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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中国矿业大学、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有色

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榆林市应急管理局、

江苏中矿安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负责解释。

本文件首次发布。

联系信息如下：

单位：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电话：029-61166122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未央路208号
邮编：71002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柱国、李爽、王炳锋、李建文、吴群英、赵福堂、赵化龙、冯涛、张华、杜

平、袁广金、赵文革、王西才、张森、姜永明、姜越、张维新、张宏、杨征、雷亚军、杨国平、姜万明、

李鑫、景涛、周利军、王道山、郑增荣、王玉平、薛煊、刘斌、付文慧、王栋、魏东、赵平平、王鹏飞、

吴杰、李红选、牛虎明、段银兵、韩世锋、贺超、杨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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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与运行 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

不安全行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持续改进和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企业的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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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AQ/T 1093 煤矿安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 规范

NB/T 11123 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险 risk

导致生产安全事故或健康损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的组合。

[来源：GB/T 23694-2013，2.1]

3.2

风险点 risk site

风险伴随的部位、场所和区域。

[来源：NB/T 11123-2023，3.2]

3.3

危险因素 hazard factors

可能产生或存在风险的主体。

[来源：AQ/T 1093，3.9，有修改]

3.4

风险辨识 risk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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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危险因素所存在或伴随风险的过程。

[来源：NB/T 11123-2023，3.4]

3.5

初始风险 initial risk

不考虑现有管控措施的情况下，危险因素存在的风险。

[来源：NB/T 11123-2023，3.7，有修改]

3.6

动态风险 dynamic risk

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后的风险。

[来源：NB/T 11123-2023，3.8，有修改]

3.7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确定风险导致事故发生可能性及危害程度的活动。

3.8

风险分级管控 risk hierarchical control

依据风险等级确定不同管控层级、频率的方式。

[来源：NB/T 11123-2023，3.9，有修改]

3.9

风险管控措施 risk control measures

管控风险所采取的消除、隔离、控制或个人防护方法和手段。

[来源：NB/T 11123-2023，3.5，有修改]

3.10

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risk grading control list

责任范围内的安全风险管控任务台账。

3.11

风险预警 risk warning

风险超过预设条件时发出的警示信息。

3.12

隐患 hidden danger

可能导致职业健康损害或事故发生的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

上的缺陷。

3.13

隐患排查 screening for hidden danger

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隐患的检查、监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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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智能化安全双重预防机制 intelligent security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

智能化技术与双重预防机制有机融合，通过对人、机、环、管安全数据的集成和智能分析，实现安

全双重预防机制的高效、精准和便捷化运行。

4 总体要求

4.1 煤矿是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运行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确定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运行的

管理部门，并明确职责。

4.2 煤矿应明确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和运行目标，应包含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不安全行为管

理、生产安全事故控制、教育培训等内容，并分解到科室（部门）、区队（车间）、班组，同时将其纳

入安全绩效进行管理和考核。

4.3 煤矿应建立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管理制度，应包含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组织机构与责任体系、风

险辨识与评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与登记、隐患治理与督办、隐患验收与销号、不安全行为

管理、安全双重预防管理信息系统使用和运行维护、教育培训、安全双重预防机制考核、持续改进等内

容。

4.4 煤矿应将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内容纳入到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并定期考核。

4.5 煤矿应对重大风险及重大隐患进行公示公告，除满足 NB/T 11123-2023第 7章要求外，还应每月

将重大风险管控措施不落实情况向分管负责人警示，并制作岗位风险告知卡。

4.6 煤矿应每年组织教育培训，并符合 NB/T 11123-2023中第 10章要求，培训范围还应包括关键岗位

人员。

5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5.1 安全风险辨识

5.1.1 组织实施

5.1.1.1 矿长组织各分管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和相关科室（部门）、区队（车间）对初始风险进行年

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5.1.1.2 矿长和各分管负责人按要求组织开展专项风险辨识评估。

