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基 础 知 识

  学习任务

1.准确表述安全评价的基本概念。

2.了解安全评价的发展史。

3.总结和表述安全评价的依据、原理、评价方法和程序。

第一节 安全评价的基本概念及发展

一、基本概念

  安全评价(safetyassessment)是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对拟建或已有工程、
系统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和预测,并根据可能导致的事故风

险的大小提出相应的安全对策措施,以达到维护工程、系统安全的目的。安全评价应贯穿

于工程及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和退役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工程、系统进行安全

评价,既是政府安全监督管理的需要,也是生产经营单位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保证。
安全评价中主要涉及以下概念。

(一)安全和危险

安全是指不会发生损失或伤害的一种状态。安全的实质就是防止事故,消除导致死

亡、伤害、急性职业危害及各种财产损失发生的条件。例如,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灾害性事

故的原因有人的误判断或误操作和违章作业、设备缺陷、安全装置失效、防护器具故障、作
业方法及作业环境不良等,这些原因涉及设计、施工、操作、维修、储存、运输及经营管理等

多方面。因此,必须从系统的角度观察、分析,并采取综合的方法消除危险,才能达到安全

的目的。危险是指易于受到损害或伤害的一种状态。系统危险性由系统中的危险因素决

定,危险因素与危险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事故

事故是指人们在实现其目的的行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迫使其有目的的行动暂时或

永远终止的一种意外事件。简言之,事故是指由危险因素造成人员职业病、伤害、死亡、财
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意外事件。

事件包括事故事件和未遂事件。事件的发生可能造成事故,也可能并未造成任何损

失。没有造成职业病、伤害、死亡、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事件被称为“未遂事件”“未遂过

失”或“近事故”。



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管理失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及环境因素等造

成的。

(三)风险

风险是危险或危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危险、危害事故严重程度的综合度量。衡量风

险大小的指标是风险率(R),它等于事故发生的概率(P)与事故损失严重程度(S)的乘

积,即
R=PS

由于概率难以取得,因此常用频率代替概率,这时上式可表示为

风险率=
事故次数

时间 ×
事故损失
事故次数=

事故损失
时间

式中,时间可以是系统的运行周期,也可以是一年或几年;事故损失可以表示为死亡人数、
损失工作日数或经济损失等;风险率是二者之商,表示百万工时死亡事故率、百万工时总事

故率等,对于财产损失可以表示为千人经济损失率等。

(四)系统和系统安全

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的、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具有独立功能的要素所构成的有机

整体。对生产系统而言,系统的构成包括人员、物资、设备、资金、任务指标和信息等要素。
系统安全是指在系统寿命期间内,应用安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识别系统中的危

险源,定性或定量表征其危险性,并采取控制措施使其危险性最小化,从而使系统在规定的

性能、时间和成本范围内达到最佳的可接受安全程度。因此,在生产中为了确保系统安全,
需要按安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及时发现系统中存在的或潜在的

各类危险和危害,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途径。

(五)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是以预测和预防事故为中心,以识别、分析、评价和控制系统风险为重

点,所开发、研究出来的安全理论和方法体系。它将工程和系统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
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判明各种状况下危险因素的特点及

其可能导致的灾害性事故,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系统的安全性做出预测和评价,将系统

事故降至最低的可接受限度。危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是安全系统工程的基本内容,
其中危险识别是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基础。

二、产生、发展和现状

安全评价技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是随着西方国家保险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保险公司为其客户承担风险,则必须收取一定的费用,而收取的费用取决于所承担风

险的大小。因此,就存在一个衡量风险程度的问题。这个衡量、确定风险程度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一个安全评价的过程,因此,安全评价也被称作风险评价(riskassessment)。
由于系统安全工程理论的改进和发展,安全评估技术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显著发

展。系统安全理论最早应用于美国军事工业。1962年4月,美国发布了《空军弹道导弹系

统安全工程》,作为对与民兵式导弹计划有关的承包商提出的系统安全要求,这是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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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首次实际应用。1969年,美国国防部批准并颁布了最具代表性的系统安全军事标

准———《系统安全大纲要点》(MIL-STD-822),其中概述了涵盖系统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要

