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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

1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1.1 划分辨识单元

根据我公司平面布置，可将我公司分为 2 个辨识单元：危险品库

区单元（烟花爆竹成品仓库）、公辅系统单元（值班监控室）。

1.2 储存过程及公辅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分布

我公司烟花爆竹储存库区及公辅系统涉及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结合功能区的划分、设备设施、工艺流程及涉及到的危险物品，综合

考虑起因物、致害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和伤害方式等，参照《企

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并结合《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

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进行辨识与分析，经过分析烟花爆竹

储存库区及公辅系统单元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火灾、火药爆炸、触

电、车辆伤害、其他伤害和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事故等。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布表

主要设施或场所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品库区单元 公辅系统单元

火灾 √ √

火药炸爆 √

触电 √ √

车辆伤害 √ √

其他伤害 √ √

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事故 √ √

表中：√为该种危险有害因素主要存在；未有标记或未列出的危险或有害因素，不代

表该设施或场所无此种危险或危害，只表示总体上相对其他危险或危害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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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危险因素分析、辨识

1.3.1 烟花爆竹产品危险因素分析

经风险分析，烟花爆竹的产品属于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其危险特

性主要有遇热危险性、机械作用危险性、静电火花危险性、爆炸破坏

性等，而在经营储存过程中，引发烟花爆竹产品燃烧爆炸事故的因素

可能来自：

1、违规动火、用火、明火引燃、引爆产品；

2、撞击、摩擦、抛摔、翻滚、挤压、拖拉引发事故；

3、雷电、静电引起爆炸；

4、烟花爆竹产品从高处跌落；

5、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异常引起的事故。

1.3.2 重大危险源辨识与分析

1.3.2.1 重大危险源分析

1、参照《烟花爆竹重大危险源辨识》（送审稿 2），结合《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标准，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

我公司烟花爆竹重大危险源是长期或临时储存的烟花爆竹危险品，且

危险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我公司涉及的烟花爆竹危险

品指烟花爆竹产品，主要包括 C、D 级组合烟花产品；C级爆竹产品；

C、D 级旋转类、升空类（不含双响）、吐珠类、玩具类产品；喷花

类产品等。

2、我公司烟花爆竹产品储存库区重大危险源是指按照设计最大

储存药量达到或超过的临界量的单个库房。其辨识方法与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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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元内设计的危险物质的数量达到或超过标准中规定的临界

量，即被定为重大危险源，我公司涉及的烟花爆竹危险品详见表 2。

表 2 烟花爆竹重大危险源临界量表

危险品种 临界量

C 级、D 级组合烟花类产品 50t

C 级爆竹产品 50t

C、D 级旋转类、升空类（不含双响）、吐珠类、玩具类产品 50t

喷花类产品 50t

4、重大危险源辨识方法

按式（1）计算，若 R≥1，则该单元定为重大危险源。

R=q1/Q1＋q2/Q2…＋qn/Qn …………………（1）

式中：

R—重大危险源辨识指标。

q1，q2，…，qn—单元内各种危险品的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t）。

Q1，Q2，…，Qn—与各种危险品对应的单元临界量，单位为吨（t）。

我公司烟花爆竹成品仓库区重大危险源辨识如下表 3:

表 3 烟花爆竹储存仓库单元重大危险源辨识表

仓库编号 危险品种
临界量

（Qn）

设计最大储存

储存药量（qn）
R值

1号

C级、D 级组合烟花类产

品；C级爆竹产品；C、D

级旋转类、升空类（不含

双响）、吐珠类、玩具类

产品；喷花类产品

50t 10t 10/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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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编号 危险品种
临界量

（Qn）

设计最大储存

储存药量（qn）
R值

2号

C级、D 级组合烟花类产

品；C级爆竹产品；C、D

级旋转类、升空类（不含

双响）、吐珠类、玩具类

产品；喷花类产品

50t 8t 8/50=0.16<1

因此，我公司 1 号和 2号烟花爆竹储存仓库单元未构成重大危险

源。

1.3.3 主要建筑设施危险性分析

经风险分析，我公司危险品储存仓库建筑物设施可能地震、山体

滑坡和火灾爆炸造成倒塌，也可能因结构、材质和疏散等不符合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危险因素主要表现在：

