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号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 

 

团   体   标   准 
T/CHTS XXXXX-XXXX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技术指南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公路学会 发布 



 

 

团体标准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技术指南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T/CHTS XXXXX- XX XX 

 

 

 

 

 

 

 

主编单位：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雄安荣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发布单位：中国公路学会 

实施日期：××××年××月××日 

 

××××××(出版单位) 



 

 

前 言 

在总结我国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经验和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

标准规范，坚持“系统一致、先进适用、易于操作”原则，本着“全面辨识、重点评估、分级管控”的

理念，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按照《中国公路学会标准编写规则》（T/CHTS 10001）编写，共分为 11 章，主要内容包括：

高速公路施工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分级管控、文件管理、实施效果、持续

改进等。 

本标准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雄安荣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出，受中国公路学会委托，

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解释工作。请有关单位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反馈至河北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北路 52 号；邮编：050000；电话：0311-

86633935，电子邮箱：879818969@qq.com），供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河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雄安荣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长安大学、

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起草人：杨阳、宋浩然、安立永、田雨佳、靳进钊、罗国平、肖殿良、梁蕴飞、田家、王玉倩、

祁昌旺、郭鹏、张学龙、史新星、王元庆、杜旭光、李然、文明、孙建伟、叶赛、王雄辉、杨会、张超、

常文洁、苏巧江、赵一哲、高志良、王庆远、侯建华、陈晓娜、李红刚、李真、龙秋亮、张怡、唐博文。 

主要审查人：  

 

 

  



 

I 

目  次 

1  总则 ................................................................................................................................................................ 1 

2  术语 ................................................................................................................................................................ 2 

3  基本要求 ........................................................................................................................................................ 4 

3.1风险管控机构 ....................................................................................................................................... 4 

3.2风险管控职责 ....................................................................................................................................... 4 

3.3风险管控程序 ....................................................................................................................................... 5 

3.4教育培训要求 ....................................................................................................................................... 5 

4  风险辨识 ........................................................................................................................................................ 7 

4.1风险辨识范围 ....................................................................................................................................... 7 

4.2资料收集 ............................................................................................................................................... 7 

4.3施工现场调查 ....................................................................................................................................... 7 

4.4评估单元划分 ....................................................................................................................................... 8 

4.5评估单元编码 ....................................................................................................................................... 8 

4.6典型事故类型分析 ............................................................................................................................... 9 

5  风险分析 ...................................................................................................................................................... 10 

5.1致险因素分析 ..................................................................................................................................... 10 

5.2事故后果分析 ..................................................................................................................................... 10 

5.3分析方法 ............................................................................................................................................. 10 

6  风险评估 ...................................................................................................................................................... 12 

7  风险控制措施 .............................................................................................................................................. 14 

8  风险分级管控 .............................................................................................................................................. 15 

8.1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 15 

8.2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编制 ..................................................................................................................... 15 

8.3风险告知 ............................................................................................................................................. 15 

8.4监测预警 ............................................................................................................................................. 16 

8.5较大及以上风险管控与登记 ............................................................................................................. 16 

9  文件管理 ...................................................................................................................................................... 18 



 

II 

10  实施效果 .................................................................................................................................................... 19 

11  持续改进 .................................................................................................................................................... 20 

附录 A  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样表 ............................................................................................................. 21 

附录 B  一级编码 ............................................................................................................................................. 22 

附录 C  二级编码 ............................................................................................................................................. 23 

附录 D  三级编码（部分） ............................................................................................................................. 25 

 



 

1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技术指南 

1  总则 

1.0.1  为指导和规范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健全完善施工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提升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和水平，保障施工安全，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新建高速公路工程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改建和扩建高速公路工程的施

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可参照使用。 

1.0.3  本指南规定了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的基本要求以及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

控制措施、分级管控和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内容。 

1.0.4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遵循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动态性原则。 

1.0.5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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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风险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注1：影响是指偏离预期，可以是正面的和/或负面的。 