求、程序和目标,以实现系统在安全方面的目标、计划和手段,包括设计、措施和评估。该标

准于1977年更改为MIL-STD-822A,1984年更改为MIL-STD-822B,对世界工程安全和消

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先后扩展到航空、航天、核工业、石油、化工等领域。它不断发展

和完善,形成了现代系统安全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当今的安全科学中发挥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系统安全工程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事故预测与预防系统的安全评价奠定了科

学基础。安全评价的实际作用也促使更多的政府和工商团体加强安全评价研究,开发自己

的评价方法,对系统进行事先、事后的评价,分析和预测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努力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

1964年,美国陶氏(DOW)化学公司首次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制定了“火灾、爆炸危险

指数评价法”,对化工厂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评价法已经过多次修

订、补充和改进。它基于装置中单元重要危险物质在标准状态下的火灾、爆炸或释放出危

险性潜在能量大小,并考虑过程的危险性,计算装置的火灾和爆炸指数(F&EI),确定危险

等级并提出安全措施,以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1974年,英国帝国化学公司(ICI)蒙
德(Mond)部将毒性概念引入并作为陶氏化学公司评价方法的一部分,制定了一些补偿系

数,并提出了“蒙德火灾、爆炸、毒性指数评价法”。197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没有核电

站事故先例的情况下,应用系统安全工程分析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核电站风险报告》
(WASH-1400),这一点得到了后续核电站事故的证实。1976年,日本劳动省颁布了“化工

厂安全评价六阶段法”,确定了一种安全评价的模式,并陆续开发了匹田法等评价法。随着

安全评估技术的发展,安全评估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点。当前,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

已将安全评价作为工厂设计和选址、系统设计、工艺过程、事故预防措施及制订应急计划的

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信息处理技术、数字化技术和事故预防技术的进步,还开发出了包

括危险辨识、事故后果模型、事故频率分析、综合危险定量分析等内容的商用化安全评价计

算机软件,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安全评价向更深层次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发生了多次火灾、爆炸和有毒物质泄漏等震惊世界的

事故。例如,1974年,英国夫利克斯保罗化工厂发生的环己烷蒸汽爆炸,造成29人死亡、

10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700万美元。1975年,荷兰国有矿业公司10万吨乙烯厂的碳

氢化合物气体泄漏,引发蒸汽爆炸,造成14人死亡、106人受伤,大部分设备被毁。1978年,
一辆装满丙烷的油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巴伦西亚过境点因充装过量而发生爆炸,造成

150人被烧死,120多人被烧伤,100多辆汽车和14栋建筑物被烧毁。1984年,墨西哥城的

液化天然气中心站发生爆炸,造成约49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900多人失踪,并彻底摧

毁了供应站的所有设施。1988年,英国北海石油平台因天然气压缩间的气体大量泄漏而

发生爆炸。在平台上工作的230多名员工中,只有67人幸存下来,使英国北海油田的产量

减少了12%。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发生一起涉及甲基异氰酸酯泄漏

的恶性中毒事故,2500多人死亡,20多万人中毒,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惨案。
恶性事故造成的人员严重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促使各国政府、议会立法或颁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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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规定工程项目、技术开发项目必须强化安全管理,降低安全风险程度。日本《劳动安全

卫生法》规定,由劳动基准监督署对建设项目实行事先审查和许可证制度;美国对重要工程

项目的竣工、投产都要求进行安全评价;英国政府规定,凡未进行安全评价的新建项目不准

开工;欧共体于1982年颁布《关于工业活动中重大危险源的指令》,欧共体成员国陆续制定

了相应的法律;国际劳工组织(ILO)也先后公布了《重大事故控制指南》(1988年)、《重大工

业事故预防实用规程》(1990年)和《工作中安全使用化学品实用规程》(1992年),其中对安

全评价均提出了要求。2002年《欧盟未来化学品政策战略白皮书》中,明确将危险化学品

的登记及风险评价作为政府的强制性指令。

20世纪80年代初期,安全系统工程被引入我国,许多研究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及部分

企业开始对安全评价方法进行研究及实际应用。为将安全评价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并在

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96年10月,原劳动部颁发了第3号令《建设项目(工程)劳
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1999年5月,原国家经贸委发出了《关于对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