1、耐火等级低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二级耐火等级的规定，

火灾事故时无法延缓以及阻止火势的蔓延，无法为安全疏散提供必要

的时间条件。

2、墙体为土墙、毛石墙，或砖墙厚度不足 24cm，造成强度不高，

容易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摧毁。

4、安全出口数目不能满足疏散要求，仓库内任一点到安全出口

的距离大于 15m，安全出口设置了门槛或门洞的宽度小于 1.5m，安全

门的设置不是向外平开等，事故发生时无法为安全疏散提供必要的时

间条件。

5、建筑物的其他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因素。

1.3.4 电气设备设施危险性分析

1、经风险分析，我公司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电气设备可能漏

电引发设备损坏、人员触电、电气火灾、引爆易燃易爆物，如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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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施老化或线路裸露，引起漏电、短路产生电弧火花，引发火灾；

电源线路凌乱或破裂，引发人员触电；电气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

1.3.5 主要安全设施危险性分析

我公司主要安全设施包括防雷、防静电设施，消防设施，视频监

控设施、温湿度监测设施及各类安全标志等。

1、防雷防静电设施

⑴ 如果我公司未按《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和《烟

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第 12.7 规定的防雷类别进行

设计和安装防雷装置，则不能覆盖库区或不能有效防止雷击引起的爆

竹火灾爆炸事故。

⑵ 在防雷装置上搭挂其它金属部件，架设通讯线、广播线等，或

防雷装置被其它障碍物遮蔽，或材质不符合要求，损害防雷装置，防雷

装置失效，可能因雷击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⑶ 烟花爆竹储存所对有可能积聚静电，若不能及时消除，均有

可能由静电导致产品燃烧爆炸。

⑷ 当在库区安装有低压配电系统，当低压配电系统未采用接零

保护和接地保护时，会留下事故隐患。

（5）爆竹仓库屋盖等部位金属元件未按规定接地或检测合格，

遇雷击容易导致触电或火灾爆炸事故。

2、消防设施

（1）如果爆竹生产储存区消防泵数量、功率不足或不能正常运

行，未配备消防灭火器或数量不够或类型不符合要求，不能有效地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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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初期火灾。

（2） 烟花爆竹产品燃烧爆炸是一种自供氧的剧烈氧化还原反应

过程，因此，用水扑灭烟花爆竹产品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灭火器材

类型不符合或灭火方法不对，不但不能扑灭爆竹的火灾，反而容易造

成人员伤亡事故。

（3）消防用水补给时间超过48h，或连续消防时间达不到3小时，

给二次扑火造成影响。

（4）相关人员不能有效操作或使用，设备设施或水源不能有效维护，

造成失效、损坏等，不能有效地扑控制灭火灾。

（5） 其他原因造成灭火器材不能有效使用。

3、湿度、温度计

湿度、温度计未按要求配置，数量不够或计数不准确，库房内温

度过高或湿度过大，均有可能引发燃烧爆炸事故。

4、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不全或错误，悬挂位置不正确，不能正确告知人员操作

行为，引发人员错误操作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5、视频监控设施

视频监控设施安装数量不够，监控区域不能有效覆盖，监控系统

失效或损坏，无人值班监控等，造成不能有效及时发现和排除事故隐

患，因而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

1.3.6 储运过程危险性分析

我公司库区储运过程涉及到的危险品包括爆竹成品，经风险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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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下列情形均可能直接或间接引发储运过程火灾、火药爆炸和车辆