注2：目标可以是不同方面（如财务、健康与安全、环境等）和层面（如战略、组织、项目、产品和过程等）的目标。 

注3：通常用潜在事件、后果或者两者的组合来区分风险。 

注4：通常用事件后果（包括情形的变化）和事件发生可能性的组合来表示风险。 

注5：不确定性是指对事件及其后果或可能性的信息缺失或了解片面的状态。 

2.0.2  危险源（风险源） 

可能造成损害的潜在因素或根源。 

2.0.3  致险因素 

促使公路工程施工各类突发事件发生，或增加其发生的可能性，或扩大其损失程度，或增大其不良

社会影响的潜在原因或条件。 

2.0.4  风险事件 

导致工程发生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环境影响、社会影响、工期延误或工程耐久性降低等不利后果

的事件。 

注：重点关注人、物、环境和管理方面影响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的各项因素。 

2.0.5  风险辨识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2.0.6  风险分析 

采用系统安全工程理论对危险源可能导致的事故进行分析，找出可能受伤害人员、致险因素、事故

原因等，确定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 

2.0.7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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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风险辨识的结果按照风险评估标准进行评估，以确定风险和（或）其量的大小、级别，以及是否

可接受或可容许。 

2.0.8  风险等级 

单一风险或组合风险的大小，以后果和可能性的组合来表达。 

2.0.9  可能性 

某事件发生的机会。 

2.0.10  后果 

事件对目标的影响结果。 

注1：一个事件可以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注2：后果可以是确定或不确定的，以及对目标具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2.0.11  风险控制措施 

应对风险的措施。 

注：主要包括应对风险的任何流程、策略、设施设备、操作或其他行动。 

2.0.12  风险分级管控 

根据风险管控所需资源、能力、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分层级管控风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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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 风险管控机构 

3.1.1高速公路项目施工单位风险管控领导小组应由项目负责人任组长，成员至少包括项目安全、

技术、施工、材料、设备、班组等部门负责人。项目部各岗位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应全员参与风险分级

管控活动，确保风险分级管控覆盖工程项目所有区域、场所、岗位、作业活动和管理活动，确保施工现

场危险源辨识全面系统、规范有效。 

3.2 风险管控职责 

3.2.1  项目部风险管控职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风险管控工作小组负责项目风险管控体系的建立与运行，负责对施工作业班组风险分级管

控进行监督指导； 

2  项目部应建立风险管控制度，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管控职责； 

3  项目部应掌握本项目部风险的分布情况、可能后果、级别及控制措施等； 

4  负责开展项目部风险评估工作；在施工活动中发现的新危险源应及时上报企业，及时更新安全

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5  负责对较大及以上风险进行管控。 

3.2.2  施工作业班组风险管控职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负责施工作业班组风险管控体系的运行，对施工作业人员风险管控进行监督指导； 

2  应掌握施工作业班组风险的分布情况、可能后果、级别及控制措施等； 

3  负责开展施工作业班组风险评估工作，在施工活动中发现的新危险源及时上报项目部； 

4  对本班组作业人员的施工作业活动进行风险管控交底； 

5  负责对一般风险进行管控。 

3.2.3  施工作业人员风险管控职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掌握本岗位涉及的风险的分布情况、可能后果、级别及控制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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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岗位施工活动中发现的新危险源应及时上报施工作业班组； 

3  负责对低风险进行管控。 

3.3 风险管控程序 

3.3.1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机构和职责确定，资料收集，评估单元

划分，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措施制定，风险管控层级确定，风险清单编制，风险

公告，风险分级管控运行，持续改进。 

机构和职责确定

收集资料

划分评估单元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

风险控制

制定风险清单

风险分级管控

持续
改进

 

图 3.3-1  风险管控流程图 

3.4 教育培训要求 

3.4.1  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初期，项目部应组织全员开展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建设方案、流程、方法、要求等，应将风险分级管控培训纳入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

组织员工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本项目风险类别、风险辨识和风险评估方法、风险评估结果、风险管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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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保留培训记录。 

3.4.2  制度文件要求 

项目部应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控制度，明确工作程序、工作要求、工作方法以及层级责任、考核奖

惩等内容，规范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3.4.3  运行考核要求 

项目部应建立并落实风险管控体系运行考核奖惩制度，明确考核奖惩的标准、频次、方式方法等，

并将考核结果与员工工资薪酬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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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辨识 

4.1 风险辨识范围 

4.1.1  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风险辨识范围应通过收集、整理相关工程资料和施工现场调查综合确定。

风险辨识范围应包括分部分项工程及其他施工安全风险较高的部位、设施、场所或区域。 

4.1.2  分部分项工程主要包括JTG F80/1所规定的临建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工程、隧

