保卫、应急工作等进行的检查，特别是要对节日期

间干部带班值班、机电仪保运及紧急抢修力量安排、备件及各类物资储备和应急工作进行重点排查。 

5.8.3.2.6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企业内或其他企业发生事故后开展的隐患排查。 

5.8.3.2.7 专家诊断性排查。企业组织抽调生产技术骨干，设立企业自己的安全专家队伍组织开展诊

断性排查。自身技术力量不足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欠缺的企业可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或安全生产

专家进行隐患排查。 

5.8.3.3 排查要求 

隐患排查应做到全面覆盖、责任到人，定期排查与日常排查相结合，专业排查与综合排查相结合。

排查出的隐患应由相关责任部门或责任人落实整改。隐患排查工作应纳入企业安全生产绩效考核。 

5.8.3.4 组织级别 

5.8.3.4.1 企业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层级。 

5.8.3.4.2 公司（厂）级隐患排查主要包括： 

a) 综合性隐患排查； 

b) 重点部位、关键装置专项排查； 

c) 新装置施工、竣工、试运行等阶段的专项排查； 

d) 季节性隐患排查； 

e)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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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专家诊断性排查； 

g)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 

5.8.3.4.3 部门（车间）级隐患排查主要包括： 

a) 综合性隐患排查； 

b) 专业性隐患排查； 

c) 季节性隐患排查； 

d)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 

e) 日常隐患排查。 

5.8.3.4.4 班组级和岗位级主要进行日常隐患排查。 

5.8.3.5 排查周期 

5.8.3.5.1 公司（厂）级排查周期： 

a) 综合性隐患排查，每月至少 1 次； 

b) 重点部位、关键装置专项排查，每月至少 1 次； 

c) 新装置施工、竣工、试运行等阶段的专项排查，适时开展； 

d) 季节性隐患排查，季节期间至少 1次； 

e)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至少 1 次； 

f) 专家诊断性排查，适时开展； 

g)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适时开展。 

5.8.3.5.2 车间（部门）级排查周期： 

a) 综合性隐患排查，每月至少 1 次； 

b) 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每月至少 1次； 

c) 季节性隐患排查，每季度至少 1 次； 

d)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至少 1 次； 

e) 日常隐患排查，每班至少 1 次。 

5.8.3.5.3 班组级和岗位级排查周期： 

a) 日常隐患排查，班组每班至少 1 次； 

b) 日常隐患排查，岗位每班至少 1 次； 

c) 重点岗位加大频次。 

5.8.3.6 排查结果记录 

每次隐患排查活动结束应在隐患排查清单上详细记录，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宜保留影像记录。 

5.9 隐患分级和治理 

5.9.1 隐患分级 

5.9.1.1 隐患分级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将隐患分为

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 

5.9.1.2 重大事故隐患确定 

以下情形确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a) 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熔炼炉、熔融金属吊运和浇注影响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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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吊运熔融金属的起重机不符合冶金铸造起重机技术条件,或驱动装置中未设置两套制动器。吊

运浇注包的龙门钩横梁、耳轴销和吊钩等零件，未进行定期探伤检查； 

c) 铸造熔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存在潮湿、积水状况，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d) 铸造熔炼炉冷却水系统未配置温度、进出水流量检测报警装置，没有设置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

的安全设施； 

e) 天然气（煤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未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或燃烧系统未设置防突

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安全装置； 

f) 使用易燃易爆稀释剂清洗设备设施，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除集聚在地沟、地坑等有限空间内

的可燃气体； 

g) 涂装调漆间和喷漆室未规范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和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h) 其他经辨识确定为重大隐患的。 

5.9.2 隐患治理 

5.9.2.1 隐患治理要求 

5.9.2.1.1 隐患治理实行分级治理。主要包括公司（厂）级治理、部门（车间）治理、班组治理、岗

位纠正等。  

5.9.2.1.2 隐患治理应做到方法科学、资金到位、治理及时有效、责任到人、按时完成。  

5.9.2.1.3 企业应对能立即整改的隐患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治理前要研究制定防范措施，

落实监控责任，防止隐患发展为事故。 

5.9.2.2 隐患治理流程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通报隐患信息。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

及治理建议等信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通报方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 

a) 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由隐患排查组织部门下达隐患整改通知单，参见附

录 G.1。隐患整改通知单内容应包含隐患描述、隐患等级、建议整改措施、治理责任单位和主

要责任人、治理期限等内容； 

b) 实施隐患治理。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可靠的治

理措施和应急措施； 

c) 治理情况反馈。隐患存在单位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治理完成情况，反馈至隐患整改通知下发部

门，未能及时整改完成的应说明原因与整改通知下发部门协同解决； 

d) 验收。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应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留存整改前后影像资料。 