伤害事故。

1、库区内运输道路的路线、宽度、坡度及到建筑物之间的距离

不符合安全要求。

2、危险品储存时不按规定“分级、分类、分库”储存，不同级

别、不同种类的危险品混存混放。

3、危险品堆垛超高，垛距、墙距及库内通道不符合标准要求。

4、库房温度控制范围超过-20℃～45℃，相对湿度控制范围超过

50%～85%。

5、仓库内作业人员超过核定标准。

6、作业人员将火源、火种带入仓库，或违规在仓库内动火作业。

7、存放的危险品质量不合格，或过期变质，或受潮分解。

8、在仓库内进行拆箱、钉箱、分箱、成箱等作业。

9、搬运、装卸、堆码过程中使用铁质或易产生火花与静电的工

用具。

10、不遵守“少量、多次、勤运走”规定和“三轻、四勤、六不

准”安全操作规程，作业过程中拖拉、翻滚、碰撞、摩擦、抛摔、挤

压、踩踢。

11、进入库区的机动车辆未安装防火罩。使用普通车辆运输危险

品。

12、库区守护员、仓库保管员、装卸与搬运人员、驾驶员与押运

员不具备安全知识与相应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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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环境危险因素分析、辨识

经风险辨识，若我公司周边环境条件改变，可能因外界各项生产经营

活动或不安全行为影响本单位安全生产，同时因本单位的火灾爆炸影响周

边人员和财产安全，其危险因素主要表现在：

1、如果周边居民或农户在库房安全范围内焚烧秸杆、玩火等动

火行为，将直接威胁到库区的运行安全。

2、如果在烟花爆竹库区外部安全范围内增建民用、公用建筑物，

以及公路改扩建、架设或地埋通讯与油气管线等，会造成外部安全距

离不符合标准规定，造成库区重大安全隐患。

3、我公司烟花爆竹储存仓库若不根据当地水文资料提高建筑基

础，地势低洼地带的建筑物容易在洪水季节被水淹，从而导致财产损

失。

1.3.8 人员因素危险性分析

人的不安全行为是诱发事故的主要原因。

1、人在具体工作时，更是受其本身的文化教育、素质、知识、

技能、经验、思维方式、情感、性格、年龄、健康状况、工作态度、

人际关系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

2、人员失误。主要表现在岗位责任、知识技能、运行信息判断

及传递、运行决策、检修、协同作业和巡检等方面。主要的人员失误

类型有负荷超限、概念错误、信息传递错误、疏忽大意造成的失误、

决策失误、作业冲突、行为失误、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心理异常、

带病上岗、从事禁忌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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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缺陷。一是安全机构不健全，有的企业没有专职安全员

或安全员配备不足，有的安全员一人多职，职责不明，人浮于事；二

是安全宣传、安全培训不到位，有的企业新工人未经培训就直接上岗

作业，作业人员未经相关部门培训，缺乏安全操作技术知识，存在边

学边干的现象；三是对事故隐患整改不力，有的虽然进行了安全检查，

但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往往一查了之，不能跟踪督查整改到位。

1.3.9 可能产生的次生、衍生灾害事故

次生灾害事故，是指由原生灾害事故诱导出来的灾害事故，危害

性大。衍生灾害事故是指由于人们缺乏对原生灾害的了解，或受某些

社会因素和心理影响等，造成的盲目避灾损失，以及人心浮动等一系

列社会问题引起的灾害事故。根据我公司事故类型特点，可能发生的

次生、衍生事故如表 4 所示：

表 4 可能产生的次生衍生事故汇总表

序号 事故类型 可能发生的次生、衍生事故

1 火灾
火药爆炸、人员窒息、人员伤亡，建筑物坍塌、

设备设施损坏

2 火药炸爆
火灾、物体打击、人员伤亡，建筑物坍塌、设

备设施损坏

3 车辆伤害 人员伤亡，其他伤害

4 触电 人员伤亡，其他伤害

5 其他伤害 人员伤亡

6 自然灾害
火灾、火药爆炸、物体打击、人员伤亡，建筑

物、设备设施损坏

1.4 主要危险因素分析、辨识小结

经风险辨识与分析，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

http://www.so.com/s?q=%E5%8E%9F%E7%94%9F%E7%81%BE%E5%AE%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1%BE%E5%AE%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4%BE%E4%BC%9A%E5%9B%A0%E7%B4%A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1%BF%E7%81%B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D%9F%E5%A4%B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4%BE%E4%BC%9A%E9%97%AE%E9%A2%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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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公司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危险、有害因素，其危险有