全卫生预评价单位进行资格认可的通知》(国经贸安全〔1999〕500号);2002年6月,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管理的意见》。

2002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对于安

全评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包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
等相关配套法规的出台,安全评价逐步深入展开。目前,安全评价从劳动安全卫生预评价

扩展为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评价和专项安全评价4种类型,覆盖了工程、
系统的全部生命周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实践证明,安全评价不仅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和生产设备的本质安全程度,而且可以为

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决策和监督检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安全生产监督、监察与管理方式

也面临着与国际接轨问题。安全评价作为现代先进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内容之一,它的应用

必将对安全生产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承担安全评价、
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其做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的结果负责。”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也于2004年年底颁布实施了《安全评价

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13号),从法律上对安全评价等安全中介服

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又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监督,保证了安全评价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2007年1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又对《安全评价通则》及相关的各类评价

导则进行了修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颁布。

2017年11月,《安全评价与安全检测检验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开始修订,准备发布施

行。我国在《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了企业依法进

行安全评价的责任,对高危行业的企业提出了依法进行安全评价的要求,安全评价机构作

为中介服务机构开始出现,从事安全评价的人员不断增加,安全评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

的领域。尽管国内外已研究开发出几十种安全评价方法和商业化的安全评价软件包,但每

种评价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定性评价方法主要依靠经验判断,不同类型评价

对象的评价结果没有可比性。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开发的火灾爆炸危险指数评价法主要用

于评价规划和运行的石油、化工企业生产、储存装置的火灾、爆炸危险性,该方法在指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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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参数确定等方面还存在缺陷。概率风险评价方法以人机系统可靠性分析为基础,要求

具备评价对象的元部件和子系统,以及人的可靠性数据库和相关的事故后果伤害模型。定

量安全评价方法的完善,还需进一步研究各类事故后果模型、事故经济损失评价方法、事故

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人的行为安全性评价方法及不同行业可接受的风险标准等。
几十年来,我国的安全评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其发展过程

中吸取了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体系认证等其他类似工作的很多经验和教训。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已将安全评价体系作为安全生产六大技术支撑体系之一,安全评价体系将

为保障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目的及意义

(一)安全评价的目的

  安全评价的目的是查找、分析和预测工程、系统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可能导致的危

险、危害后果和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指导危险源监控和事故预防,以达到

最低事故率、最少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安全评价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提高系统本质安全化程度

通过安全评价,对工程或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等过程中存在的事故和事故隐患进行

系统分析,针对事故和事故隐患发生的可能原因事件和条件,提出消除危险的最佳技术措

施方案,特别是从设计上采取相应措施,设置多重安全屏障,实现生产过程的本质安全化,
做到即使发生误操作或设备故障,系统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导致重大事故发生。

2.实现全过程安全控制

在系统设计前进行安全评价,可避免选用不安全的工艺流程和危险的原材料及不合适

的设备、设施,避免安全设施不符合要求或存在缺陷,并提出降低或消除危险的有效方法。
系统设计后进行安全评价,可查出设计中的缺陷和不足,及早采取改进和预防措施。

系统建成后进行安全评价,可了解系统的现实危险性,为进一步采取降低危险性的措

施提供依据。

3.建立系统安全的最优方案,为决策提供依据

通过安全评价,可确定系统存在的危险源及其分布部位、数目,预测系统发生事故的概

率及其严重程度,进而提出应采取的安全对策措施等。决策者可以根据评价结果选择系统

安全最优方案和进行管理决策。

4.为实现安全技术、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创造条件

通过对设备、设施或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是否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相关规

定的评价,对照技术标准、规范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现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的标准

化、科学化。

(二)安全评价的意义

安全评价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安全评价与日常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监察工作不同,它是从技术方面分析、论证和评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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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损失和伤害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提出应采取的对策措施。安全评价的意义

具体包括以下五方面。

1.有助于确认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安全评价是安全生产管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我国安全生

产的基本方针,作为预测、预防事故重要手段的安全评价,在贯彻安全生产方针中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通过安全评价可确认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了安全生产条件。

2.有助于政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宏观控制

安全预评价将有效地提高工程安全设计的质量和投产后的安全可靠程度;安全验收评

价根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对设备、设施和系统进行综合性评价,提高安全达标水平;
安全现状评价可客观地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水平做出评价,使生产经营单位不仅可以了

