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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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石化银骏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靳勇涛、马会涛、马楠、王竞楠、钟雅芝、刘雪东、于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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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公共安全风险中的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流程、方法和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相关政府、街道办事处和行业领域管理部门及企业开展公共安全风

险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本文件不适用于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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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 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1080  城市消防规划规范 

AQ 8001  安全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000、GB/T 236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固有风险  inherent risk 

在不考虑安全管控措施的情况下，基于客观因素对风险源进行量化的风险。固有风险的高低主要与

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和事故诱发因素的固有复杂程度相关。 

类别风险  category risk 

某一行业领域共性风险的集合，通常表现为行业领域（场所、部位）与事故类型的组合。 

点位风险  point risk 

在某一地理坐标上类别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 

危险源  hazard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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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的根源、状态或行为，以及因区域所处地理位

置的特殊性所面对的自然灾害，或它们的组合。根源，能量或有害物质一类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源所在；

行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管理上的缺陷）状态，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的状态。 

注： 在本文件中，危险源所导致的危害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两类。 

 

脆弱性目标  vulnerability target 

面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承灾体自身存在较易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因素，具有易受伤和易被损坏

特性的对象。 

注： 本文件中提及的脆弱性目标包括GB 36894中所指的防护目标。 

 

承灾体  disaster carrier 

承受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对象。包括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包括自然环境。 

 

安全风险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或环境危害的严

重性的组合。本导则中简称风险。 

[来源：GB/T 33000-2016，定义3.8，有修改] 

 

风险识别  risk identification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定义4.5.1] 

 

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对比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分级标准，确定风险等级的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定义4.7.1，有修改] 

 

风险分级标准  risk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判定风险等级的依据。 

[来源：GB/T 23694-2013，定义4.3.1.3，有修改]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的全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定义4.4.1，有修改] 

 

风险控制  risk control 

处理风险的流程、策略、设施、操作或其他行动。 

[来源：GB/T 23694-2013，定义4.8.1.1] 

 

公共安全风险 

是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 

4 评估目标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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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 

4.1.1 全面排查、评估公共安全领域存在的事故灾难类、自然灾害类安全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客

观认识公共安全灾害风险要素信息。 

4.1.2 找准公共安全风险源头和重点管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明确公共安全区域风险分布及各行业

的风险构成，建立公共安全风险数据库，绘制公共安全风险电子地图。掌握公共安全影响因素，及时研

判风险、规避风险，提升公共安全防御能力。 

4.1.3 按照突出源头和系统、兼顾长远与近期的原则，找出公共安全风险源在安全监管中存在的共性、

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防控措施。 

评估原则 

4.2.1 突出固有风险 

基于突出固有风险的原则，体现风险管理的理念，找出风险管控的重点，优化各级监管部门有限的

人力财力投入；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评估结论更加侧重于找出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的源

头，保持固有风险等级的相对固定。 

4.2.2 系统性 

运用系统的风险分析方法，识别和分析各类风险及相互间影响，综合评定风险等级。 

4.2.3 专业性 

发挥专业机构及专家作用，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和各行业领域适用的专业评估方法，开展评估。 

4.2.4 动态性 

基于各类风险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资料，评估风险变化情况，实现风险持续更新。 

5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包括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不含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评估范围应明确空间上

的范围性和时效性。 

按照网格化原则，风险评估的区域范围可以是一个区县、一个街镇（功能园区），也可以是行政

区域整体。 

一般情况下，风险评估对象应涵盖辖区内工业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基础设施等事故灾难类

安全风险源，并关注自然灾害风险。 

评估范围分类示例见附录 A。 

6 评估程序 

安全风险评估程序 

安全风险评估程序包括：前期准备、实地调查、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与分级、风险管控

措施制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流程详见附录B。 

前期准备 

6.2.1 确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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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确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范围应明确空间上的范围和时效性。 

6.2.1.2 在进行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时，需结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对可能造成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的

危险源进行全面评估，必要时可进行专项评估。 

6.2.1.3 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应对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危害事件应急能力进行论证和评估。 