5.1.2 风险点划分

煤矿应依据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责任明确的原则划分风险点，涵盖井下（坑下）、系统、选煤厂

及地面其他重点场所，应编制风险点台账并根据生产变化情况进行更新，风险点台账样表见表A.1。

5.1.3 危险因素识别

危险因素识别应满足NB/T 11123-2023中5.2.2的要求。危险因素识别后，企业应编制危险因素清单，

清单示例见表A.2。
注：作业活动类危险因素的划分指存在安全风险的生产作业活动。

5.1.4 风险辨识类型

5.1.4.1 年度风险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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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1 年度风险辨识除 NB/T 11123-2023中 5.3.1.1规定的情形之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煤矿危险作业包括：煤矿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石门揭煤、探放水、巷道贯通、清理

煤仓、强制放顶、火区密闭和启封等；

——煤矿隐蔽致灾因素包括：井（矿）田内及周边采空区，废弃老窑（井筒）、封闭不良钻孔，断

层、裂隙、褶曲，陷落柱，瓦斯富集区，导水裂隙带、离层空间，地下含水体，地表水体，井

下火区，油气及油气井、煤层气井，冲击地压危险性，古河床冲刷带、岩浆岩侵入体、煤（岩）

层风氧化带、火烧区、古隆起、天窗、暗河、溶洞等不良地质体，边坡稳定性等；

——煤矿地面的风险包括：职工食堂、职工澡堂、职工会堂、职工宿舍、招待所、文体活动中心及

仓库等可能存在的火灾或其他风险。

5.1.4.1.2 煤矿应编制年度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报告和《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

5.1.4.2 专项风险辨识

5.1.4.2.1 专项风险辨识应符合 NB/T 11123-2023中 5.3.1.2规定，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煤矿出现组织机构调整、企业产权变更时，由煤矿主要负责人组织分管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及

有关科室（部门）辨识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风险；

——连续停工停产 15日以上的煤矿复工复产前，由分管负责人（矿长）（复工复产前专项风险辨

识评估由矿长）组织有关科室（部门）、生产组织单位（区队），重点辨识评估作业环境、工

程技术、设备设施、现场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5.1.4.2.2 专项风险辨识后，有新增重大风险或需调整措施的，应补充完善《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控

方案》。

5.1.5 风险类型

煤矿风险类型的划分应符合《煤矿双重预防系统数据接入细则（试行）》规定。

5.1.6 辨识方法

安全风险辨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安全检查表法见附录 A.3；
——经验分析法见附录 A.4；
——作业危害分析法见附录 A.5。

5.2 安全风险评估

5.2.1 评估方法

风险评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风险矩阵法，见附录 B.1；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见附录 B.2；
——重大风险直接认定法，见附录 H。

5.2.2 安全风险等级划分

应符合NB/T 11123-2023中5.4.2的要求。

5.2.3 重大风险

5.2.3.1.1 煤矿有《重大风险直接认定情形》规定的（见附录 H），应直接认定为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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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2 煤矿应按照风险评估方法（5.2.1）辨识评估其他重大风险。

5.3 风险管控措施

5.3.1 风险管控措施编制

风险管控措施应满足NB/T 11123-2023中5.5的要求，并将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应用到作业规程、操作

规程以及安全技术措施中。

5.3.2 重大风险特别规定

煤矿应在重大安全风险区域设定作业人数上限，依照《煤矿单班入井（坑）作业人数限员规定》，

在明显位置悬挂限员牌板并采取限员措施。

5.4 风险分级管控

5.4.1 管控层级

应按照煤矿管理层级，逐一分解落实安全风险管控责任。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级应同时负

责管控：

——重大风险由矿长负主要管控责任；

——较大风险由分管负责人、副总工程师、科室（部门）管控；

——一般风险由区队（车间）负责人管控；

——低风险由班组长和从业人员管控。

5.4.2 分专业、分区域、分系统管控

应符合NB/T 11123-2023中5.6.2的要求。

5.4.3 日常管控

安全风险日常管控，各级负责人应符合下列规定：

——矿长掌握本矿重大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并落实《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中重大安全风险