5.9.2.3 一般事故隐患治理 

对于一般事故隐患，根据隐患治理划分的层级，企业各级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应负责组织整改，整

改情况要进行确认。 

5.9.2.4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5.9.2.4.1 经判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

书。评估报告书应包括事故隐患的类别、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对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治理方式、

治理期限的建议等内容。 

5.9.2.4.2 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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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安全措施和应急措施。 

5.9.2.4.3 企业应按照隐患整改通知和治理方案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治理，治理时应采取严密的防范、

监控措施，防止事故发生。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前，在不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企业应停产、停业。 

5.9.3 隐患治理验收 

隐患治理完成后，企业应根据隐患分级治理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实现闭环管

理，出具验收意见书，参见附录G.2。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

评估。对政府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按有关规定执行。 

5.10 隐患统计分析和应用 

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参见附录 G.3，每年对事故隐患进行统计分析，将分析结果纳入危

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和分级管控过程中。 

6 文件管理 

6.1 企业应完整保存文件、过程资料与数据信息，并建立电子档案。至少应包括： 

a) 风险分级和管控制度； 

b)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c) 考核与奖惩管理制度； 

d) 安全风险公告制度； 

e) 持续改进管理制度； 

f) 危险源清单； 

g) 风险分析评估记录； 

h) 危险源风险等级统计清单； 

i)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j) 安全风险公告栏； 

k) 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l) 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  

m) 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  

n)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o)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p) 隐患整改通知单； 

q) 验收意见书； 

r)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s) 双重预防机制运行评审记录。 

6.2 涉及重大风险时，其辨识、评估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6.3 涉及重大事故隐患，其排查记录、评估报告书、治理方案、隐患整改复查验收记录等，应单独建

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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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化建设 

企业应统一使用政府建立的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平台，按照要求录入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相关信息，

并动态更新。 

8 持续改进 

8.1 评审  

企业应适时和定期对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评审。评审每年应不

少于 1 次，并保存评审记录。  

8.2 更新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企业应及时更新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相关内容：  

a)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程变化或更新；  

b) 政府规范性文件提出新要求；  

c) 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机制发生变化；  

d) 生产工艺、设备设施、材料发生变化；  

e) 企业自身提出更高要求；  

f)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要对风险控制措施的调整；  

g)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  

h) 新辨识出的危险源；  

i) 未遂事件、紧急情况或应急预案演练结果反馈的需求。  

9 运行效果 

通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企业至少应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a) 每一轮风险辨识和评估后，应重新确认原有管控措施，或者通过增加新的管控措施提高安全可

靠性；  

b) 重大风险场所、岗位的警示标识得到保持和改善；  

c) 涉及重大风险部位的作业、属于重大风险的作业建立专人监护制度；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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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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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风险控制措施全面持续有效；  

h) 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加强和提升；  

i)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j) 各级排查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k) 员工隐患排查水平进一步提高；  

l) 对出现频率较高的隐患进行系统分析，并制定完善控制措施；  

m) 生产安全事故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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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流程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流程见图 A.1。 

 

 

图A.1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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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危险源清单样例 

危险物质类危险源清单见表B.1。 

表B.1 危险物质类危险源清单 

序号 危险物质名称 岗位/地点 潜在危害事件 危险特性 备注

1 正己烷 XX 车间 
泄漏；带入点火源；雷击；静

电火花等 
火灾、爆炸、中毒、灼烫  

… … … …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作业活动类危险源清单见表B.2。 

表B.2 作业活动类危险源清单 

序号 岗位/地点 作业活动 潜在危害事件 备注

1 冲压车间 冲压产品 机械伤害  

2 焊接车间 焊接（切割）工作 灼烫、火灾  

3 焊接车间 有限空间作业 中毒、窒息  

… … …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设备设施类危险源清单见表B.3。 

表B.3 设备设施类危险源清单 

序号 设备设施名称 设备类别 岗位/地点 潜在危害事件 备注

1 起重机械 特种设备 XX 车间 起重伤害  

2 锅炉 特种设备 锅炉房 锅炉爆炸  

3 压力容器 特种设备 空压机房 容器爆炸  

4 气瓶   承压设备 气瓶室 容器爆炸  

… … … …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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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风险分析评估记录及危险源风险等级统计清单样例 

分析评估记录（JHA+LEC法）见表 C.1、表 C.2。 

表C.1 作业活动类分析评估记录（JHA+LEC 法） 

序

号 

岗位

/地

点 

作

业

活

动 

作业

步骤 

风

险

类

别 

风险管控措施 L E C D 

风

险 

等

级 

1 
机加

车间 

金

属

切

削

加

工 

开车

前检

查、 

启动

电

机、

开启

设备 

物

体

打

击 

、 

机

械

伤

害 

工程技术措施：1.设备电机外壳接地良好；2.