6.2.2 机构组建 

6.2.2.1 成立风险评估组织机构，包括评估团队（含专家团队）成员、组织结构、角色、责任等内容。

负责统筹协调、沟通联络和督导检查等工作。 

6.2.2.2 依托专业机构和专家组建风险评估技术组，负责评估方法制定、专项培训、技术指导、评估

实施和评估报告编制。 

6.2.3 专项培训 

对参与风险评估的相关人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评估范围、程序、方法和任务分工。 

6.2.4 信息收集 

6.2.4.1 要求 

制定资料收集清单和基础数据采集表，明确资料提供部门、提供方式和时限等要求，推荐使用信息

化技术手段进行风险信息采集与分析。 

6.2.4.2 基本内容 

信息收集的基本内容如下： 

——辖区内近几年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数据及其总结分析资料； 

——辖区相关专项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情况； 

——辖区工业、人员密集场所、公共设施等安全生产基础因素分布情况； 

——辖区安全生产风险控制能力、应急能力基础现状以及受影响人群的风险意识等； 

——辖区存在的暴雨、内涝、滑坡、塌陷等灾害风险现状；   

——国内外相关研究报告、技术标准、文献，以及典型事故案例、调查分析资料等； 

——风险基本信息，包括风险源名称、所属风险源类别、行政区划、所属行业、行业监管部门、负

责人、联系电话等； 

——风险特征简述，包括固有风险客观数据描述、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以及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等； 

——风险控制现状情况，包括现有工程、技术、管理、个体防护和应急等措施。 

实地调查 

6.3.1 风险交流 

6.3.1.1 要求 

制定座谈交流提纲，明确交流内容和时间安排。风险交流应贯穿于风险评估全过程，确保不同观点

和风险得到充分考虑和识别。 

6.3.1.2 交流和记录 

风险交流内容应包括行业领域概况、安全监管及灾害事故情况、主要风险和风险控制对策措施；点

位风险采集范围和采集要求等。应进行风险交流过程记录，记录交流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交流内

容和达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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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现场采集 

对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点位风险，前往实地采集特征参数信息，并留存关键工艺设备设施、场所

和部位的影像资料。 

6.3.3 现场核实 

6.3.3.1 核实资料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包括风险源基本信息是否准确完整、风险特征描述是否与

现场实际相符等。 

6.3.3.2 对可能存在火灾、爆炸等较大以上事故灾难风险的工艺设备设施等关键部位和自然灾害及其

次生灾害导致的风险，风险来源、易发生部位（位置或地点）进行拍照摄像，建立风险档案。 

6.3.3.3 对辖区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报送的风险源信息的一致性进行核实校对。 

风险识别 

6.4.1 事故灾难 

收集国内外同行业典型事件案例及相关事件统计、现有安全管理水平及应急救援力量等相关资料，

分析可能引发事件的各种原因（自然、技术、管理、人为等原因），全面辨识事故灾难风险，确定易发

生部位（位置或地点）以及风险的影响形式和影响对象。 

注： 事故灾难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等。 

6.4.2 自然灾害 

根据自然灾害特点收集特定时段的自然灾害事件和气象、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的监测数据，统计、

分析灾害发生频率、发生强度、每年因灾死亡和受伤人数以及经济损失等指标，全面辨识自然灾害及其

次生灾害导致的风险，确定风险来源、易发生部位（位置或地点）以及风险的影响形式和影响对象。 

注：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等。 

6.4.3 类别风险 

应从行业领域灾害事故情况、安全监管现状等方面识别对辖区内安全有较大影响的类别风险，用行

业领域（设备设施、场所、部位）和灾害事故类型的组合表示。 

6.4.4 点位风险 

6.4.2.1 事故灾难应从危险性较大的工艺、设备设施、场所、部位，危险物质的种类、数量，接触人

数和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等方面识别某一类别风险下的点位风险。 

6.4.2.2 自然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导致的风险，确定风险来源、易发生部位（位置或地点）以及风险的

