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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

1. 管理目的

为有效监控公司危险源管理，控制风险在可接受的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各单位的有关活动、产品或服务中与安全有关的危险源、环境因素

的识别、评价、更新和风险控制管理。

3. 职责说明

3.1 各单位应负责本单位的危险源的识别、初步评价，并制定控制措施，本单位

安全管理机构监督安全措施落实的有效性，并报公司 EHS 管理部备案。

3.2 各单位应负责本单位的危险源的管理，对控制措施进行确认。

3.3 委外工程项目，发包工程的部门应组织工程项目的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

控制措施的确定，并报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备案审批。

4. 主要内容

4.1 危险源的识别

4.1.1 识别范围

4.1.1.1 根据各单位的职责范围确定危险源的识别、风险评价范围；

4.1.1.2 产品设计阶段由本单位设计部门负责；

4.1.1.3 产品生产阶段由本单位生产部门负责；

4.1.1.4 涉及相关方由相关方的管理部门负责。

4.1.2 识别对象

4.1.2.1 新增的活动、设备、工艺流程、临时工程；

4.1.2.2 事件发生后，分析存在的危险源，若未被识别，要进行补充识别；若已

识别，但控制措施不完善，则补充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4.1.2.3 某种活动消失或设备、设施停止使用、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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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识别方法

4.1.3.1 可选择有关的人员（内部人员、相关方）、设备、作业活动、生产工艺、

原材料、作业环境作为调查主线，并考虑到进入作业现场的所有人员。

4.1.3.2 要考虑常规与非常规活动情况下的危险因素，同时要关注从业人员的活

动、承包方人员和访问者等相关方的活动、作业场所内的设备设施所产生的影响。

4.1.3.3 对新识别出的危险源按照《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报

表》（详见附件 1）填写，对已消失的危险源，在“备注”栏中注明“删除”，经部门领

导审核批准后，以书面和电子版本的形式报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及公司 EHS 管理部备

案。

4.1.3.4 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流程见下图

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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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 采用 LEC 识别方法。计算式为： D=L×E×C

式中：D：风险值；

L：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包括时间频率和人员数量）；

C：发生事件或职业危害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

（1）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 值）：发生事件的可能性可用事件发生的概率来表示。本办

法规定，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分数范围从 1到 10，具体分数值取值依据见表 1。

（2）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E 值）：暴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暴露的时间频率，二是

暴露的人员数量。出现在危险环境中的人越多，时间越长，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大，相应的

危险性越大。本办法规定，大量人员连续暴露在危险环境的分值为“10”；每年仅几次，每次

仅 1-2 人暴露在危险环境的分值为“1”，以这两种情况为参考点，规定中间情况的暴露分数，

取值依据见表 2。

（3）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C 值）：事件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物质损失是在一个较大

的范围内变化的。对于伤亡事件来说，可以从轻微伤害到人员死亡，规定分数为 1-200，把

轻微伤害的可能结果规定分数为“1”，以此为一个参考点，把造成众多人数死亡的可能结果

规定分数为“200”，作为另一个参考点，在两个参考点之间，规定中间情况的分值，取值依

据见表 3。

表 1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评分（L值）

分数值 事件发生的可能程度

10

绝对可能：实际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的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相关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不采取紧急处理措施，事件马上就要发生，是一种极端特

殊的情况，事件的发生完全可以被预料到。

9
极有可能：实际情况已经比较严重的违反了规定，并且在同行业中极其相

似的情况下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容易预料到近期要发生事件。

8
相当可能：实际情况已经违反了规定，并且历史上本行业曾发生过类似事

件，其情况基本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

7 非常可能：实际情况不符合标准或规定，甚至超出管理标准幅度较大，据



康美药业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

第 5 页 共 10 页

统计同行业在 1-2 年内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6
较大可能：实际情况已超出标准或规定，据统计同行业在 3～4年内曾发生

过类似事件。

5
可能：实际情况稍微超出标准或规定，据统计同行业在 5～6年内曾发生过

类似事件。

4
有可能：实际情况不符合新颁布的规定和规范，但符合前几年的国家规定

或标准，据统计在 7～10 年内曾有类似事件发生。

3
可能性较少：国家或企业没有该专业的规定或规范，据统计，在过去的 10

年中，曾有类似事件发生。属于不正常，但可能发生事件。

2
很少可能：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国家规定或规范，在发生管理失误或由于人

的不安全行为时可能诱发事件，未见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报道。

1 极少可能：完全意外。

表 2 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率评分（E值）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率评分

10

大量人员（直接操作人员在 10 人以上，波及周围人员 50 人以上），连续 24

小时暴露在危险环境中，而且人员完全无任何屏障和保护设施，属于一种极

端情况。此值应较少采用。

9
较多人员（6～10 人）连续 24 小时暴露在危险环境（特指检修改造或在边

生产边施工设备内作业），而且人员缺乏屏障和保护设施。

8
有3～5人18-24小时内暴露在危险环境中，人员离重要危险源不超过10米，

屏障和保护设施不够完善。

7
有 1～2人 24 小时内暴露在危险环境中，人员离重要危险源不超过 10 米，

屏障和保护设施不够完善。

6
有 3～5人 8小时内暴露在危险环境中，人员离危险源不超过 5米，或在正

常工作时间内（8小时）连续暴露，如人员较多，可考虑适当加 1分。

5 有 1-3 人 24 小时内暴露在危险环境中，或常日班在工作时间里（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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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每隔 1～2小时有间断操作，人员数量较少（1～5人）。