管控措施；

——分管负责人掌握相关范围的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

——副总工程师、科室（部门）负责人、区（队）长、班组长和关键岗位人员掌握作业区域和本岗

位的安全风险及管控措施；

——区（队）长、班组长组织作业时对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5.4.4 危险作业风险管控

5.4.4.1 应制定专项安全管理技术措施并进行审批。

5.4.4.2 作业前应对作业人员开展宣贯培训，确认风险管控措施。

5.4.4.3 作业过程中应随时排查问题隐患、监督并纠正违章行为。

5.5 风险管控责任清单

5.5.1 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应包括但不限于：风险点、危险因素、风险类型、风险描述、风险等级、检

查项目（作业步骤）、管控措施以及责任岗位，风险管控责任清单样表见附录 C；
5.5.2 风险管控责任清单应根据专项风险辨识和持续改进工作及时更新。



DB61/T 1914—2024

6

6 隐患排查治理

6.1 隐患分级

6.1.1 重大事故隐患应按照《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令第 774号）和《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应急管理部第 4号令）进行判定。

6.1.2 一般隐患可划分为 A、B、C、D四级。

——A级：风险度高，整改难度大，应由煤矿或上级单位、部门协调整改的隐患；

——B级：风险度较高，整改难度较大，应由煤矿分管负责人或科室（部门）组织治理的隐患；

——C级：风险度一般，整改难度一般，宜由煤矿区队（车间）主要负责人组织治理的隐患；

——D级：风险度低，现场能够立即治理完成，可由跟班区队长或班组长组织治理的隐患。

6.1.3 煤矿应结合实际建立隐患认定标准数据库，并确定隐患等级，隐患认定标准数据库见附录 D。

6.2 隐患类型

隐患按专业可划分为：

——井工煤矿按照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防、地测防治水、冲击地压防治、煤与瓦斯突出、

安全管理和其他等专业划分；

——露天煤矿按照钻孔、爆破、采装、运输、排土、机电、边坡、疏干排水、安全管理和其他等专

业划分。

6.3 排查方式

隐患排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月度排查：矿长每月组织分管负责人、副总工程师及相关科室（部门）、区队（车间）对重大

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管控效果及覆盖生产各系统、各岗位的隐患（含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整治）至少开展 1次排查，月度排查相关工作流程应满足 NB/T 11123-2023中 6.3a）相关要

求；

——专业排查：井工煤矿分管采掘、通风、煤与瓦斯突出防治、冲击地压防治、防灭火和防治水、

机电、运输等工作，露天煤矿分管钻孔爆破、采装、排土、边坡、防治水和防灭火、设备检修

等工作的负责人每半月组织相关人员对覆盖分管范围的重大安全风险及月度研判风险管控措

施落实情况、管控效果和隐患至少开展 1次排查；

——季度排查：上级公司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所属煤矿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管控效果及事

故隐患排查（含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矿领导带班排查：除满足 NB/T 11123-2023中 6.3e）相关要求外，矿领导在带班检查过程中还

应对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详实记录；

——日常排查：除满足 NB/T 11123-2023中 6.3d）相关要求外，还应对作业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并

结合月度隐患治理会议要求，对本单位负责的风险管控重点进行排查；

——专项排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等排查工作开展前应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排查时间、方式、

范围、内容和参加人员；

——岗位排查：岗位作业人员应掌握本岗位存在的风险及管控措施，在作业前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

排查确认，在作业过程中关注现场风险变化情况，做好岗位风险研判，随时排查隐患。

6.4 隐患治理

6.4.1 治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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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治理应符合NB/T 11123-2023中6.4.1的要求；对于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