害因素类别主要有火药爆炸、火灾，其次车辆伤害、触电，伴随有和

其它伤害、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等，详见表 5。

表 5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汇总表

事故类

别

发生部位

及场所
危害因素分析

火 药 爆

炸

危 险 品 库

区

物的不安全

状态

1、烟花爆竹包装物破损泄漏；

2、开箱或搬运时药料散落；

3、搬运时与地面摩擦造成包装物破裂；

4、超高堆放，致使物品倒落破裂。

环境的不安

全条件

1、库房通风散热差，电气设施安装不合理；

2、库房无防潮措施或漏雨；

3、超量存放或产品混放；

4、气温过高，库房内通风措施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引

起自燃自爆。

人的不安全

行为

1、违章吸烟，违章动火、违章用电；

2、外来人员与车辆携带火种进入；

3、穿钉子鞋、硬底鞋和金属首饰；

4、携带禁忌通信器材进入；

5、作业时发生摩擦撞击，静电放电引起电火花等。

管理缺陷

1、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不完善；

2、安全教育不到位；

3、安全检查不到位；

4、应急救援药品及应急处置措施不完善；

5、职业健康检查不到位等。

火灾

危 险 品 库

区、公辅系

统

物的不安全

状态

1、搬运时与地面摩擦造成包装物破裂；

2、超高堆放，致使物品倒落破裂；

3、电气线路破损、老化漏电引发火灾。

环境的不安

全条件

1、库房通风散热差，电气设施安装不合理；

2、库房无防潮措施或漏雨；

3、超量存放或产品混放；

4、气温过高，库房内通风措施没有达到应有效果，引

起自燃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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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安全

行为

1、违章吸烟、违章动火、违章用电；

2、外来人员与车辆携带火种进入；

3、穿钉子鞋、硬底鞋和金属首饰；

4、携带禁忌通信器材进入；

5、作业时发生摩擦撞击，静电放电引起电火花等。

6、人员违规用电、私拉乱接引发火灾。

管理缺陷

1、管理制度、操作规程不完善；

2、安全教育不到位；

3、安全检查不到位；

4、应急救援药品及应急处置措施不完善；

5、职业健康检查不到位等。

触电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漏电、线路绝缘层损坏、违章用电、雷击等。

车 辆 伤

害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转运车辆操作不当造成人员伤亡，设施、设备损坏。

其 它 伤

害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日常运行过程中造成人员扭伤、跌伤、物体打击、高处

坠落等。

自 然 灾

害 引 发

的 安 全

事故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地震、山体滑坡、洪涝灾害及次生、衍生事故等。

2 事故风险分析

2.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收集国内外有关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信

息，结合我公司实际，归纳出我公司各类型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见表 6：

表 6 事故发生可能性列表

序号 事故类型 事故发生可能性

1 火灾 低可能

2 火药炸爆 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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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故类型 事故发生可能性

3 车辆伤害 低可能

4 触电 低可能

5 其他伤害 可能发生

6 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 很少可能

2.2 事故的危害后果和影响范围

从事故危害后果和影响分析范围分析，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危害后

果和影响范围最大的事故为火灾、火药爆炸，具体各类型事故危害后

果和影响范围见表 7：

表 7 事故危害后果和影响范围表

序号 事故类型
可能造成的

人员伤亡

可能造成的

经济损失
主要影响范围

1 火灾 多人受到严重伤害 100 万-300 万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2 火药炸爆 多人受到严重伤害 100 万-300 万 危险品库区

3 车辆伤害 一人受严重伤害 1万-10 万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4 触电 一人受严重伤害 1万-10 万 公辅系统