解可能存在的危险性,而且可以明确如何改善安全状况,同时也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了解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现状和实施宏观控制提供基础资料。

3.有助于安全投资的合理选择

安全评价不仅能确认系统的危险性,还能进一步考虑危险性发展为事故的可能性及事

故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进而计算事故造成的危害,并以此说明系统危险可能造成负效益

的大小,以便合理地选择控制、消除事故发生的措施,确定安全措施投资的多少,从而使安

全投入和可能减少的负效益达到平衡。

4.有助于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评价可以使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变事后处理为事先预测和预防。通过安全

评价,可以预先识别系统的危险性,分析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状况,全面地评价系统及各部

分的危险程度和安全管理状况,促使生产经营单位达到规定的安全要求。
安全评价可以使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变纵向单一管理为全面系统管理,将安全管

理范围扩大到生产经营单位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使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实现全员、全
面、全过程、全时空的系统化管理。

系统安全评价可以使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变经验管理为目标管理,使各个部门、
全体职工明确各自的指标要求,在明确的目标下,统一步调,分头进行,从而使安全管理工

作实现科学化、统一化及标准化。

5.有助于生产经营单位提高经济效益

安全预评价可减少项目建成后由于达不到安全的要求而引起的调整和返工建设:安

全验收评价可在设施开工运行阶段消除一些潜在事故隐患:安全现状评价可使生产经营

单位较好地了解可能存在的危险并为安全管理提供依据。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水平

的提高可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

  思政教学启示

本节了解了安全评价的基本概念,对安全评价技术有了初步认识。安全评价技术的产

生也揭示了安全的重要性,使“安全第一”的思想深入人心,也警示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注

意安全的重要性。安全评价技术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安全评价从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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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小到大,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从人们最初意识到安全评价这一技术的功能性和重要

性,到如今相关法条不断完善,逐渐演变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它的发展,吸取了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体系认证等其他类似工作的很多经验和教训。正如人生,从起点走至终点也

必定会经历坎坷,需要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打磨自己,吸取经验教训,踏实走好人生的每

一步。

第二节 安全评价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体系

(一)法律

  法律的制定权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

以公布。主席令中载明了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和实施日期。关于法律的公布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签署公布后,应及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此外

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

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

法》等属法律。

(二)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的制定权属国务院。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以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令中载

明了行政法规的制定机关、通过日期和实施日期。关于行政法规的公布方式,《立法法》明
确规定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应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此
外还规定,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如国务院发布的《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属行政法规。

(三)规章

规章的制定权属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

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立法法》规定,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

和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原劳动部发布的

《建设项目(工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建设项目(工程)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和技术措施

验收办法》等属规章。

(四)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的发布令中一般都载明地方性法规的名称、通过机关、通过日

期和生效日期等内容。《立法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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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安全评价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

与安全评价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根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分别制定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相关标准

可按照适用范围、约束性和性质等对相关标准进行分类。
按适用范围将标准分为四类:一是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颁布,如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等;二是行业标准,如原冶金

部颁布的《冶金企业安全卫生设计规定》等;三是地方标准,如《不同行业同类工种职工个人

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标准》(〔91〕鲁劳安字第582号);四是企业标准。
按约束性将标准分为两类:一是强制性标准,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1987

(2001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1992)等;二是推荐性

标准,如《质量管理体系》(GB/T19001—2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GB/T
28001—2011)等。

按性质将标准划分为三类,即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和方法标准。由于安全评价依据的

标准众多,不同行业会涉及不同的标准,其余与评价有关的安全标准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三、风险判别指标

风险判别指标(以下简称指标)或判别准则的目标值,是用来衡量系统风险大小及危险

危害性是否可接受的尺度。无论是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若没有指标,评价者将无法判

定系统的风险是高还是低,是否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以及系统安全水平改善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接受,定性、定量评价也就失去了意义。常用的指标有安全系数、可接受指标、安全

指标(包括事故频率、财产损失率和死亡概率等)或失效概率等。
在判别指标中,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风险的可接受指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所谓

安全,就是事故风险达到了合理可行并尽可能低的程度。减少风险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