转动部位设置防护罩；3.定期进行接地电阻检

测；4.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2.定期巡检切削机转动部位防护罩。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进行操作安全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保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

方案，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

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3 6 7 
12

6 

一

般

风

险 

… … … … … … … … … … … 

分析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定人：    日期： 年  月  日 

 

表C.2 设备设施类分析评估记录（JHA+LEC 法） 

序

号 

岗位

/地

点 

设备设

施名称

风险

类别 
风险管控措施 L E C D 

风

险 

等

级 

1 
焊接

车间 

气瓶、焊

机 

灼烫 

、 

触电 

工程技术措施：1.定期进行电焊机接地检测；

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2.使用前检查焊机。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

方案，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

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1 6 2 12 

低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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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续） 

序

号 

岗位

/地

点 

设备设

施名称 

风险

类别
风险管控措施 L E C D 

风险

等级

2 
焊接

车间 

气瓶、

焊机 

火灾 

、 

爆炸 

工程技术措施：1.作业点附近无易燃易爆物品；2.设

备进行接地；3.工艺参数正常；4.设备定期维护保养；

5.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定期

进行巡检。 

培训教育措施：3.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保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

医院救治。 

3 6 15 270 
较大

风险

… … … … … … … … … … 

分析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定人：    日期： 年  月  日 

分析评估记录（JHA+LS法）见表 C.3，表 C.4。 

表C.3 作业活动类分析评估记录（JHA+LS 法） 

序

号 

岗位

/地

点 

危险

源 

作

业

活

动 

风

险

类

别

风险管控措施 L S R 

风

险

等

级

工

作

前

检

查 

灼

烫

、

触

电

工程技术措施：1.定期进行接地检测；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使用前检查焊

机。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急

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1 3 3 

低

风

险

1 
焊接

车间 

焊接

作业

前未

清理

附近

物品、

人员

未佩

戴防

护用

品 

启

动

焊

机 

火

灾

、

爆

炸

工程技术措施：1.作业点附近无易燃易爆物品；2.设备进行接

地；3.工艺参数正常；4.设备定期维护保养；5.设置安全警示

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定期进行巡检。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保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急

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2 5 10 

较

大

风

险

… … … … … … … … … …

分析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定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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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设备设施类分析评估记录（JHA+LS 法） 

序

号 

岗位

/地

点 

危

险

源 

风险

类别
风险管控措施 L S R 

风险

等级

灼烫

、 

触电

工程技术措施：1.定期进行接地检测；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使用前检查

焊机。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

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2 3 6 
一般

风险

1 
焊接

车间 

焊

接

作

业 

火灾

、 

爆炸

工程技术措施：1.作业点附近无易燃易爆物品；2.设备进行

接地；3.工艺参数正常；4.设备定期维护保养；5.设置安全

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定期进行巡

检。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保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

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2 5 10
较大

风险

… … … … … … … … … 

分析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审定人：    日期： 年  月  日 

 

危险源风险等级统计清单见表 C.5。 

表C.5 危险源风险等级统计清单 

风险等级数量 
序

号 

车间/ 

部门 

危险源 

数量 
重大风险 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 低风险 

风险等级数

量合计 
备注 

1 焊接车间 20 0 4 8 18 30  

… … … … … … … …  

合  计 … … … … … …  

填表人：                    单位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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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样例 

作业活动类危险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表 D.1。 

表D.1 作业活动类危险源风险分析管控清单 

管控层级 

序

号 

岗

位 

危

险

源 

作

业

活

动 

风

险

类

别 

风

险

等

级 

风险管控措施 

公

司

/

厂

级 

车

间

/

部

门

级 

班

组

级 

岗

位

级

责

任

人

工

作

前

检

查 

灼

烫 

、 

触

电 

低

风

险 

工程技术措施：1.定期进行接地检测；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使用前检查

焊机。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

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 √

×

×

，

×

×

1 

焊

接

车

间 

焊

接

作

业 

启

动

焊

机 

火

灾 

、 

爆

炸 

较

大

风

险 

工程技术措施：1.定期进行接地检测；2.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使用前检查

焊机。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应

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医院救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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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类危险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见表 D.2。 

表D.2 设备设施类危险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管控层级 

序

号 

岗

位 

危

险

源 

潜在事件 

风

险

类

别 

风

险

等

级 

风险管控措施 

公

司

/

厂

级 

车

间 

/ 

部

门

级 

班

组

级 

岗

位

级

责

任

人

1. 个 体

防护用品

失效或未

佩戴。 

2. 电 焊

机 无 接

地； 

 

