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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154242.htm 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必

须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并严格按规定定期进行复查。 对查

出的安全隐患要做到“五定”，即定整改责任人、定整改措

施、定整改完成时间、定整改完成人、定整改验收人。 必须

把好安全生产“六关”，即措施关、交底关、教育关、防护

关、检查关、改进关。 施工现场安全设施齐全，并符合国家

及地方有关规定。 施工机械（特别是现场安设的起重设备等

）必须经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1Z205030掌握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控制的方法 1Z205031危险源的概念 ⑴危险源的定义 

危险源是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

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危险因素和有害因素。 危险因素强调突

发性和瞬间作用的因素，有害因素强调在一定时期内的慢性

损害和累积作用。 危险源是安全控制的主要对象，所以，有

人把安全控制也称为危险控制或安全风险控制。 ⑵两类危险

源 在实际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源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

在，危险源导致事故可归结为能量的意外释放或有害物质的

泄漏。根据危险源在事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把危险源分为两

大类。即第一类危险源和第二类危险源。 第一类危险源 可能

发生意外释放的能量的载体或危险物质称作第一类危险源（

如“炸药”是能够产生能量的物质；“压力容器”是拥有能

量的载体）。能量或危险物质的意外释放是事故发生的物理

本质。通常把产生能量的能量源或拥有能量的能量载体作为

第一类危险源来处理。 第二类危险源 造成约束、限制能量措



施失效或破坏的各种不安全因素称作第二类危险源（如“电

缆绝缘层”、“脚手架”、“起重机钢绳”等）。 在生产、

生活中，为了利用能源，人们制造了各种机器设备，让能量

按照人们的意图在系统中流动、转换和做功为人类服务，而

这些设备设施又可看成是限制约束能量的工具。正常情况下

，生产过程的能量或危险物质受到约束或限制，不会发生意

外释放，即不会发生事故。但是，一旦这些约束或限制能量

或危险物质的措施受到破坏或失效（故障），则将发生事故

。第二类危险源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不

良环境条件三个方面。 ⑶危险源与事故 事故的发生是两类危

险源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类危险源是事故发生的前提，第

二类危险源的出现是第一类危险源导致事故的必要条件。在

事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两类危险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第一类危险源是事故的主体，决定事故的严重程度，第二

类危险源出现的难易，决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1Z205032危险源控制的方法 ⑴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1）危

险源辨识的方法 ①专家调查法 专家调查法是通过向有经验的

专家咨询、调查，辨识、分析和评价危险源的一类方法，其

优点是简便、易行，其缺点是受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占有资

料的限制，可能出现遗漏。常用的有:头脑风暴法

（Brainstorming）和德尔菲（Delphi）法。 头脑风暴法是通过

专家创造性的思考，从而产生大量的观点、问题和议题的方

法。其特点是多人讨论，集思广益，可以弥补个人判断的不

足，常采取专家会议的方式来相互启发、交换意见，使危险

、危害因素的辨识更加细致、具体。常用于目标比较单纯的

议题，如果涉及面较广，包含因素多，可以分解目标，再对



单一目标或简单目标使用本方法。 德尔菲法是采用背对背的

方式对专家进行调查，其特点是避免了集体讨论中的从众性

倾向，更代表专家的真实意见。要求对调查的各种意见进行

汇总统计处理，再反馈给专家反复征求意见。 ②安全检查表

（SCL）法 安全检查表（Safety Check List）实际上就是实施安

全检查和诊断项目的明细表。运用己编制好的安全检查表，

进行系统的安全检查，辨识工程项目存在的危险源。检查表

的内容一般包括分类项目、检查内容及要求、检查以后处理

意见等。可以用“是”、“否”作回答或 “∨”、“×”符

号作标记，同时注明检查日期，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单位同

时签字。 安全检查表法的优点是:简单易懂、容易掌握，可以

事先组织专家编制检查项目，使安全检查做到系统化、完整

化。缺点是一般只能做出定性评价。 2）风险评价方法 风险

评价是评估危险源所带来的风险大小及确定风险是否可容许

的全过程。根据评价结果对风险进行分级，按不同级别的风

险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以下介绍两种常用的风险

评价方法。 ①方法1 将安全风险的大小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p）与发生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f）的乘积来衡量。 即:

R=p.f 式中 R风险大小； p事故发生的概率（频率）； f事故后

果的严重程度。 根据上述的估算结果，可按表1Z205032-1对

风险的大小进行分级。 风险分级表 表1Z205032-1 后果（f）轻

度损失 （轻微伤害）中度损失 （伤害）重大损失 （严重伤害

） 风险级别（大小） 可能性（p） 很大ⅢⅣⅤ 中等ⅡⅢⅣ 极

小ⅠⅡⅢ 表中:Ⅰ一可忽略风险；Ⅱ一可容许风险；Ⅲ一中度

风险；Ⅳ一重大风险；Ⅴ一不容许风险[z1] 。 ②方法2 将可

能造成安全风险的大小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人员暴露



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E）和事故后果（C）三个自变量

的乘积衡量，即: S＝LEC 式中 S风险大小； L事故发生的可能

性，按表1Z205032-2所给的定义取值； E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

中的频繁程度，按1Z205032-3所给的定义取值； C事故后果的

严重程度，按表1Z205032-4所给的定义取值。 此方法因为引

用了L、E、C三个自变量，故也称为LEC方法。 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L） 表1Z205032-2 分数值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数值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 10必然发生的0.5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6相当

可能0.2极不可能 3可能，但不经常0.1实际不可能 1可能性极

小，完全意外 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E） 

表1Z205032-3 分数值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分数

值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10连续暴露2每月一次暴

露 6每天工作时间暴露1每年几次暴露 3每周一次暴露0.5非常

罕见的暴露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 表1Z205032-4 分数值

事故发生造成的后果分数值事故发生造成的后果 100大灾难，

许多人死亡7严重，重伤 40灾难，多人死亡3较严重，受伤较

重 15非常严重，一人死亡1引人关注，轻伤 根据经验，危险

性（S）的值在20分以下为可忽略风险；危险性分值在20～70

之间为可容许风险；危险性分值在70～160之间为中度风险；

危险性的值在160～320之间为重大风险。当危险性值大于320

的为不容许风险[z2]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