影响形式和影响对象的点位风险。 

6.4.2.3 在类别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确定辖区和行业领域内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的点位风险源数量及分

布规律，建立类别风险源与点位风险源的逻辑对应关系。 

6.4.2.4 全面辨识风险的类型、发生部位、时间、原因和影响因素、形式、对象及其潜在后果，形成

点位风险源清单。 

6.4.5风险描述 

主要内容包括风险源名称及所在位置，导致风险发生的自然、物理、技术、管理、人为外力等影响

因素，风险造成不利后果的原生事件、次生衍生事件，以及上述事件可能影响的人群、组织、设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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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环境等对象和区域，及其影响方式和程度，现有的风险控制措施等。其中，各类风险源以及相关影

响因素，应具体化、明确化，并尽可能空间化。 

6.4.6确定风险清单 

对分析排查出的风险进行必要的筛选和调整，填写风险识别清单，并根据环境、技术、形势变化和

具体工作任务，适时动态调整。  

6.4.7风险识别方法 

为保障风险识别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应合理选择并综合使用（但不限于）以下常用方法： 

a）历史数据资料分析。依据相关统计信息、突发事件案例、风险评估报告、事故调查报告等历史

数据资料，结合风险相关因素的变化，有针对性地搜集获取最新信息，综合分析研判现状和发展趋势，

列举出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b）系统(或流程)分析。对于涉及多个过程环节且形成演化流程清晰的风险,考虑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每一环节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进行列举或全面排查。可以借鉴情景分析、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等方法

思路,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充分析事件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把握整个事件的动态变化

过程。 

c）证求意见与讨论。通过交流研讨、专家会商、专项调去, 充分征求内外部专家和各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推动公析列举可能出现的风险。适用于缺乏历史数据、综合复杂性高、难以量化分析的风险类

型。 

风险分析 

6.5.1 分析方法 

根据数据详实程度和风险评估目的，选择适用的定性、半定量、定量或以上方法的组合进行风险分

析。有明确行业风险分析方法的，可按其行业标准执行。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点位风险，推荐采用灾害事

故后果模拟等定量风险分析方法。 

6.5.2 分析内容 

6.5.2.1 应基于突出固有风险和整体性的原则，针对识别出的类别风险和点位风险，从诱发事故的可

能性和后果严重性进行分析，并确定风险水平。 

6.5.2.2 类别风险的分析包含可能性分析和后果分析。 

a) 可能性分析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国内外同类灾害事故案例和统计资料； 

• 行业领域相关安全法规、标准的完善程度； 

• 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力量、监测预警水平和工程技术条件。 

b) 后果分析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国内外同类典型灾害事故损失分析； 

• 灾害事故情景构建、模拟分析和实验验证； 

• 应急响应能力、抢险救援能力和人员疏散能力。 

6.5.2.3 点位风险的分析包含可能性分析和风险分析。 

a) 可能性分析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安全管理现状，包括安全相关资质证照、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对执法监察响应态度、近年

来灾害事故和执法处罚情况等； 

• 重要设备设施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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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评价报告和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 

• 关键部位和环节安全控制措施现状； 

• 专家现场检查意见。 

b) 后果分析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 危险特性、种类和数量等； 

• 接触人数和周边敏感人群分布情况； 

• 灾害事故统计、典型案例和事故模拟分析数据。 

6.5.2.4 风险分析时，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a) 是否会引发次生风险、衍生风险等； 

b) 风险预测的可信度、预测前提以及假设的敏感性； 

c) 专家意见的分歧； 

d) 分析模型的局限性； 

e) 其他。 

风险评价与分级 

6.6.1 对比风险分析结果和风险分级标准，将类别风险和点位风险等级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

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附录 C和 D分别列举了类别风险和

点位风险评估方法示例。 

6.5.2 汇总风险评估结果，建立类别风险清单和点位风险清单。附录E和F分别为类别风险清单和点位

风险清单格式。建立风险分布电子地图，实现点位风险基本情况、影响范围和应急资源等信息实时查询

和动态更新。 

风险控制 

应合理选择并执行工程技术、管理制度、教育培训、个体防护和应急处置等一种或多种风险控制措

施。对于较大以上风险应优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并组织相关专家对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以及是否会引发新的风险进行论证。 