5 其他伤害 一人受到轻微伤害 1万元以下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6
自然灾害引发的

安全事故
多人受到严重伤害 50 万-500 万 危险品库区、公辅系统

3 事故风险评价

3.1 风险评价方法选择

我公司烟花爆竹储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事故类型采用风险矩阵

评价法，风险矩阵评价法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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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风险矩阵评价法取值表

3.2 风险评价结果

依据事故发生可能性分析、事故的危害后果和影响范围分析，同

时参照风险矩阵评价法，评价结果见表 9：

表 9 风险评价结果汇总表

序

号
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

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导致事故的风险评价

风险等级 备注发生的可

能性

可能造成的损

失
风险值

1 火灾 3 5 15 较大风险 Ⅲ级

2 火药炸爆 3 5 15 较大风险 Ⅲ级

3 车辆伤害 3 2 6 一般风险 Ⅱ级

4 触电 3 2 6 一般风险 Ⅱ级

5 其他伤害 4 1 4 一般风险 Ⅱ级

6 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 2 5 10 较大风险 Ⅲ级

综上：我公司烟花爆竹储存库区可能导致的 6 种主要事故类型

中，处于低风险的有 0 项，一般风险的有 3项，较大风险 3 项，重大

风险的 0 项，特别重大风险的 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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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

1、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要求，将安全责

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

位。

2、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和落实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同时

加强安全风险识别和管控，实现风险双重管控机制。

3、加强现场管理，杜绝“超定员、超药量、超范围、超能力，

以及擅自改变工库房的用途和改变工艺流程”(简称“四超二改”)。

严格遵循“三轻、四勤、六不准”和“少量、多次、勤运走”的安全

操作规程，杜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以及心存侥幸、

麻痹大意、冒险蛮干等不安全生产行为。

4、在转运中遇到行人，应坚持安全提示、主动停车避让的原则。

运输车辆和工具符合烟花爆竹危险品运输性能要求，禁止不符合要求

的车辆和工具运输危险物品，不得超量运输，停靠在有安全防护装置

或安全区域，防止堵塞安全出口或扩大事故后果。

5、消防设施安全对策措施

⑴ 消防器材应放在取拿方便的地方，一般放置在库区安全出口

处，悬挂高度适中，且加强日常维护，定期到消防部门进行检验，保

证性能完好，随时启动无故障。

⑵ 库区内的消防蓄水池应随时保持足够的水量，消防用水量应

按 15L/s，消防延续时间应按 2h 计算，消防储备水应有平时不被动

用的措施，使用后的立即补给，恢复时间不应超过 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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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烟花爆竹储存易燃易爆场所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

电（简称“四防”）安全管理工作。

7、正确装卸爆竹成品，危险货物所使用的机动车应安装防火装

置，并随车配备性能良好的灭火器，其他装卸工具应采取防火花措施；

夜间装卸作业时，应采用远程投光照明，严禁私拉乱讲电气线路。

8、严禁不同危险级别或不同类别的爆竹成品混存混放。做好防

潮、防高温、防盗、防动物等安全措施。

9、在库区醒目的地方设置安全标语和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分别

用“四色”标志牌识别禁止、通行、指令和提示的行为。

4 结论建议

4.1 事故风险评估结论

通过评估得出以下结论：我公司库区存在多种风险，并有可能引

发多种事故类型，其中：

1、火灾、火药爆炸、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事故风险等级为较大

风险；

2、车辆伤害、触电、其他伤害风险等级为一般风险。

4.2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计划建议

(1)烟花爆竹储存库区存在的风险较多，且较大风险有 3 项，应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针对火灾、火药爆炸、自然灾害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的 3 种

事故类型应制定“专项预案”；

(3)针对火灾、火药爆炸、自然灾害、触电、车辆伤害 5 种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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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应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4)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强上述各种事故类型应急处置方

面的教育培训和演练，并加强现场管理，确保将事故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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