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还是采取防范措施使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都要投入资金、技术

和劳务。通常的做法是将风险限定在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水平上。
因此,安全评价中不是以风险性为零作为可接受的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

指标作为可接受标准。

  思政教学启示

本节了解了安全评价的依据,详细学习了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体系,正所谓无规矩不

成方圆,安全生产也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约束。每个人在社会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个

体,在不同的场合也会受到各种规矩的约束。君子慎独,我们要时刻用法律法规约束自己,
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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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的发展尚且依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我们也要学会从旧

事物中汲取经验教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更高的山。

第三节 安全评价的程序

在进一步学习安全评价报告如何编写之前,需要了解整个安全评价工作的流程。编制

一份科学的安全评价报告,丰富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安全评价工作可以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即调研分析和工作方案制定阶段,现场勘验、风险数据采集和风险评价阶段,
以及安全评价文件编制阶段,安全评价工作流程如图1-1所示。

图1-1 安全评价工作流程

一、调研分析和工作方案制定阶段

在对被评价目标进行安全风险状况调研时,需要系统地收集与该系统有关的资料,包
括相关法律、法规、标准、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各类规划等。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明确各

类风险因子,并初步识别出目标系统存在的安全风险。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对收集到的

资料进行综合风险分析、评估,以便更准确地确定潜在安全风险。
同时,需要明确安全评价类型、范围和标准。例如,安全评价的类型可以包括技术评

价、管理评价、具体问题评价等;安全评价的范围可以涵盖目标系统的整体安全状况或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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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系统中某个特定部位的安全问题;安全评价的标准可以基于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

或企业规范等制定。确定安全评价的类型、范围和标准后,还需要制订相应的安全评价工

作计划,以确保评价工作有序进行和有效实施。

二、现场勘验、风险数据采集和风险评价阶段

(一)现场勘验阶段

  现场勘验阶段是安全评价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此阶段,评价人员根据安全评价内

容和现场环境,通过综合运用现场勘验器材,对被评价的目标系统的原始状态进行拍照、录
音、摄影、技术测量、记录参数等。此外,评价人员应根据已收集的目标系统基础资料,采用

现场观察法、现场询问法、问卷调研法等方法,对现场进行详尽调查与资料复核,并做好现

场记录,以确保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风险数据采集

风险数据采集是安全评价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在此阶段,评价人员需要收集各种

类型的风险数据,以便更好地评估被评价系统的安全状况。具体而言,风险数据的采集包

括选址风险数据、平面布局风险数据、运行维护过程中的风险数据,以及发生较大生产安全

事故时应急救援数据信息。
选址风险数据包括被评价系统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外部自然灾害、次生灾害风险数

据等;平面布局风险数据包括被评价系统的危险源重点影响区域、危险源次级影响区域、周
边脆弱性敏感目标、周边环境重大影响区域的风险数据等;运行维护过程中的风险数据包

括被评价系统基于系统生命周期和空间两个基础维度,从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

和管理的因素四个方面采集的风险数据;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应急救援数据信息包括

被评价系统及周边社区、政府应急力量分布情况、应急设备装置、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通信

保障等方面的数据信息。

(三)风险评价

根据被评价系统的特性和分解原理,对系统进行合理划分评价单元,采用“先分解再综

合”原则,确保各个单元相对独立且能够全面覆盖评价范围。在进行安全风险识别与分析

时,根据前期现场勘验结果、收集的风险数据,对被评价系统进行全面识别与风险分析,明
确系统中风险的存在部位、运行方式、发生机理、作用路径及演化规律。根据不同评价单元

的特性,选取适合的评价方法,对存在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通过确定风险可接受标

准,综合考虑被评价系统的评价目的、评价分析过程和结果量化程度,评估风险控制措施在

工程技术、安全管理、培训教育、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充分性和有效性,最终根据风

险可接受标准对比评定风险等级。

三、安全评价文件编制阶段

在现场勘验、风险数据采集和风险评价阶段工作中,将各类资料、现场数据和风险评价

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根据项目需要编制被评价系统基础信息表、较大以上风险清单及周边

脆弱性目标清单,制作被评价系统及周边的地理信息图示和风险空间分布图示。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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