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6.4.2 分级治理

煤矿应根据隐患的等级实行分级治理。重大事故隐患由矿长牵头治理；一般隐患根据治理难度和涉

及范围分为A、B、C、D四级，并确定治理责任部门或责任人。

6.4.3 隐患督办

6.4.3.1 重大事故隐患督办应符合 NB/T 11123-2023中 6.5.1的要求。

6.4.3.2 一般隐患治理督办的责任单位（部门）和责任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级隐患由煤矿治理，督办和验收由分管负责人组织实施；

——B级隐患由科室负责治理，安全管理部门负责督办，煤矿负责验收；

——C级隐患由区队（车间）负责治理，安全管理部门负责督办，业务科室负责验收；

——D级隐患由班组负责治理，区队（车间）、安检员负责督办和验收。

6.4.3.3 对未按规定完成治理的一般隐患应提级督办。

6.4.4 验收销号

煤矿应根据隐患等级和隐患来源进行验收销号：

——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验收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经煤矿主要负责人签字，按规定上报；

——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治理完成后报告发现部门或其委托部门（单位）；

——煤矿上级单位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治理完成后应将验收结果报告煤矿上一级单位确认；

——煤矿自行排查发现的一般隐患，验收销号应符合 NB/T 11123-2023中 6.6a）的要求。

6.5 隐患台账

隐患台账应符合NB/T 11123-2023中6.7的要求，还应包含隐患治理的全过程及外部单位检查发现的

隐患，隐患台账样表见附录E。

7 不安全行为管理

不安全行为管理应符合NB/T 11123-2023中6.8的要求，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按照不安全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至少划分为严重不安全行为和一般不安全行为。

——分管安全负责人应每月对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制定不安全行为管控措施，不断减少员工不安

全行为，杜绝不安全行为发生。

——应结合实际制定煤矿不安全行为认定标准数据库，样表见附录 F。

8 信息系统建设

8.1 基本要求

信息系统建设应满足NB/T 11123-2023中9.1的要求，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实现对《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落实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实现对危险作业的流程审批、过程管控，宜对危险作业过程保留视频记录；

——实现对不安全行为治理的信息化管理，能够对不安全行为进行记录、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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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风险与隐患的统计分析、风险预警和权限分级管理，实现风险与隐患数据应用的无缝对接；

——针对风险隐患数据的采集和传递，宜使用移动终端以提高安全信息管理的效率。

8.2 智能化建设

应将智能化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纳入煤矿智能化建设总体规划，将人员定位、监测监控系统数据接入

安全双重预防信息系统，并逐步扩展到环境、设备、不安全行为、工业视频等领域，实现对主要灾害、

动态风险的动态评估、预测预警。

8.3 数据联网

信息系统应能实现与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上级单位的数据联网。

8.4 运维与安全

煤矿应制定信息系统使用、维护、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责任部门及工作职责。

9 持续改进

9.1 安全风险研判

9.1.1 月度总结分析

月度总结分析应满足NB/T 11123-2023中11.2的要求，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通报安全风险管控责任落实情况；

——通报月度危险作业管理情况、月度不安全行为管理情况；

——结合国家、地方政府或上级企业出台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办法和煤矿风险管控落实情

况补充辨识新风险、完善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更新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研判下月重点管控的安全风险，布置管控任务。

9.1.2 专项会议

出现重大事故隐患或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煤矿应召开专项会议。

9.2 机制运行提升

9.2.1 煤矿矿长每年应组织分管负责人、副总工程师、相关业务科室（部门）至少进行 1次安全双重

预防机制的运行分析，对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的各项制度与流程在本矿内部执行的有效性、全年安全

生产责任制考核结果和对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标准及其他相关规定的适宜性进行评价。

9.2.2 应通过评估体系实施运行效果，适时调整相关制度、流程、职责分工等内容，并形成安全双重

预防机制年度运行分析报告。

10 档案管理

10.1 应满足 NB/T 11123-2023中 12.1的要求，并对煤矿危险作业管理台账存档记录。

10.2 年度和专项风险辨识报告、重大事故隐患信息档案或电子档案及其他隐患销号后相关性文件保存

不少于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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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风险点台账及风险辨识方法