4 仅常日班每届 4小时才有少数人操作，并且人员较少（2～5人）。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人员在 1-5 人。

2 每月暴露一次，人员较少（1～3人）。

1 每年几次出现在潜在环境中，人员在 1-2 人。

表 3 事件或职业危害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性评分（C值）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率评分

5000
特大灾难；多人死亡（10 人以上）；急性中毒（30 人以上）；造成职业病 30

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

500
重大灾难：多人死亡（10 人以上）；急性中毒 15 人以上）；造成职业病 10-29

人；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

50
重大伤亡事件：3人死亡：10 人以上急性中毒；造成职业病 6-9 人；直接经

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

15 死亡事件：1人死亡：造成职业病 3-5 人；直接经济损失 5万元以上。

7
3 人重伤，每增加 1人，累加 7分；造成职业病 2人；直接经济损失 1万元

以上。

3
重伤 1人，每增加 1人，累加 3分；造成职业病 1人直接经济损失 5000 元

以上。

1 轻伤 1人，每增加 1人，累加 1分；直接经济损失 1000 元以上。

注：如出现多种情况后果，分数可累加，例如可能死亡 1人（10 分），轻伤 1人（1 分），

则可累加为 11 分。

4.1.4 评价办法

风险值 D＞400 分的因素（危险源）可确定为重要因素（危险源），并按照风险值（D=L

×E×C）再将风险细分为六级，风险分级见表 4。

表 4 风险分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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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值 风险等级 分级 描述

≥1501 6 级 特重大风险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需立即停工，组织整顿。

1001～1500 5 级 重大风险
危险，需立即展开整改工作并限期完成，并上报康美药业

主要负责人备案。

701～1000 4 级 较大风险 本单位级事件隐患。定期检查、上报 EHS 管理部。

301～701 3 级 一般风险 部门级事件隐患。上报各单位安全管理机构。

101～300 2 级 低风险 班组级事件隐患。需防范，班组建立检查制度，并稽查。

＜100 1 级 低风险 班组控制，基本可以接受，但应定期教育

4.1.5 重要危险源评价：

重要危险源采用上表所述方法，对安全危害进行风险评价。危险源评价结果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则被确定为重要危险源：

4.1.5.1 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

4.1.5.2 风险等级在 4级以上（包含 4级）。

4.1.6 对生产区域内的重要危险源或通过制定目标指标、管理方案或施工方案、运行控

制文件或应急预案来对其进行控制。

根据危险源风险评价制定相应控制措施，在确定控制措施或考虑对现有控制措施进行更

改时，要考虑按如下优先顺序来降低风险：

4.1.6.1 消除存在的危险源；

4.1.6.2 利用其它工艺或原材料替代危险源；

4.1.6.3 通过工艺改造、技术改造等工程控制危险源；

4.1.6.4 通过标识、警告或采取管理措施控制危险源；

4.1.6.5 按照工种和岗位的要求，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在前面（1）（2）两项措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选择（3）（4）（5）三项措施的组合来降

低风险，以确保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生产。

4.1.7 对新增的设备设施以及作业活动，先从本质或根源上考虑控制，其次是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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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采取个体防护。

4.1.8 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4.1.8.1 对于涉及重要危险源的活动采取的控制措施或发生事件后，要对现有的控制措

施进行评估，并加以修订；对于采取技术或工艺措施后,危险源的风险发生变化，要及时对风

险进行评估，修订风险等级。

4.1.8.2 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将评价结果汇总编制《危险源控制一览表》（详见附件 2）

上报公司 EHS 管理部。

4.1.8.3 危险源及控制措施应传达到本单位相关员工和相关方等所有人员。

4.1.9 不定期更新

4.1.9.1 当涉及新增活动或变更活动时（如新产品开发、生产工艺变更、新置生产设备、

附属设备及设备重大改造、较大规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使用的资源和材料发生变

化），项目负责部门要进行危险源的识别，并将识别的危险源的影响、风险及预防措施报本单

位安全管理机构。

4.1.9..2 发生事故时，责任单位要进行危险源的识别和评价。

4.1.9.3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变化时更新。

4.1.10 定期更新

每年 12 月，各单位安全管理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对危险源进行回顾复核，形成新的危险源

清单，并上报 EHS 管理部。

5. 附则

5.1 本制度由 EHS 管理部负责修改和解释。

5.2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6. 附件

6.1 附件 1：《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报表》

6.2 附件 2：《重要危险源控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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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KM12-REC-006 版本：A/0

危险源识别、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的确定报表
单位/部门： 年 月 日

序号 作业活动 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

事件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 风险等级 控制措施 备注

L E C D

编制人： 审核：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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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KM12-REC-007 版本：A/0

重要危险源控制一览表
单位/部门： 年 月 日

序号 作业活动 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事件
风险级别 控制措施 备注

编制人： 审核：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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