道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附属设施工程等单位工程所涉及的作业活动。 

4.1.3  其他施工安全风险较高的部位、设施、场所或区域包括并不限于：临时设施（包括办公区、

生活区、作业区等）、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高处作业防护设施、临时用电设施、起重设备等。 

4.2 资料收集 

4.2.1 风险辨识需收集、整理的相关工程资料主要包括： 

1  本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设计风险评估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

计文件、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及其他与工程建设安全相关的文件； 

2  工程区域内的环境条件，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埋藏物、管道、缆线、民防设施、铁路、公路、

外电架空线路、饮用水源、养殖区、保护动物等可能造成事故的环境要素； 

3  工程区域内地质、水文、气象等灾害资料； 

4  同类工程事故资料； 

5  重要设计变更资料、施工记录文件、监控量测资料、质量检测报告等； 

6  其他与风险辨识对象相关的资料。 

4.3 施工现场调查 

4.3.1 施工现场调查主要包括： 

1  地形地貌； 

2  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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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水文条件； 

4  周边环境； 

5  补充地质勘察结果、现场开挖揭露地质情况的差异、周边环境的变化情况等。 

4.4 评估单元划分 

4.4.1 评估单位划分可参照JTG F80/1以及施工组织设计文件所确定的施工工艺，按照单位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工序作业环节层次进行作业程序分解，也可按照施工区域进行划分，将施工作业活

动划为不同的评估单元。 

注：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评估单元可是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或作业环节，也可以是同一作业场所的不同区域。 

4.5 评估单元编码 

4.5.1 评估单元划分后，应对评估单元进行编码。评估单元编码由定级编码和定位编码构成，采用

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的组合分级表示。一级编码应为单位工程，二级编码应为分部（分项）工程，三级编

码应为作业活动或者设备、设施、部位、场所等，四级及以后应根据具体情况补充/追加设置，以此类

推。一级编码用二位大写英文字母构成，其余定级编码由二位表示顺序的数字构成；各级编码间应使用

横断线连接号分隔。除一级编码外，其余级别编码后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定位编码，用于定位评估单元

的地理位置。 

  

五级编码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定位编码

0 1 * * 0 1 * * L J 0 1 * * 

四级编码

  

定位编码

定位编码

 

图4.5-1 评估单元编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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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典型事故类型分析 

4.6.1应通过现场调查、头脑风暴、专家咨询等方式，分析评估单元中可能发生的典型事故类型，

形成典型事故类型分析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作业的典型事故类型主要参照GB/T 6441进行辨识分析。 

表4.6.1 典型事故类型分析表 
 

评估单元编码 评估单元 典型事故类型 

TY-01***-03***-01*** 评估单元1  

TY-01***-03***-02*** 评估单元2  

TY-01***-03***-03*** 评估单元3  

… …  

注：***代表定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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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分析 

5.1 致险因素分析 

5.1.1 施工单位应针对评估单元中可能导致典型事故的致险因素进行分析，致险因素可参照GB/T 

13861从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等四方面进行分析，或参照GB/T 6441分析导致事

故发生的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 

5.2 事故后果分析 

5.2.1 施工单位应针对评估单元中可能导致典型事故的事故后果进行分析，事故后果主要是指受伤

害人员类型及伤害程度、经济损失，但不局限于这两类损失。可能受到事故伤害的人员类型包括：作业

人员本身、同一作业场所的其他作业人员、周围其他人员；伤害程度包括轻伤、重伤和死亡。 

5.3 分析方法 

5.3.1 风险分析通常采用工作危害分析法（JHA）或安全检查表法（SCL），也可采用头脑风暴法、风

险传递路径法、鱼刺图法、故障树分析法等系统安全工程理论进行分析。 

5.3.2 工作危害分析法（JHA）是一种定性的风险分析辨识方法，是基于作业活动的一种风险辨识技

术，用来进行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管理缺陷等的有效识别。采用

工作危害分析法进行分析时，应评估单元找出每个施工工序中的危险源，并判断其在现有安全控制措施

条件下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及其后果。若现有安全控制措施不能满足安全施工的需要，应制定新的安全

控制措施以保证安全施工；危险性仍然较大时，还应将其列为重点对象加强管控，必要时还应制定应急

处置措施加以保障，从而将风险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 

5.3.3 安全检查表法（SCL）是一种定性的风险分析辨识方法，是将一系列项目列出检查表进行分析，

以确定施工现场及周边构筑物的状态是否符合安全要求，通过检查发现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