A.1 风险点台账

风险辨识首先要排查企业风险点，形成风险点台账见表 A.1，危险因素清单见表 A.2：

表 A.1 风险点台账样表

序号 风险点 排查日期 开始日期 解除日期 排查人 责任单位 责任人

1 综（放）采工作面 …… …… …… …… …… ……

2 掘进工作面 …… …… …… …… …… ……

3 中央变电所 …… …… …… …… …… ……

4 中央水泵房 …… …… …… …… …… ……

5 主斜井 …… …… …… …… …… ……

6 …… …… …… …… …… …… ……

注1：风险点划分原则参考标准正文（见5.1.2）。

注2：依照下列步骤，形成企业的风险点台账：

注3：划分企业风险点，包含部位、场所、区域；

注4：针对某一风险点，完善其相关信息，如排查日期、开始日期、解除日期等。



DB61/T 1914—2024

10

表 A.2 危险因素清单示例

序号 风险点类型 危险因素名称 类别

1 综采工作面

水 作业环境

火 作业环境

瓦斯 作业环境

顶板 作业环境

煤尘 作业环境

噪声 作业环境

有毒有害气体 作业环境

采煤机 设备设施

刮板输送机 设备设施

胶带输送机 设备设施

液压支架 设备设施

超前支架 设备设施

转载机 设备设施

破碎机 设备设施

泵站 设备设施

移动变电站 设备设施

割煤作业 作业活动

2 …… …… ……

A.2 风险辨识方法

根据风险点台账内容对各风险点进行风险辨识，其中设备设施类危险因素可利用安全检查表法辨识

风险，作业活动类危险因素可利用作业危害分析法辨识风险，作业环境类危险因素可利用经验分析法辨

识风险，其他危险因素视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辨识方法。

A.2.1 安全检查表法

安全检查表法是依据相关的标准、规范，对工程、系统中已知的危险类别、设计缺陷以及与一般工

艺设备、操作、管理有关的潜在危险性和有害性进行判别检查，是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的方法，发现系统

以及设备、机器装置和操作管理、工艺、组织措施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列成表格进行分析。安全检查

表示例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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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安全检查表法示例

序号 风险点
危险

因素

风险

描述

风险

类型

风险

等级

检查

项目
管控措施

责任单位

/部门
责任人

1 掘进工

作面
掘进机

存在

机械

伤害

风险

机械

伤害

一般

风险

保护

装置

1.每天对掘进机保护进行试验，

确定保护灵敏可靠。
…… ……

2.安设掘进机机载红外断电装

置，当有人员误入警戒区域能及

时断电停机。

…… ……

3.每班掘进前，掘进机司机必须

对每个保护进行试验，保护存在

异常不得开机。

…… ……

2 掘进工

作面
掘进机

存在

高处

坠落

风险

高处

坠落

一般

风险
护栏

1.掘进机上方安设护栏，护栏必

须完好，掘进机副司机必须在护

栏内作业。

…… ……

2.掘进副司机站在掘进机上方作

业时，必须佩戴保险带。
…… ……

3 掘进工

作面
掘进机

存在

油管

爆裂

伤人

风险

物体

打击

一般

风险

系统

压力

1.掘进机系统压力严禁私自调

节，如需调节压力必须由掘进机

检修工操作。

…… ……

2.检修工必须每天对系统压力进

行调试，保证压力在油管可承受

范围内。

…… ……

4 …… …… …… …… …… …… …… …… ……

注1：现在以表A.3为例对掘进工作面中设备设施类危险因素进行风险辨识，利用安全检查表法辨识步骤如下：

注2：利用安全检查表法将掘进机分为不同的“检查项目”，如：保护装置、护栏等；

注3：对掘进机的检查项目依次进行风险辨识，确定其主要的风险类型，如保护装置→机械伤害，护栏→高空坠

落……

注4：对风险类型对应的风险进行描述，描述需简洁，让现场检查人员容易理解；

注5：对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参考附录B风险评估方法对辨识出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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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经验分析法