风险更新 

根据风险控制情况，及时更新区域和行业领域存量类别风险和存量点位风险，调整风险等级。 

根据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业态，识别、分析和评价增量类别风险和增量点位风险。 

报告编制 

评估报告应全面反映风险评估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论点明确，资料应详实可靠。应在评估报

告编制完成后，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建议。 

评估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前言； 

——区域（行业领域）概况； 

——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 

——风险评价； 

——风险控制； 

——结论与建议； 

——附件（类别风险清单、点位风险清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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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或行业评估内容有不同的侧重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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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评估范围分类示例 

事故灾难评估范围分类示例见表A.1。 

表A.1 事故灾难评估范围分类示例 

分类 范围示例 

工商贸企业安全事故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及带储存经营企业、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经营

企业、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达到一定数量的工商贸企业、涉氨（涉氯）企业、锂离子电

池生产（加工及储存）企业、粉尘涉爆企业、电镀企业、气瓶充装企业、劳动密集型等工商

贸企业安全事故 

交通运输事故 
旅游包车（班线客车）、危险货物（民用爆炸物品）专用车辆、重型货车、泥头车、校车、

网约汽车、电动自行车、高速铁路、民航客机等交通运输事故 

火灾事故 

输油（气）管道、供排水管道、供电线路、通信线路、综合管廊、隧道桥梁（含高架桥）、

事故易发多发路段等生命线设施事故； 

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设施事故； 

户外广告设施、建筑外立面附属设施、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公共区域供用电设施等

配建设施事故； 

建筑用升降机（塔吊）、电梯、锅炉、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大型中央空调、人员密

集场所临时搭建钢结构等重点设备事故。 

辐射事故 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医疗放射源丢失被盗、人员受超剂量照射等事故 

其他 

老旧建筑、河道上盖建筑、违法建筑、未经正规设计施工临时建构筑物、挡土墙、建筑幕

墙等既有建筑事故和在建建筑工程事故； 

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晚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事故； 

渣土受纳场等其他事故。 

注： 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关行业领域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评估范围。 

 

自然灾害评估范围分类示例见表A.2。 

表A.2 自然灾害评估范围分类示例 

分类  范围示例 

气象灾害 
干旱、低温冷冻灾害、雪灾、沙尘暴、大风、暴雨、高 

温、雷电、大雾及其他异常气象条件引发的灾害事件 

洪涝灾害 
 

城市内涝、水库溃坝、河道漫堤等因洪水或雨涝造成的灾害

事件 

地质灾害 
 

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

事件 
 

其他 
 

外来生物入侵带来重大威胁或损失的生物灾害事件； 

森林草原火灾等森林草原灾害事件； 

地震引发的地震灾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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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图 

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图见图B.1。 

 

 

图B.1 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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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附 录 C  

（资料性） 

风险矩阵法示例 

C.1 分析矩阵法分析 

风险矩阵法分析内容包括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两方面。为提高风险分析的针对性，本示

例从事前和事后控制能力两方面分别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和严重性评分进行修正。 

C.2 可能性分析 

如根据灾害事故统计资料能够计算出一年内事件发生的概率（频率），则可根据表 C.1中的“一年

内事件发生概率”评分标准，对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评分。如果无法计算出发生频率，则可根据国内外、

本市灾害事故情况的定性描述，参考表中的“历史情况”或“今后情况”进行可能性评分。特殊情况下，

当相关资料严重不足时，也可以根据“可能性描述”的主观判断，进行可能性评分。 

表C.1 可能性评分表 

可能性分析 评分 1 2 3 4 5 

评分指标 

一年内时间 

发生概率 

10%以下 

 

10%～30% 

 

30%～70% 

 

70%～90% 

 

90%以上 

 

