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课堂笔记第五讲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8/2021_2022__E3_80_8A_

E5_AE_89_E5_85_A8_E7_c67_268932.htm 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课堂笔记－第五讲安全评价 第三章 安

全评价 第一节 安全评价的分类 第二节 安全评价的程序 第三

节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单元的划分 大纲要求： 检验应

考人员对安全评价分类及其内容的掌握程度；对安全评价程

序的掌握程度；对危险、有害因素分类及辨识知识的掌握程

度；对安全评价方法的熟悉程度；对安全评价报告编写的掌

握程度。 本章大纲变化情况：和2004年大纲相同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安全评价的分类 1．了解安全评价的分类； 2．熟悉安

全预评价的概念及内容； 3．熟悉安全验收评价的概念及内

容； 4．掌握安全现状评价的概念及内容； 5．掌握专项安全

评价的概念及内容。 第二节 安全评价的程序 1．了解安全评

价的一般程序； 2．熟悉安全评价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危险

、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单元的划分 1．熟悉危险、有害因素

的分类及辨识方法； 2．掌握安全评价单元的划分原则与方

法。 本讲大纲变化情况： 1、与2004年大纲相同 本讲要点： 

１、安全评价的分类 2、危险、有害因素的分类及辨识 3、安

全评价单元的划分 内容讲解： 一、安全评价的分类 安全评价

是指运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对建设项目或生产经营单位存

在的职业危险因素和有害因素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估。根据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管技装字[2002]45号文《关于

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管理的意见》，安全评价包括安全预评价

、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综合评价和专项安全评价。 一、



安全预评价 安全预评价是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

容，分析和预测该建设项目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

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安全预评价实

际上就是在项目建设前，应用安全评价的原理和方法对系统(

工程、项目)中存在的危险性、危害性进行预测性评价。 安全

预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危险及有害因素识别、危险度评价和安

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它是以拟建建设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根

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供的生产工艺过程、使用和产

出的物质、主要设备和操作条件等，研究系统固有的危险及

有害因素，应用系统安全工程的方法，对系统的危险性和危

害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确定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

危险、危害程度；针对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

危险、危害后果提出消除、预防和降低的对策措施；评价采

取措施后的系统是否能满足规定的安全要求，从而得出建设

项目应如何设计、管理才能达到安全指标要求的结论。 二、

安全验收评价 安全验收评价是在建设项目竣工、试生产运行

正常后，通过对建设项目的设施、设备、装置实际运行状况

的检测、考察，查找该建设项目投产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有

害因素，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安全验收评

价是运用系统安全工程原理和方法，在项目建成试生产正常

运行后，在正式投产前进行的一种检查性安全评价。它通过

对系统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判断

系统在安全上的符合性和配套安全设施的有效性，从而做出

评价结论并提出补救或补偿措施，以促进项目实现系统安全

。 安全验收评价是为安全验收进行的技术准备，最终形成的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将作为建设单位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机构申请建设项目安全验收审批的依据。另外，通过安全验

收还可检查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确认《安全生产

法》的落实。 三、安全现状综合评价 安全现状综合评价是针

对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总体或局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现状

进行的评价。这种对在用生产装置、设备、设施、贮存、运

输及安全管理状况进行的全面综合安全评价，是根据政府有

关法规的规定或是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安全、健康的管理

要求进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收集评价所需的信息资料

，采用合适的安全评价方法进行危险识别、给出量化的安全

状态参数值；对于可能造成重大后果的事故隐患，采用相应

的数学模型，进行事故模拟，预测极端情况下的影响范围，

分析事故的最大损失，以及发生事故的概率；对发现的隐患

，根据量化的安全状态参数值、整改的优先度进行排序；提

出整改措施与建议。 评价形成的现状综合评价报告的内容应

纳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整改和安全管理计划，并按计划

加以实施和检查。 四、专项安全评价 专项安全评价是针对某

一项活动或场所，如一个特定的行业、产品、生产方式、生

产工艺或生产装置等，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的安全评

价，目的是查找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程度，提

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如果生产经营单位是生

产或储存、销售剧毒化学品的企业，评价所形成的专项安全

评价报告则是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其获得或保持生产经营营业

执照所要求的文件之一。 第二节安全评价的程序 安全评价程

序主要包括：准备阶段，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定性

定量评价，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形成安全评价结论及建议，

编制安全评价报告。具体程序如图3一l所示。 一、准备阶段 



明确被评价对象和范围，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及工程、系统的技术资料。 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