灼

烫 

触

电 

一

般

风

险 

工程技术措施：1.设备进行接地；2.工艺参数正常；

3.设备定期维护保养；4.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定期

巡检设备。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

医院救治。 

  √ √

×

×

，

×

×

1 

焊

接

车

间 

电

焊

接

作

业 1.酒精等

可燃物泄

漏； 

2.存在点

火源、静

电、雷击。 

火

灾

、

爆

炸 

较

大

风

险 

工程技术措施：1.设备进行接地；2.工艺参数正常；

3.设备定期维护保养；4.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安全管理措施：1.制定并执行安全操作规程；2.定期

巡检设备。 

培训教育措施：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个体防护措施：正确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配备应急救援器材，伤势较轻时现场救治，严重时送

医院救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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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风险告知卡及公告栏样例 

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见表 E.1。 

表E.1 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 

位置/场所 焊接车间 岗位 电焊工 

主要风险类别 火灾、触电、灼烫 风险等级 一般风险 管控级别 岗位级 

报告电话 0431-×××××××× 

危害或潜在危 

害事件 

1. 焊接区域存在易燃物质。 

2. 电焊机绝缘不良、焊钳破损，引发触电； 

3. 焊渣飞溅，电弧光灼伤眼睛或皮肤； 

4. 法兰、阀门泄漏。 

风险管控措施 

1.清理工作区域可燃物； 

2.作业前检查焊接设备是否良好，定期进行绝缘电阻检测； 

3.焊接时，采取个体防护措施，保持作业环境通风良好； 

4. 法兰、阀门密闭完好。 

安全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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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公告栏见表 E.2。 

表E.2 安全风险公告栏 

序号 位置/场所 主要危险源 风险等级 风险类别 风险管控层级 责任单位 责任人 

1 冲压车间 安全保护装置失效 一般风险 机械伤害 车间（部门） 冲压车间 ×× 

… … … … … … … …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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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隐患排查项目清单样例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见表 F.1。 

表F.1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 排查标准 排查类型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排查人员

1 公司证照 合法性管理 
证照齐全并在有

效性 
综合性隐患排查

公司级（厂

级） 
每月一次 ×× 

2 证书 
主要负责人及安

全管理人员证书 

证书齐全并在有

效性 
综合性隐患排查 证书齐全 每月一次 ×× 

… … … … … … … …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见表 F.2。 

表F.2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 排查标准 排查类型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排查人员

1 除尘系统 

除尘系统未采取

预防和控制粉尘

爆炸措施，导致粉

尘爆炸。 

粉尘系统采取防

爆措施。 

专项或专业性隐

患排查 

公司级（厂

级） 
每月一次 ×× 

2 压力机 

光电保护和双手

操纵装置失灵，导

致人体进入冲模

区。 

压力机安全防护

装置完好。 
日常隐患排查 

班组 

级 
每日一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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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隐患治理记录 

隐患整改通知单见表 G.1。 

表G.1 隐患整改通知单 

编号：001  

受检单位 冲压车间 

排查类型 
专项隐患排

查 
检查部位 起重机械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隐患等级 
一般事故

隐患 

隐患内容 

描述 

防脱钩装置失效，易导致被吊物体失稳

坠落 
事故类型 起重伤害 

整改单位 ××单位 
整改责任

人 
×× 

整改措施 

1.起重机械的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并取得资质证书。 

2.吊运前应确认起吊载荷的质量和质心，并确定起升系挂位置，经试吊后方能

正式作业。 

3.加强设备日常维护及点检。 

4.对防脱钩装置进行修理，符合标准要求。 

整改建议 

整改要求 
××年××月××日前整改完成，在此之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

全。 

检查负责人 ×× 
检查组成

员 
×× 检查单位 ××单位 

接收负责

人 
×× 

 

验收意见书见表 G.2。 

表G.2 验收意见书 

责任单位 冲压车间 

隐患名称 
起重机械防脱钩

装置失效 
地点 冲压车间 通知单编号 001 

验收负责人 ×× 验收成员 ×× 

隐患情况 防脱钩装置失效，易导致被吊物体失稳坠落 

整改方案 更换防脱钩装置 

整改完成情况 已整改 整改责任人 ××× 

验收负责人 

意见    签字： ××            ××年××月××日

责任部门负责人 

意见  
签字： ××            ××年××月××日

安全管理部门 

意见 
签字： ××            ××年××月××日

单位负责人 

意见  
 签字：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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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见表 G.3。 

表G.3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序

号 

隐患

名称 

隐患

等级 
检查人 整改措施

整改 

责任单位 

整改责

任人 

整改 

期限 

完成

时间 
验收人 

备

注 

1 

防脱

钩装

置失

效 

一般

事故

隐患 
×× 

更换脱钩

装置 
××车间 ×× ×× ×× ××  

2 … … … … … … … … …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