经验分析法是指以经验知识为依据和手段分析认识事物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该方法需重视发挥集

体智慧的作用，利用安全、技术人员的实际工作经验分析风险点存在的危险因素，是对企业安全风险清

单的重要补充，经验分析法示例见表 A.4：

表 A.4 经验分析法示例

序号 风险点
危险

因素
风险描述

风险

类型

风险

等级

检查

项目
管控措施

责任单位

/部门
责任人

1
综（放）

采工作

面

顶板

工作面回采

期间，工作面

及上下端头

以及超前支

护范围段顶

板受围岩应

力影响，有顶

板破碎、下

沉、空间不足

具有冒顶片

帮的风险。

冒顶

片帮

较大

风险

顶板

支架

1.加强矿压观测及分析。 …… ……
2.确保支架初撑力符合要

求，前梁接实顶板，护帮

板贴实煤壁。

…… ……

3.顶板破碎及煤壁片帮时

及时拉移超前支架、打开

护帮板。

…… ……

2 掘进工

作面
煤尘

存在煤尘含

量超限导致

煤尘爆炸的

风险。

煤尘

爆炸

重大

风险

煤 尘

浓度、

喷 雾

装置

1.每班对巷道迎头 30m范

围进行洒水降尘，每圆班

对整个巷道进行洒水降

尘。

…… ……

2.施工锚杆、锚索孔时采

用湿式钻眼。
…… ……

3 掘进工

作面
瓦斯

存在高冒点

瓦斯积聚导

致瓦斯爆炸

的风险。

瓦斯

爆炸

重大

风险

高冒

点

1.加强巷道施工质量管

理，尽可能保持巷道成型

规整。

…… ……

2.高冒点要采取充填、喷

浆等措施，减小高冒空

间。

…… ……

3.高冒点设瓦斯检测牌

板，加强日常检查。
…… ……

4.加强煤尘管理，减少高

冒区煤尘聚集。
…… ……

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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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作业危害分析法

作业危害分析法将作业活动分解为若干连续的工作步骤，识别每个工作步骤的潜在风险，然后通过

风险评价判定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作业危害分析法示例见表 A.5：

表 A.5 作业危害分析法示例

序号 风险点
危险

因素
风险描述

风险

类型

风险

等级

工作

步骤
管控措施

责任单位

/部门
责任人

1 综掘工

作面

综掘

割煤

作业

存在机械伤

害的风险。

机械

伤害

一般

风险

开机

前检

查

1.检查各部位螺丝是否紧

固齐全，各操作手把、按

钮、开关、急停是否灵活、

可靠，截齿是否齐全锋

利；内外喷雾、各部油位

是否符合规定。

…… ……

2.掘进机开机前，必须撤

出掘进机前方所有人员，

并在掘进机后方设置警

戒，严禁人员进入。

…… ……

3.在掘进机二运处安装红

外线感应器，发现有人进

入掘进机自动停机。

…… ……

2 综掘工

作面

综掘

割煤

作业

存在冒顶片

帮的风险。

冒顶

片帮

较大

风险
割煤

1.割煤前，须对迎头顶板

及帮部条件进行检查分

析，如发现顶、帮破碎及

时采取超前支护措施，并

短掘短支。

…… ……

2.割煤过程中，如遇顶板

掉顶，帮部片帮及时停机

检查，以防顶板大面积冒

落。

…… ……

3.割煤过程中，严格按措

施、规程施工，严禁超割

造成顶板冒落。

…… ……

3 综掘工

作面

综掘

割煤

作业

存在煤尘爆

炸、从业人员

职业病伤害

的风险。

煤尘

爆炸

重大

风险
割煤

1.必须佩戴合格的防尘、

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用

品。

…… ……

2.落实综合防尘措施。 …… ……

4
综掘工

作面

综掘

割煤

作业

存在机械伤

害的风险。

机械

伤害

一般

风险

停机

后检

查

1.掘进机停机后，隔离开

关必须打至零位，并将综

掘机总急停进行闭锁，隔

离开关手把综掘机司机

必须随身携带。

…… ……

2.掘进机停机后，将掘进

机截割头落地，并罩好护

罩。

…… ……

5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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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风险评估方法

