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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文件 
 
 

江科大校〔2017〕140号 

 
 

关于印发《江苏科技大学危险源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江苏科技大学危险源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江苏科技大学 

2017 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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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危险源管理办法 

（试行） 

为了辨识学校范围内工作场所的危险源，对其进行科学评价

和管控，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生产、校园生活等活动安全平稳

运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死亡、伤害、职业病、财产

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第二条   危险源安全管理职责 

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建立健全学校危险源管理制度，

监督管理各部门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及风险控制工作，审定重

大及重要危险源，对重大及重要危险源负有监督、检查和上报的

职责。 

安全生产职能部门在各自归口职责范围内对各部门危险源

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各部门是危险源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危险

源的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等工作，对重大及重要危险源实

施控制管理和上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危险源安全管理

工作负责。 

教职员工对本岗位所涉及的危险源进行辨识，并掌握控制方

法。 

第三条  危险源的辨识、评价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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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源的辨识、评价要充分全面，应涵盖教学、科研、生

产和校园生活等活动中的所有危险（害）因素。 

2.要考虑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态和正常、异常、紧急三

种状态。 

其中：过去时态是指过去的工作活动和系统或设备等安全

控制状态及发生过的人身伤害事故和未遂事故；现在时态是指工

作活动和系统或设备等现在维护、改进、报废的安全状态；将来

时态是指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作活动、系统、设备等即将产生的安

全状态. 

第四条 危险源辨识、评价的方法 

1.危险源辨识 

（ 1）按事故和职业危害的直接原因进行分类，根据

GB/T13816-92《生产过程危险和危害因素分类与代码》的规定，

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害）因素分为六类：物理性危险（害）；

化学性危险（害）；生物性危险（害）；心理（生理）危险（害）；

行为性危险（害）；其他危险（害）。 

（2）参照事故类别和职业病类别进行分类 

按 GB6441-86《企业伤亡事故分类》有以下 14类危害类型：

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伤害；淹溺伤

害；灼烫伤害；火灾伤害；高处坠落；坍塌伤害；锅炉爆炸；容

器爆炸；中毒和窒息；其他伤害。 

参照卫生部，原劳动部、总工会等颁发的《职业病范围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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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将危害因素分为：生产性粉尘、毒物、

噪声与振动、高温、低温、辐射（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其

他危害因素 7类。 

2.危险源评价 

    危险源的风险评价，采用“工作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

法）,详见附件 1。根据危险指数判定危险等级，确定重大危险

源和重要危险源： 

危险指数≥320，为 A 级； 

160≤危险指数＜320，为 B级； 

70≤危险指数＜160，为 C 级； 

20≤危险指数＜70，为 D级； 

危险指数＜20，不列入等级。 

A 级为重大危险源，B 级、C 级为重要危险源，D 级为一般

危险源。 

第五条  危险源辨识评价管理程序 

1.由科室、教研室、实验室（班组）等基层组织按岗位采用

“工作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和直观经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本科

室、系（班组）各岗位危险因素辨识，填写《危险源辨识与风险

评价表》（见附件 2），进行汇总归类和分级，确定危险源，讨论

控制措施，并上报。 

2.各部门在基层组织辨识、评价的基础上，汇总本部门危险

源清单，并初步确定重大危险源和重要危险源清单，经由部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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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审核，报学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安全办）审

定并公布。 

第六条  危险源的风险控制 

1.风险控制措施应首先考虑消除风险，其次考虑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概率，降低伤害潜在的严重程度），将使用个体防护

措施作为最后的手段。 

2.重大危险源的风险控制 

（1）重大危险源实行学校、部门、科室三级控制管理。 

（2）重大危险源所在部门要分析原因，按照相关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纠正及预防措施，编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

练；对于存在技术与资金困难的，由学校安排整改；对危及人身

安全的，必须立即上报,由学校确定整改方案，在整改完成期间

停止使用或采取隔离防范措施。 

（3)安全办和所在单位分别建立重大危险源台帐，安全办按

规定定期上报。 

（4）安全办定期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 

（5）安全生产职能部门每半年检查一次，所在部门领导每月

检查一次，科室（系）负责人每周检查一次，相关岗位人员每天

检查一次，形成详细的原始记录并登记建档。 

2．重要危险源的风险控制 

（1）重要危险源实行部门、科室二级控制管理。 

（2）部门制定重要危险源风险控制目标和管理方案，建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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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3）部门领导对重要危险源每两月检查一次，科室负责人每