历史情况 

本市未发生过，

全国也极少发

生，国际上偶有

发生。 

本市 10 年内发

生 1 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偶有

发生。 

本 10 年内发生 2

次以上，全国或

国际上时有发

生。 

本市 10 年内发

生 6 次以上，全

国或国际上经常

发生。 

本市 1 年内发生

1 次以上，全国

或国际上频繁发

生。 

今后情况 

今后 10 年内发

生可能少于 1

次。 

今后 5～10 年内

可能发生 1 次。 

今后 2～5 年内

可能发生 1 次。 

今后 1 年内可能

发生 1 次。 

今后 1 年内至少

发生 1 次。 

可能性描述 
一般情况下，不

会发生。 

极少情况下才发

生。 

某些情况下会发

生。 

极多情况下会发

生。 
常常会发生。 

 

C.3 后果严重性分析 

根据灾害事故统计或典型案例，估计风险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需要的应急能力和产生

的社会影响（环境危害）情况，根据表C.2中的评分，选择最大分值，作为风险发生后果严重性评分值。 

表C.2 严重性评分表 

严重性分析 评分 1 2 3 4 5 

评分指标 

人员死亡或失踪

（人） 
0 [1～3) [3～9) [10～29) ≥30 

人员受伤（人） 0 [1～10) [10～49) [50～99) ≥100 

 



www.bzfxw.com

DB 64/T 1832—2022 

12 

表C.2  严重性评分表（续） 

严重性分析 评分 1 2 3 4 5 

评分指标 

财产损失（万

元） 
＜50 [50～1000) [1000～5000) [5000～10000) ≥10000 

需要的应急能力 
事发点可及时处

理 

个别部门和单位

资源能够处置 

需要由市级应急

机构响应 

超出市政府应急

处置能力 

超出省政府应急

处置能力 

社会影响（环境

危害） 
无明显不良影响 

有较小的社会影

响和环境危害，

一般不会产生政

治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造

成社会影响和环

境危害，产生一

定的政治影响 

造成恶劣的社会

影 响 和 环 境 危

害，产生较大的

政治影响 

造成极其恶劣的

社会影响和环境

危害，产生重大

的政治影响 

 

C.4 控制能力分析 

控制能力分析主要从事前控制能力和事后控制能力两方面着手，主要包括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力量、

监测预警水平、工程技术条件、应急响应能力、抢险救援能力和人员疏散能力，如表C.3所示。 

表C.3 控制能力分析表 

序号 名称 

风险控制能力 

事前控制能力  

 

评分 

事后控制能力 评分 

行业领

域安全

监管能

力 

监测预

警水平 

工程技

术条件 

应急响应能力 

抢险救

援能力 

人员疏

散能力 

 

响应速

度 

联动能

力 

         

           

           

           

           

 

风险控制能力的评分方法是通过查看相关基础资料、应急预案、风险评估材料和灾害事故案例等资

料，由评估专家逐项对事前和事后控制能力各评分指标进行评分，并取各项因素得分平均值（四舍五入

取整）作为评分结果。控制能力评分如表C.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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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4 控制能力评分表 

序号 控制阶段 评价指标 
评分 

1 2 3 4 5 

1 

事前控制能力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能力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力量极为