出改进措施的一种方法。通过检查表对评估单元潜在致险因素进行辨识检查，提出改进措施；安全检查

表应列举查明的所有致险因素。安全检查表法风险分析的结果应填入施工安全风险分析表。 

表5.3.2 施工安全风险分析表  

危险源 
典型 

事故类型 

事故后果 致险因素 

受伤害 

人员类型 
伤害程度 经济损失 物的因素 人的因素 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 

危险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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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2         

……         

危险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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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评估 

6.0.1风险评估应采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对风险可能性及后果严重程度进行评价，风险等级由事故可

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综合确定。 

6.0.2 风险评估可使用 LEC 法、LCD 法、指标体系法、专家调查法、判断矩阵法、直接判定法。本

指南中主要采用判断矩阵法。 

6.0.3 事故可能性等级划分为五个级别，分别是：几乎不可能、可能性很小、偶然、可能、很可能，

对应等级为 1 级到 5 级。 

表6.3-1 可能性等级标准 

可能性等级 可能性等级描述 

1 几乎不可能 

2 可能性很小 

3 偶然 

4 可能 

5 很可能 

6.0.4 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统一划分为五个级别，分别是：小、一般、较大、重大、特大，对应等级为

1 级到 5 级，主要考虑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程度等级划分可依据人员伤亡的类别和数量

进行分级；直接经济损失程度等级划分可依据经济损失金额和经济损失占项目建安费的比例进行分级。

当多种后果同时产生时，应采用就高原则确定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等级。 

表6.0.4-1 人员伤亡程度等级标准 

级别 定性描述 死亡人数ND(人) 重伤人数NSI(人) 

1 小 — 1≤NSI<5 

2 一般 1≤ND<3 5≤NSI<10 

3 较大 3≤ND<10 10≤NSI<50 

4 重大 10≤ND<30 50≤NSI<100 

5 特大 ND≥30 NSI≥100 

表6.0.4-2 直接经济损失程度等级标准 

级别 定性描述 经济损失金额 Z(万元) 经济损失占项目建安费的比例 pr(%) 

1 小 Z<100 p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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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 100≤Z<1000 1≤pr<2 

3 较大 1000≤Z<5000 2≤pr<5 

4 重大 5000≤Z<10000 5≤pr<10 

5 特大 Z≥10000 pr≥10 

6.0.5根据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严重程度等级，采用风险矩阵法确定施工安全风险等级.风险等级划分

为四级：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 

表6.0.5-1 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风险等级 

严重程度 

小 一般 较大 重大 特大 

1 2 3 4 5 

可 

能 

性 

几乎 

不可能 
1 

低风险 

（Ⅰ级） 

低风险 

（Ⅰ级） 

低风险 

（Ⅰ级） 

一般风险 

（Ⅱ级） 

一般风险 

（Ⅱ级） 

可能性 

很小 
2 

低风险 

（Ⅰ级） 

低风险 

（Ⅰ级） 

一般风险 

（Ⅱ级） 

一般风险 

（Ⅱ级） 

较大风险 

（Ⅲ级） 

偶然 3 
低风险 

（Ⅰ级） 

一般风险 

（Ⅱ级） 

一般风险 

（Ⅱ级） 

较大风险 

（Ⅲ级） 

较大风险 

（Ⅲ级） 

可能 4 
一般风险 

（Ⅱ级） 

一般风险 

（Ⅱ级） 

较大风险 

（Ⅲ级） 

较大风险 

（Ⅲ级） 

重大风险 

（Ⅳ级） 

很可能 5 
一般风险 

（Ⅱ级） 

较大风险 

（Ⅲ级） 

较大风险 

（Ⅲ级） 

重大风险 

（Ⅳ级） 

重大风险 

（Ⅳ级） 

注：采用RGB赋值法对代表相应风险等级的颜色予以确定，Ⅳ级为红色（255,0,0），Ⅲ级为橙色（255,165,0），Ⅱ级为

黄色（255,255,0），Ⅰ级为蓝色（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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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控制措施 

7.0.1风险管控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制度措施、教育培训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