B.1 风险矩阵法（LS）

按照风险发生的概率、特征、损害程度等技术指标，由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的损失评定分

数，进而确定相应的风险等级，其计算公式是：

×R L S （B.1）

式中：

L──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

S──危险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

R──危险事件风险值。

图 B.1 风险矩阵法

风险矩阵
一般风险

（Ⅲ级）

较大风险

（Ⅱ级）

重大风险

（Ⅰ级）
有效类别

赋

值
人员伤害程度及范围

低

风

险
(Ⅳ
级)

6 12 18 24 30 36 A 6 多人死亡

5 10 15 20 25 30 B 5 一人死亡

4 8 12 16 20 24 C 4 多人受严重伤害

3 6 9 12 15 18 D 3 一人受严重伤害

2 4 6 8 10 12 E 2
一人受到伤害，需急

救：

或多人受到轻微伤害

1 2 3 4 5 6 F 1 一人受到轻微伤害

L K J I H G 有效类别

1 2 3 4 5 6 赋值
风险

值

风险

等级
说明

不可能 很少 低可能
可能

发生
能发生

有时

发生

发生的

可能性
30--36 Ⅰ级 重大

风险

估计从

不发生

10年以上

可能发生

一次

10年内

能发生

一次

5年内

可

能发生

一次

每年可

能发生

一次

1年内能

发生 10
次或以

上

发生可能性的

衡量（发生频

率）

18--25 Ⅱ级 较大

风险

1/100
年

1/40年 1/10年 1/5年 1/1年 ≥10/1年 发生频率量化

9--16 Ⅲ级
一般

风险

1--8 Ⅳ级
低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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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是对与系统风险有关的三种因素按不同等级分别赋值，再以三个分

值的乘积来评价作业条件危险性的大小，即：

× ×D L E C （B.2）

式中：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ikelihood；

E──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exposure；

C──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consequence；

D──危险性，danger。

注：危险性的半定量评价法。值得注意的是，LEC风险评价法对危险等级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凭经验判断，

应用时需要考虑其局限性，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正。

示例 1：评估“掘进作业，顶板冒落，人员受到伤害”风险：

示例 2：L：可能性，即冒顶的可能性，取值 3（可能，但不经常）；

示例 3：E：暴露频度，取值 6（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示例 4：C：后果，取值 15（1～2人死亡）；

示例 5：D：风险大小，3×6×15=270 ；

示例 6：查表 B.5，160 ≤ D < 320，对应较大风险，则：“掘进作业，顶板冒落，人员受到伤害”

示例 7：风险等级为：较大风险。

表 B.2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赋值表

序号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分数值

1 完全可以预料 10

2 相当可能 6

3 可能，但不经常 3

4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1

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0.5

6 极不可能 0.2

7 实际不可能 0.1

表 B.3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赋值表

序号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分数值

1 连续暴露 10

2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6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3

4 每月一次暴露 2

5 每年几次暴露 1

6 非常罕见暴露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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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C──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赋值表

序号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分数值

1 10人以上死亡 100

2 3～9人死亡 40

3 1～2人死亡 15

4 严重 7

5 重大，伤残 3

6 引人注意 1

表 B.5 D──风险大小评价分级表

序号 危险程度 D值

1 重大风险 D ≥ 320

2 较大风险 160 ≤ D < 320

3 一般风险 70 ≤ D < 160

4 低风险 D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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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