月检查一次，相关岗位人员每周检查一次，形成详细的原始记录

并登记建档。 

（4）部门定期对重要危险源的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定期

组织重要危险源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技能、安全知识培训。 

3.一般危险源的风险控制 

一般危险源由科室进行风险控制，做好检查、记录、建档等

工作。 

4.危险源辨识和评价采取动态机制，所在部门每年一次对危

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进行效果检查和评审，并据情况进行完善。 

5.危险源检查人员应认真填写检查记录（见附件 3），对于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应采取防范措施并限期整改。 

第七条  危险源的编号和标志 

危险源编号：重大和重要危险源由学校统一编号；一般危险

源由所在部门参照学校的编号原则进行编号。 

危险源标志：部门必须设立重大和重要危险源标志牌并悬挂

在醒目位置。标志牌上应明示名称、编号、等级、危害、责任人

及注意事项（提示），详见附件 4。 

第八条  危险源的更新 

学校（部门）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危险源的重新辨识和风险

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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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下列情况时，应及时进行危险源的重新辨识与风险评

价： 

（1）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2）设备、设施、工艺等发生变化； 

（3）工作场所、工作方式发生变化； 

   （4）新、改、扩建项目。  

第九条  凡违反本办法的部门及个人，按照学校安全生产有

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工作和校园生活中所有危险源

的辨识、风险评价及风险控制等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安全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风险评价方法（LEC法） 

2.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 

3.危险源检查记录表 

4.危险源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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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风险评价方法（LEC 法） 

风险评价公式： CELD   

L：发生危险事件的可能性； 

E：工作人员在危险环境下的状况； 

C：事故的可能后果； 

D：危险指数。 

表 1  发生危险事件的可能性（L） 

L 分 数 

完全预料到 10 

相当可能 6 

不经常，但可能 3 

意外，很少可能 1 

可以设想，但极少可能 0.5 

极不可能 0.2 

实际上不可能 0.1 

表 2  工作人员在危险环境中的状况（E） 

E 分  值 

连续处在危险环境中 10 

每天在有危险的环境中工作 6 

每周一次在危险环境中工作 3 

每月一次在危险环境中工作 2 

每年一次在危险环境中工作 1 

极难出现在危险环境中工作 0.5 

 

 

表 3  事故的可能后果（C） 

现象 可能后果 分值 

大灾难 多人死亡 100 

灾难 数人死亡 40 

非常严重 一人死亡 15 

严重 严重致残 7 

重大 手足伤残 6 

较大 受伤较重 3 

引人注目 轻伤 1 

 

 

表 4  险指数评价（D） 

D 评价 危险源等级 

＞320 极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A 

160-320 高度危险、需要立即整改 B 

70-159 很危险、需要整改或高度关注 C 

20-69 可能有危险、需要关注 D 

＜20  不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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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 

部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No： 

序号 工作活动 危险源 危险源类型 可能导致的事故 
涉及 

相关方 

工作危险性评价 
危险源 

等级 
控制措施 

是否 

受控 

是否

合法 

L E C D     

              

              

              

              

              

              

              

              

              

              

说明：危险源控制措施：a）控制目标、指标、专项技术方案和管理方案；b）管理程序、规章制度与安全操作规程；c）对已有的一般控制措施的改进； 

d）针对性的培训与教育；e）现场监测、信息、报告、预警与报警；f）应急预案；g）监督与检查；h）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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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危险源检查记录表 

部门：                                                                                      检查时间： 

序号 危险源名称 危险源编号 检查情况 备注 

     

     

     

     

     

     

     

     

     

     

检查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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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危险源标志牌 

1.危险源标志牌样式如下图所示： 

名称：                                 

编号：            

等级：                   

危害：                   

责任人：                  

注意（提示）： 

危险源标志牌（尺寸：500×650mm） 

 

名称—危害部分称谓； 

编号—危险源汉语拼音缩写代号； 

危害—可能引起的事故危害； 

责任者—危险部位单位负责人； 

注意（提示）—注意事项或预防事故的主要措施。 

2.危险源标志牌的制作要求： 

形状：左上角绘有一个警示标志； 

尺寸：根据危险源特点而定； 

颜色：不同级别的危险源用不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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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背景色 对比色 

A 红色 白色 

B 绿色 白色 

C 黄色 白色 

D 白色 黑色 
 

 

 

 

 

 

 

 

 

 

 

 

 

 

 

江苏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6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