处置措施。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应优先考虑工程技术措施。 

7.0.2工程技术措施是指作业、设备设施本身固有的控制措施，通常采用的工程技术措施

有： 

1  消除：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科学的管理，尽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险、危害因素；如职工宿舍区集

中供暖取代每间宿舍燃煤采暖，消除一氧化碳中毒这一风险。 

2  预防：当消除危险、危害因素有困难时，可采取预防性技术措施，预防危险、危害发生，如使

用漏电保护装置、起重量限制器、力矩限制器、起升高度限制器、防坠器等。 

3  减弱：在无法消除危险、危害因素和难以预防的情况下，可采取减少危险、危害的措施，如设

置安全防护网、安全电压、避雷装置等。 

4  隔离：在无法消除、预防、减弱危险、危害的情况下，应将人员与危险、危害因素隔开和将不

能共存的物质分开，如圆盘锯防护罩、拆除脚手架设置隔离区、钢筋调直区域设置隔离带、氧气瓶与乙

炔瓶分开放置等。 

5  警告：在易发生故障和危险性较大的地方，配置醒目的安全色、安全标志，必要时，设置声、

光或声光组合报警装置，如塔式起重机起重力矩设置声音报警装置。 

7.0.3通常采用的管理制度措施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成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制定安全技术操作

规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对安全生产进行监控、进行安全检查、

技术检测以及实施安全奖惩等。 

7.0.4通常采用的培训教育措施有：员工入场三级培训、每年再培训、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

继续教育、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体验式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培训。 

7.0.5通常采用的个体防护措施有：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服、耳塞、听力防护罩、防护眼镜、防护

手套、绝缘鞋、呼吸器等。 

7.0.6通常采用的应急准备措施有：紧急情况分析、应急预案制定、现场处置方案制定、应急物资准

备以及应急演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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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分级管控 

8.1 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8.1.1  应根据不同作业单元的风险等级，明确风险管控责任、制定相关制度、实施风险管控，将安

全生产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8.1.2  施工单位应落实风险降低工作制度，根据本单位的风险辨识、评估结果，针对人、设施设备、

环境、管理等致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风险降低措施，降低风险等级。施工单位存在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

的，应根据主要致险因素的可控性，积极制定风险降低工作制度，并建立风险降低专项资金，满足针对

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的管控需求。 

8.1.3  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风险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原则，对于操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风险等

级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作业活动应重点进行管控；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级必须同时负责管

控，并逐级落实具体措施；管控层级可进行增加、合并或提级。 

8.1.4  风险管控层级可分为施工企业、项目部、施工作业班组、施工作业人员等。其中，重大风险

的管控由施工企业和项目部共同负责；较大风险的管控由项目部负责；一般风险的管控由施工班组（包

括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单位）负责；低风险的管控由作业人员负责。 

8.1.5  施工单位应依据安全风险的等级、性质等因素，科学制定管控措施，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管

控责任，保障必要的投入，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8.1.6  施工单位应建立风险动态监控机制，按要求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监测、评估和预警，及

时掌握风险状态和变化趋势。 

8.2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编制 

8.2.1 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对风险进行辨识和评估，应编制完善风险辨识评估管控清

单，并随着工程进度情况及时更新，全面辨识应每年不少于1次。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应当单独建立清

单和专项档案，并按照职责范围将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清单分别报送属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8.3 风险告知 

8.3.1  项目部应当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在醒目位置、重点区域设置安全风险告知栏，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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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安全风险及管控应急措施、责任人、报告方式等内容，并通过制作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编制安全

手册、组织讲解宣传等方式，告知本单位从业人员和进入风险区域的外来人员，指导、督促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告知内容应包括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事故类别典型后果、风险等级、控制措施等。 

8.3.2  根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将设备设施、作业活动及工艺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及应采取的措施

通过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告知各岗位人员及相关方，使其掌握规避风险的措施并落实到

位。 

8.4 监测预警 

8.4.1  项目部应落实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制度，根据不同的监控对象、监控重点、监控内容、监控要

求，采取科学高效的方式，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工作。风险监测预警人员，应根据风险监测预警工作制度，

由监测系统或人工实现对作业单元的实时状态和变化趋势的掌握，根据主要致险因素的管控临界值，实

现异常预警，相关预警信息应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 

8.4.2  项目部相关部门和人员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做好应急人员、物资、装备等防御性响应工

作，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8.4.3  项目部存在较大风险和重大风险的，应制定专项动态监测计划，定期更新监测数据或状态，