风险管控责任清单样表

单位：

序号 风险点 危险因素 风险类型 风险描述 风险等级
检查项目

（作业步骤）
管控措施 责任岗位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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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

隐患认定标准数据库示例

表 D.1 隐患认定标准数据库示例

序号 隐患内容 等级 专业 类型 认定依据

1
从业人员未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或培训不合格，上岗作业。
一般隐患 C 级 安全管理 其他 《煤矿安全规程》

2
主扇风机备用风机起不到备用作

用的。
一般隐患 A 级 机电 机电 《煤矿安全规程》

3
瓦斯检查存在漏检、假检情况且进

行作业的。
重大事故隐患 通防 瓦斯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4
巷道严重失修，进回风巷道断面不

足而未及时处理的。
一般隐患 B 级 采煤 顶板 《煤矿安全规程》

5
无轨胶轮车照明灯、信号灯不完好

的。
一般隐患 C 级 运输 运输 《煤矿安全规程》

6
违反《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用串

联通风的。
重大事故隐患 通防 通风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7 …… …… …… …… ……

注1：隐患内容：具体的隐患描述。

注2：隐患等级：按照隐患判定标准，结合企业实际，确定的隐患等级。

注3：隐患等级分为重大事故隐患和一般隐患，一般隐患又细分为A、B、C、D四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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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隐患台账样表

序号
排查

日期

排查

类型
排查人

隐患

地点

隐患

描述
专业

隐患

等级

治理

措施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治理

期限

督办

单位
督办人 验收人

销号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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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不安全行为标准数据库样表

序号 不安全行为类别 不安全行为内容 不安全行为等级 认定依据 处置措施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注 1：不安全行为类别：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其他。

注 2：不安全行为内容：具体的行为描述。

注 3：不安全行为等级：严重不安全行为、一般不安全行为。

注 4：认定依据：触犯的依据文件及条目。

注 5：处置措施：指对该不安全行为应该如何进行管理，如学习帮教、培训、考试、书面承诺等，结合各矿

工作实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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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G

（资料性）

不安全行为台账样表

序号 时间 地点 姓名
所在

单位
描述 类别 专业 级别

主要

原因

认定

依据

处置

措施

查处

单位
制止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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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H

（规范性）

重大风险直接认定情形

煤矿重大风险除按照评估方法结合煤矿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直接判定为重

大风险，如表 H.1所示。

表 H.1 重大风险直接认定情形示例

序号 风险类型 重大风险直接认定情形

1 瓦斯
高瓦斯及突出矿井，或需要抽采的低瓦斯矿井，相应影响区域的瓦斯风险

在容易自燃煤层、自燃煤层采用放顶煤开采工艺生产所造成的风险

2 煤尘 开采煤层有煤尘爆炸危险性的矿井，相应影响区域的煤尘爆炸风险

3 火灾 煤层自燃及容易自燃区域的风险

4 水灾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及以上，或奥灰突水系数≥0.06的矿井，相应影响区域的水灾风险

采（古）空区积水≥30万 m3的矿井，相应影响区域的水灾风险

采空区积水<20万 m3但开采煤层上距采（古）空区间距<15倍采高的矿井，相应影响区域

的水灾风险

开采区域地表存在河流、湖泊等水体，且开采煤层上距地表水体间距<15倍采高的矿井，

相应影响区域的水灾风险

同一煤层中存在采空区积水标高高于开采煤层底板标高的矿井，相应影响区域的水灾风险

井筒标高低于 100年一遇洪水位（含工业场地上游水库溃坝后洪水位）标高的矿井或露天

矿的水灾风险

5 运输提升
立井提升未使用标准罐笼升降人员的矿井的提升风险

开拓巷道采用电机车运输且煤层有煤尘爆炸性危险矿井的运输风险

6 顶板 初采初放的风险

7 煤尘 在具有煤尘爆炸危险的采煤工作面进行放炮作业的风险

8 冲击地压 冲击地压危险区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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