析 根据被评价的工程、系统的情况，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

因素，确定危险、有害因素存在的部位、存在的方式、事故

发生的途径及其变化的规律。 三、定性、定量评价 在危险、

有害因素辨识和分析的基础上，划分评价单元，选择合理的

评价方法，对工程、系统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

定性、定量评价。 四、安全对策措施 根据定性、定量评价结

果，提出消除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建

议。 五、安全评价结论及建议 简要地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

素的评价结果，指出工程、系统应重点防范的重大危险因素

，明确生产经营者应重视的重要安全措施。 六、安全评价报

告的编制 依据安全评价的结果编制相应的安全评价报告。 二

、危险、有害因素的分类及辨识 第三节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和评价单元的划分 危险因素是指能对人造成伤亡或对物造成

突发性损害的因素。有害因素是指能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

致疾病或对物造成慢性损害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二者并不

加以区分而统称为危险、有害因素。 一、危险、有害因素的

分类 危险、有害因素分类的方法多种多样，安全评价中常用

“按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和“参照事故类别”的方法进行

分类。 (一)按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进行分类 根据《生产过程

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1992)的规定，将

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分为6大类。 1．物理性危险和

有害因素 (1)设备、设施缺陷。 (2)防护缺陷。 (3)电危害。

(4)噪声。 (5)振动危害。 (6)电磁辐射。 (7)运动物危害。 (8)

明火。 (9)高温物质。 (10)低温物质。 (11)粉尘与气溶胶。



(12)作业环境不良。 (13)信号缺陷。 (14)标志缺陷。 (15)其他

物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2．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1)易燃

易爆性物质。 (2)自燃性物质。 (3)有毒物质。 (4)腐蚀性物质

。 (5)其他化学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3．生物性危险和有害因

素 (1)致病微生物。 (2)传染病媒介物。 (3)致害动物。 (4)致

害植物。 (5)其他生物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4．心理、生理性

危险和有害因素 (1)负荷超限。 (2)健康状况异常。 (3)从事禁

忌作业。 (4)心理异常。 (5)辨识功能缺陷。 (6)其他心理、生

理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5．行为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1)指挥错

误。 (2)操作错误。 (3)监护失误。 (4)其他错误。 (5)其他行

为性危险和有害因素。 6．其他危险和有害因素 (二)参照事故

类别进行分类 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综合考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

方式等，将危险因素分为20类。 (1)物体打击。指物体在重力

或其他外力的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成人身伤亡事

故，不包括因机械设备、车辆、起重机械、坍塌等引发的物

体打击。 (2)车辆伤害。指企业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引起的人体

坠落和物体倒塌、下落、挤压伤亡事故，不包括起重设备提

升、牵引车辆和车辆停驶时发生的事故。 (3)机械伤害。指机

械设备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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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碾、割、刺等伤害，不包

括车辆、起重机械引起的机械伤害。 (4)起重伤害。指各种起

重作业(包括起重机安装、检修、试验)中发生的挤压、坠落

、(吊具、吊重)物体打击和触电。 (5)触电。包括雷击伤亡事

故。 (6)淹溺。包括高处坠落淹溺，不包括矿山、井下透水淹

溺。 (7)灼烫。指火焰烧伤、高温物体烫伤、化学灼伤(酸、



碱、盐、有机物引起的体内外灼伤)、物理灼伤(光、放射性

物质引起的体内外灼伤)，不包括电灼伤和火灾引起的烧伤。

(8)火灾。 (9)高处坠落。指在高处作业中发生坠落造成的伤亡

事故，不包括触电坠落事故。 (10)坍塌。指物体在外力或重

力作用下，超过自身的强度极限或因结构稳定性破坏而造成

的事故，如挖沟时的土石塌方、脚手架坍塌、堆置物倒塌等

，不适用于矿山冒顶片帮和车辆、起重机械、爆破引起的坍

塌。 (11)冒顶片帮。 (12)透水。 (13)爆破。指爆破作业中发生

的伤亡事故。 (14)火药爆炸。指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在生产

、加工、运输、贮存中发生的爆炸事故。 (15)瓦斯爆炸。

(16)锅炉爆炸。 (17)容器爆炸。 (18)其他爆炸。 (19)中毒和窒

息。 (20)其他伤害。 此种分类方法所列的危险、有害因素与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处理(调查、分析、统计)和职工安全教育

的口径基本一致，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人员和企业广大职工、安全管理人员所熟

悉，易于接受和理解，便于实际应用。但缺少全国统一规定

，尚待在应用中进一步提高其系统性和科学性。 二、危险、

有害因素辨识方法 选用哪种辨识方法要根据分析对象的性质

、特点、寿命的不同阶段和分析人员的知识、经验和习惯来

定。常用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方法有直观经验分析方法和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一)直观经验分析方法 直观经验分析方

