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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学院重要危险源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方案 

一、 目的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方针，提高应对

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保障师生的安全健康和生命安全，

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危

险货物品名表》(GB18218)等规定制定本方案。 

二、 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的危险源辨识和

风险评估、应急管控工作。 

三、 职责 

1.管理者代表负责危险源辨别及风险评估的组织领导

和汇总工作。 

2.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的负责人具体负责危

险源辨别、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策划工作。 

3.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

本部门范围内的危险源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方案的归档和

上报工作。 

4.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的实验人员必须遵守



危险源辨别、风险评估和应急管控策划的相关规定。 

四、 危险源的辨识 

1.危险源辨识应考虑的因素 

（1）所有活动中存在的危险源，包括各类实验室、研

究中心、工作室运行过程中所有人员的活动、实验活动、异

常情况下的活动等。 

（2）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所有运行场所的

设施设备中存在的危险源，如建筑物、仪器设备、实验工具

等。 

（3）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所有采购、使用、

储存、待报废的物资中存在危险源，如实验试剂、实验废弃

物等。 

（4）各种工作环境因素带来的影响，如高温、低温、

照明等。 

（5）识别危险源时要考虑六种典型危害、三种时态和

三种状态： 

①六种典型危害 

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管理的失误，按上述类型可能导致的危害将危险因素分为六

类： 

A.各种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挥发、泄露所造成的人员伤害、

火灾等； 

B.造成人体辐射损伤、冻伤、烧伤、中毒等物理危害； 

C.造成人体砸伤、压伤、倒塌压埋伤、割伤、刺伤、擦



伤、扭伤、冲击伤、切断伤等机械危害； 

D.设备设施安全装置缺乏火损坏造成的火灾、人员触电、

设备损害等电器危害； 

E.不适宜的作业方式、作息时间、作业环境等引起人体

过度疲劳的人体工程危害； 

F.病毒、有害细菌、真菌等造成发病感染的生物危害。 

②三种时态 

A.过去：作业活动或设备等过去的安全控制状态及发生

过的人体伤害事故； 

B.现在：作业活动或设备等现在的安全控制状况； 

C.将来：作业活动发生变化、系统或设备等在改进、报

废后将会产生的危险因素。 

③三种状态 

A.正常：作业活动或设备等按其工作任务连续长时间进

行工作的状态； 

B.作业活动或设备等周期或临时性进行工作的状态，如

设备的开启、停止、检修等状态； 

C.紧急状态：发生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状态。 

2.危险源辨识的方法 

根据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的运行方式、实验

及辅助设备的现状，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危险货物品名表》(GB18218)等规定，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全面性、预测性的原则，综合考虑起因物、引

起事故的诱导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对各类实验室、



研究中心、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害因素及重大

危险源进行辨识。 

五、 安全危险评估 

1.对找出的风险点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明确管控的重点。

安全风险评估采用 D=LEC 公式计算风险分值（单位：分），

其中： 

D — 作业地点、关键环节等存在的安全风险 

L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E — 人员接触危险环境的频率 

C —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0.2 极不可能 

0.1 实际不可能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暴露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 

分数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100 10人以上死亡 

40 3～9人死亡 

15 1～2人死亡 

7 严重 

3 重大，伤残 

1 引人注意 

2.风险等级 

按照安全风险评估结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将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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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注警

示。同时，及时关注风险源的动态变化情况，随时对警示等

级进行变更。 

（1）Ⅰ级：发生事故将难以控制，会造成多人伤亡和

巨额财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需集团公司和公司各级部门

制定严格的制度、措施，重点管控。 

（2）Ⅱ级：发生事故较难控制，会造成多人伤害或发



生死亡事故，后果严重，需公司各级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要求，重点管控。 

（3）Ⅲ级：有发生严重伤害事故的风险，需部门、队

组逐级落实措施、重点防控。 

（4）Ⅳ级:有发生伤害事故的风险，需班组及岗位操作

人员加强防范、正规操作。 

（5）风险等级标准 

风险 

分级 
等级 D（值） 危险程度 

Ⅰ级 重大 D（值）≧320 高度危险，必须高度关注、重点防控 

Ⅱ级 较大 320﹥D（值）≧160 较大危险，应采取严密防控措施 

Ⅲ级 一般 160﹥D（值）≧70 一般危险，应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Ⅳ级 低 70﹥D（值） 危险，需严格按章正规操作 

六、应急管控方案 

1.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经过分析辨别，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存在的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有：电器危害、火灾危害、职业有害因

素、机械危害等。 

（1）电器危害 

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中使用电器设备较多，

其电气危害表现形式主要有触电、过负荷、电源线路缺陷对

供电系统影响造成的供电安全事故。 

（2）火灾危害 



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工作室中承载人员较多，各式

物品堆放，其火灾危害表现形式主要为仪器使用不当导致电

火花而引发火灾。 

（3）职业有害因素 

①粉尘危害 

模型制作过程中需要对模型切割时会产生粉尘。人体长

期吸入矿尘，危害人体的健康，导致职业病。有些粉尘会引

起支气管哮喘，过敏性肺炎，甚至呼吸系统肿瘤；有些粉尘

还可能会直接刺激皮肤，引起皮肤炎症；刺激眼睛，引起角

膜炎；进入耳内使听觉减弱，有时也会导致炎症。 

②噪声危害 

模型制作过程中需要对模型切割时会产生强度不等的

噪声。我国规定的工业噪声上限为 85dB（A）。长期接触一定

强度的噪声，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主要是造成听力损失，

严重的可导致噪声性耳聋；其次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

消化系统也有一定影响。 

（4）机械危害 

各类实验室、研究中心中涉及实验设备、实验体等物品

的搬移事务繁多，其中使用到诸多设备。机械伤害的主要表

现形式为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

接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割、刺等形式的伤害。 

2.应急管控措施 

对于危险源引发的事故的风险，首先考虑消除，其次考

虑整改，具体管控措施如下表所示。 



风险值 
风险

等级 
风险性质 措 施 

>320 一级 
不可容许

风险 

只有当风险降低时，才能开始或继续工

作，如果无限资源投入也不能降低风险，

就必须禁止工作。 

160-320 二级 重大风险 

直至风险降低后才能开始工作，为降低风

险又是必须配给大量资源。当风险涉及正

在进行的工作时，就应采取应对措施。 

70-160 三级 中度风险 

应努力降低风险，但应仔细测定并预防成

本，并应在规定时限内实施降低低风险措

施。在中度风险与严重伤害后果相关的场

合，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以更准确地

确认伤害的可能性，以确定是否需要改进

的控制措施。 

20-70 四级 
可许诺 

风险 

不需要另外的控制措施，应考虑运行效果

或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改进措施，需要检测

来确保控制措施得以维持。 

<20 五级 
可忽视 

风险 
不需要采取措施且不必保留文件记录。 

地球物理学院党委 

2019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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