每月不少于1次，并单独建档。 

8.5 较大及以上风险管控与登记 

8.5.1  项目部对存在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的生产作业场所、区域、设施、岗位等实行重点管控，应

按下列要求加强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的管控： 

1  制定动态监测计划，按照每月不少于1次的频次，定期更新监测数据或状态，并单独建档； 

2  单独编制专项应急措施； 

3  按年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风险管控措施进行评估改进，并于次年1个月内通过安全生产风险

管理信息系统或其他有效渠道向属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8.5.2  项目部应当对进入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影响区域的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防范、应急处置

和避险逃生等方面的培训演练。 

8.5.3  项目部应于存在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标明安全风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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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可能发生事故后果、安全防范与应急措施等。 

8.5.4  项目部应将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的名称、位置、危险特性、影响范围、可能发生的安全生产

事故及后果、安全防范与管控应急措施等如实告知直接影响范围内的相关单位或人员。 

8.5.5  项目部应将项目的较大及以上安全风险相关信息通过安全生产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或采取其他

方式进行登记，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同时按规定向属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登记信息应当及时、

准确、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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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件管理 

9.0.1  施工单位应编制包括全部风险各类风险信息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参见附录）。清单应由项目

施工单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岗位人员按程序评审，并由项目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审定发布。 

9.0.2  施工单位应完整保存体现风险管控过程的记录资料，并纳入安全技术资料管理，应包括风险

管控制度、风险登记台账、风险辨识与风险评估表，以及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等内容。涉及重大风险时，

其辨识、评价过程记录，风险控制措施及其实施和改进记录等，应单独建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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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施效果 

10.0.1 通过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项目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1  项目全体人员熟悉、掌握风险分级管控的相关知识、方法，安全意识得到提升，降低安全风险，

较少安全事故发生； 

2  原有管控措施得到改进，或者增加新的管控措施降低风险等级； 

3  较大风险、重大风险的公示、标识牌、警示标志得到保持和改进； 

4  作业人员风险认识能力得到提升； 

5  风险管控制度得到改进和完善； 

6  风险辨识评估管控清单得到改进，风险管控工作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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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持续改进 

11.0.1 项目部应定期对安全风险管控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

性。评审应包括对体系改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评审结果的内容、结论以及确定的措施等内容应做好记

录。 

11.0.2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项目部应对风险管控的影响，及时针对变化范围开展风险分析，及时更

新风险信息： 

1  安全管理目标、要求发生变化时； 

2  法规、标准等增减、修订变化所引起风险程度的改变； 

3  发生事故后，有对事故、事件或其他信息的新认识，对相关风险的再评估； 

4  组织机构发生重大调整； 

5  补充新辨识出的风险； 

6  风险程度变化后，需对风险控制措施的调整。 

11.0.3 项目部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

风险信息，提高风险管控效果和效率。较大、重大风险信息更新后应公示或公布并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

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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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样表 

附表A.1  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样表 

风险辨识结果 风险分析结果 风险评估结果 风险管控信息 

单元编码 
单元 

名称 
事故类型 致险因素 可能性 

后果严

重程度 

风险

等级 

管控 

层级 

责任 

部门 
责任人 

工程 

技术 

措施 

管理 

制度 

措施 

培训 

教育 

措施 

个体 

防护 

措施 

应急 

准备 

措施 

TY-01***-01***-01*** 单元 1 

事故类型 1 …… …… …… …… 

…… …… …… 

…… …… …… …… …… 

事故类型 2 …… …… …… …… …… …… …… …… …… 

……          

TY-01***-01***-02*** 单元 2 

事故类型 1 …… …… …… …… 

…… …… …… 

…… …… …… …… …… 

事故类型 2 …… …… …… …… …… …… …… …… …… 

……          

…… …… 

     

   

     

          

          

注：***代表定位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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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一级编码 

TY：通用部分 

LS：临时工程 

LJ：路基工程 

LM：路面工程 

QH：桥涵工程 

SD：隧道工程 

JA：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FS：附属设施工程 

QT：其他 



 