薄弱，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严

重缺失，执法

严重不到位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力量薄

弱，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尚不

健全，执法不

到位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力量、相

关法律法规标

准基本满足监

管需要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力量较为

充足，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较

为健全，执法

较为到位 

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力量充

足，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完善

健全，执法到

位 

2 监测预警水平 
非定期开展安

全大检查 
定期人工巡查 

有一些自动监

测系统或定期

人工监测 

基本安装了自

动监测预警系

统 

全部安装了自

动监测报警系

统 

3 工程技术条件 
几乎没有工程

技术防护措施 

有少量的工程

技术防护措施 

有一定的工程

技术防护措施 

有较好的的工

程技术防护措

施 

有完善的工程

技术防护措施 

4 

事后控制能力 

应急响应速度 

需要异地救援

力量（响应时

间大于 8 小

时） 

需要区域性救

援力量（响应

时间数小

时）。 

有社会化专业

救援队响应

（响应时间数

十分钟） 

有本地化的专

业救援队（响

应时间数分

钟）。 

可立即自动响

应（如自动停

车系统） 

5 应急联动能力 
没有建立应急

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未落

实，需临时协

调 

联动机制不健

全，经协调可

启动 

有相应的联动

机制，经通知

可启动 

有完善的联动

机制，可自动

启动 

6 抢险救援能力 

需要国家增援

才能调集所需

的能力 

通过异地增援

才能调集所需

的能力 

通过本地社会

动员可调集所

需的能力 

通过本地增援

可较快调集所

需的能力 

在短时间内可

调集所需的能

力 

 

7 人员疏散能力 

人员疏散困

难，大量人员

被困 

需要协助才能

疏散，较多人

员被困 

基本可自主疏

散，较少人员

被困 

可较快完成自

主疏散，几乎

无人员被困 

可快速完成疏

散，几乎不会

造成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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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基于人群暴露程度的风险评估方法示例 

D.1 基于人群暴露程度的风险评估方法 

城市具有人员高度集中的特点，应当充分考虑人员聚集带来的城市风险。基于人群暴露程度的风险

评估方法利用灾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人群暴露于危险环境的程度和发生灾害事故可能性造成的后果

严重性三种因素指标值得乘积来评估风险大小。 

D.2 赋值判定表 

各项分数值及相应的判定因素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各项因素的赋值见表 D.1。 

表D.1 赋值判定表 

发生灾害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发生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1 可能性小 

0.5 很不可能 

0.1 极不可能 

人群暴露于危险环境的程度（E） 

分数值 人群暴露于危险环境的程度 

10 大量敏感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6 少量敏感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3 大量非敏感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1 有一定量非敏感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0.5 少量非敏感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0.1 几乎没有人群直接暴露于危险环境中 

发生灾害事故后果严重性（C） 

分数值 发生灾害事故产生的后果 

100 
造成 30 以上（含 30 人）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

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40 
造成 10～29 人死亡，或者 50～299 人重伤，或者 5000 万

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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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赋值判定表（续） 

发生灾害的可能性（L） 

15 
造成 3～29 人死亡，或者 10～299 人重伤，或者 5000 万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7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3 无人员死亡，致残或重伤，或很小的财产损失。 

1 引人注目，不利于基本的安全要求。 

注： 敏感人群是指在灾害事故场景下自我防护能力相对较低的群体，包括中小学生、医院病人、养老院病人等。 

 

风险等级由R值的大小确定，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R值一般根据经验进行划分，风险分级标准可参考

表D.2执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划定。 

表D.2 风险分级标准 

分数值 风险等级 表示色 

R≥720 重大 红色 

720＞R≥240 较大 橙色 

240＞R≥150 一般 黄色 

150＞R≥70 低 蓝色 

注： 对评估分值在70分以上的风险纳入城市风险控制范围。 

 

为体现各行业领域风险特性的差异性，可从危险特性、种类和数量等方面设定相应指标，度量危害

的严重程度；从风险控制措施落实情况等方面分析灾害事故发生可能性；从接触人数和周边敏感人群分

布等方面量化灾害事故暴露程度。各行业领域各项指标的设定和取值细则则需各行业领域管理部门参

考相关技术规范进一步细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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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类别风险清单格式 

类别风险清单格式见表E.1。 

E.1 类别风险清单格式 

序号 类别风险名称 主要风险成因 风险控制要点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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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 

点位风险清单格式 

点位风险清单格式见表F.1。 

F.1 点位风险清单格式 

具体 

名称 
 评估日期  

照片

（关键

设备设

施、场

所、部

位） 

风险属性 所在位置 所属单位 

行业领

域管理

部门 

风险等

级 

风险控

制对策

措施 

可能造

成的灾

害事故

类型 

风险特

征简述 

区/街

道 

详细地

址 
经度 纬度 负责人 

联系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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