法适用于有可供参考先例、有以往经验可以借鉴的系统，不

能应用在没有可供参考先例的新开发系统。 1．对照、经验

法 对照、经验法是对照有关标准、法规、检查表或依靠分析

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借助于经验和判断能力对评价对象的

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 2．类比方法 类比方法是



利用相同或相似工程系统或作业条件的经验和劳动安全卫生

的统计资料来类推、分析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 (二)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是应用系统安全工程评

价方法中的某些方法进行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系统安全

分析方法常用于复杂、没有事故经验的新开发系统。常用的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有事件树、事故树等。 三、危险、有害因

素的识别 尽管现代企业千差万别，但如果能够通过事先对危

险、有害因素的识别，找出可能存在的危险、危害，就能够

对所存在的危险、危害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修改设计，增加安

全设施等)，从而大大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在进行危险、有害

因素的识别时，要全面、有序地进行，防止出现漏项，宜从

厂址、总平面布置、道路运输、建构筑物、生产工艺、物流

、主要设备装置、作业环境、安全措施管理等几方面进行。

识别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系统安全分析的过程。 (一)厂址 从厂

址的工程地质、地形地貌、水文、气象条件、周围环境、交

通运输条件、自然灾害、消防支持等方面分析、识别。 (二)

总平面布置 从功能分区、防火间距和安全间距、风向、建筑

物朝向、危险有害物质设施、动力设施(氧气站、乙炔气站、

压缩空气站、锅炉房、液化石油气站等)、道路、贮运设施等

方面进行分析、识别。 (三)道路及运输 从运输、装卸、消防

、疏散、人流、物流、平面交叉运输和竖向交叉运输等几方

面进行分析、识别。 (四)建构筑物 从厂房的生产火灾危险性

分类、耐火等级、结构、层数、占地面积、防火间距、安全

疏散等方面进行分析识别。 从库房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

类、耐火等级、结构、层数、占地面积、安全疏散、防火间

距等方面进行分析识别。 (五)工艺过程 1．对新建、改建、扩



建项目设计阶段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1)对设计阶段是否通

过合理的设计进行考查，尽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险、有害因

素。 (2)当消除危险、有害因素有困难时，对是否采取了预防

性技术措施进行考查。 (3)在无法消除危险或危险难以预防的

情况下，对是否采取了减少危险、危害的措施进行考查。 (4)

在无法消除、预防、减弱的情况下，对是否将人员与危险、

有害因素隔离等进行考查。 (5)当操作者失误或设备运行一旦

达到危险状态时，对是否能通过联锁装置来终止危险、危害

的发生进行考查。 (6)在易发生故障和危险性较大的地方，对

是否设置了醒目的安全色、安全标志和声、光警示装置等进

行考查。 2．对安全现状综合评价可针对行业和专业的特点

及行业和专业制定的安全标准、规程进行分析、识别 针对行

业和专业的特点，可利用各行业和专业制定的安全标准、规

程进行分析、识别。例如，原劳动部曾会同有关部委制定了

冶金、电子、化学、机械、石油化工、轻工、塑料、纺织、

建筑、水泥、制浆造纸、平板玻璃、电力、石棉、核电站等

一系列安全规程、规定，评价人员应根据这些规程、规定、

要求对被评价对象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和识

别。 3．根据典型的单元过程(单元操作)进行危险、有害因素

的识别 典型的单元过程是各行业中具有典型特点的基本过程

或基本单元。这些单元过程的危险、有害因素已经归纳总结

在许多手册、规范、规程和规定中，通过查阅均能得到。这

类方法可以使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比较系统，避免遗漏。 (

六)生产设备、装置 对于工艺设备可从高温、低温、高压、腐

蚀、振动、关键部位的备用设备、控制、操作、检修和故障

、失误时的紧急异常情况等方面进行识别。 对机械设备可从



运动零部件和工件、操作条件、检修作业、误运转和误操作

等方面进行识别。对电气设备可从触电、断电、火灾、爆炸

、误运转和误操作、静电、雷电等方面进行识别。 另外，还

应注意识别高处作业设备、特殊单体设备(如锅炉房、乙炔站

、氧气站)等的危险、有害因素。 (七)作业环境 注意识别存在

毒物、噪声、振动、高温、低温、辐射、粉尘及其他有害因

素的作业部位。 (八)安全管理措施 可以从安全生产管理组织

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特种作业人

员培训、日常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识别。 四、重大危险源的

识别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搬运、使

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

单元。 在我国，有无重大危险源应参照《重大危险源辨识

》(GBl82182000)进行识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