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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89_E5_85_A8_E7_c62_95310.htm （二）危险、危害因素

的类别对危险、危害因素进行分类，是进行危险、危害因素

分析的基础。危险、危害因素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这里简

单介绍按导致事故、危害的直接原因进行分类的方法和参照

事故类别、职业病类别进行分类的方法。1.按导致事故和职

业危害的直接原因分类根据《生产过程危险和危害因素分类

与代码》（GB／T13816 1992）的规定，将生产过程中的危险

、危害因素分为6类。 l.物理性危险、危害因素(1)设备、设施

缺陷(强度不够、刚度不够、稳定性差、密封不良、应力集中

、外形缺陷、外露运动件、制动器缺陷、控制器缺陷、设备

设施其他缺陷)。(2)防护缺陷(无防护、防护装置和设施缺陷

、防护不当、支撑不当、防护距离不够、其他防护缺陷)。(3)

电危害(带电部位裸露、漏电、雷电、静电、电火花、其他电

危害)。(4)噪声危害(机械性噪声、电磁性噪声、流体动力性

噪声、其他噪声）。(5)振动危害(机械性振动、电磁性振动、

流体动力性振动、其他振动)。(6)电磁辐射危害(电离辐射：x

射线、丫射线、a粒子、β粒子、质子、中子、高能电子束等

。非电离辐射：紫外线、激光、射频辐射、超高压电场)。(7)

运动物危害(固体抛射物、液体飞溅物、反弹物、岩上滑动、

料堆垛滑动、气流卷动、冲击地压、其他运动物危害)。(8)明

火危害。(9)能造成灼伤的高温物质危害(高温气体、高温固体

、高温液体、其他高温物质)。(10)能造成冻伤的低温物质危

害(低温气体、低温固体、低温液体、其他低温物质)。(11)粉



尘与气溶胶危害(不包括爆炸性、有毒性粉尘与气溶胶)。(12)

作业环境不良危害(作业环境不良、基础下沉、安全过道缺陷

、采光照明不良、有害光照、通风不良、缺氧、空气质量不

良、给排水不良、涌水、强迫体位、气温过高、气温过低、

气压过高、气压过低、高温高湿、自然灾害、其他作业环境

不良)。(13)信号缺陷危害(无信号设施、信号选用不当、信号

位置不当、信号不清、信号显示不准、其他信号缺陷)。(14)

标志缺陷危害(无标志、标志不清楚、标志不规范、标志选用

不当、标志位置缺陷、其他标志缺陷)。(15)其他物理性危险

和危害因素。2.化学性危险、危害因素(1)易燃易爆性物质(易

燃易爆性气体、易燃易爆性液体、易燃易爆性固体、易燃易

爆性粉尘与气溶胶、其他易燃易爆性物质)。(2)自燃性物质

。(3)有毒物质(有毒气体、有毒液体、有毒固体、有毒粉尘与

气溶胶、其他有毒物质)。(4)腐蚀性物质(腐蚀性气体、腐蚀

性液体、腐蚀性固体、其他腐蚀性物质)。(5)其他化学性危险

、危害因素。3.生物性危险、危害因素(1) 致病微生物(细菌、

病毒、其他致病微生物)。(2)传染病媒介物。(3)致害动物

。(4)致害植物。(5)其他生物性危险、危害因索。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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