23 

附录 C  二级编码 

附表C.1  通用部分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通用部分（TY） 

01 基础管理 

02 作业人员 

03 作业组织与管理 

04 作业环境 

05 工器机具 

06 测量作业 

07 支架作业 

08 模板作业 

09 钢筋作业 

10 混凝土作业 

11 砂浆作业 

12 焊接作业 

13 起重吊装作业 

14 高处作业 

15 爆破作业 

16 涂装作业 

17 水上作业 

18 潜水作业 

19 危险品储运作业 

20 有限空间作业 

…… 

99 其它 

 

 

附表C.2  临时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临时工程（LS） 

01 驻地 

02 预制场 

03 拌和站 

04 钢筋加工场 

05 储油罐 

06 施工便道 

07 临时码头 

08 临时栈桥 

09 施工临时用电 

10 生产生活用水 

…… 

99 其它 

 

 

附表C.3  路基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路基工程（LJ） 

01 施工准备 

02 场地清理 

03 土方路基 

04 石方路基 

05 软基处理 

06 特殊路基处理 

07 排水工程 

08 防护工程 

…… 

99 其它 

附表C.4  路面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路面工程（LM） 

01 施工准备 

02 垫层 

03 底基层与基层 

04 沥青面层 

05 水泥混凝土面层 

…… 

9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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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5  桥涵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桥涵工程（QH） 

01 施工准备 

02 扩大基础 

03 钻孔灌注桩 

04 人工挖孔桩 

05 其它桩 

06 承台 

07 墩柱 

08 盖梁（中、顶系梁） 

09 简支梁桥 

10 支架现浇桥 

11 拱桥 

12 斜拉桥 

13 悬索桥 

14 钢桥 

15 桥面系 

16 圆管涵 

17 盖板涵 

18 箱涵 

…… 

99 其它 

附表C.6  隧道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隧道工程（SD） 

01 施工准备 

02 洞口工程 

03 明洞工程 

04 洞身爆破开挖 

05 洞身机械开挖 

06 开挖工况 

07 出渣与运输 

08 初期支护 

09 仰拱 

10 洞身防排水 

11 二次衬砌 

12 路面 

13 装饰工程 

14 辅助坑道 

15 风、水、电供应 

16 盾构/TBM 施工 

17 沉管施工 

18 顶管施工 

19 明挖施工 

…… 

99 其它 

附表C.7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JA） 

01 施工准备 

02 护栏工程 

03 标志工程 

04 标线工程 

05 隔离栅工程 

06 防炫设施工程 

07 避险工程 

…… 

99 其它 

附表C.8  附属设施工程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附属设施工程 

（FS） 

01 施工准备 

02 管理中心 

03 服务区 

04 房屋建筑 

05 收费站 

06 养护工区 

07 路基附属设施 

08 路面附属设施 

09 桥涵附属设施 

10 隧道附属设施 

11 交安附属设施 

…… 

9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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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三级编码（部分） 

附表D.1  通用部分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基础管理 

01 安全生产许可 

02 安全组织机构及职责 

03 从业人员资格 

04 设备设施管理 

05 施工作业手续 

06 安全目标管理 

07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08 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 

09 危险品安全管理制度 

10 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11 安全检查制度 

12 安全奖惩考核制度 

13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及报告制

度 

14 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15 施工组织设计 

16 专项施工方案 

17 双重预防体系 

18 应急管理 

19 现场通用管理 

20 临时用电方案 

21 档案管理 

22 行业/上级/外部文件精神落实 

23 考核评价 

…… 

99 其他 

02 作业人员 

01 身体/精神状况 

02 专业能力与素质 

03 思想意识 

…… 

99 其他 

03 作业组织与管

理 

01 作业组织 

02 作业管理 

…… 

99 其他 

04 作业环境 

01 气象环境 

02 地理环境 

03 生活环境 

…… 

99 其他 

05 工器机具 

01 机械设备 

02 小型机具 

…… 

99 其他 

06 测量作业 

01 测量准备 

02 测量作业 

…… 

99 其他 

07 支架作业 

01 支架准备 

02 支架搭设 

03 支架预压 

04 支架拆除 

…… 

99 其他 

08 模板作业 

01 模板准备 

02 模板加工 

03 模板安装 

04 模板拆除 

…… 

99 其他 

09 钢筋作业 

01 钢筋作业准备 

02 钢筋加工与制作 

03 半成品堆放 

04 成品吊运 

…… 

99 其他 

10 混凝土作业 

01 混凝土作业准备 

02 拌和 

03 运输 

04 浇筑 

05 振捣 

06 养护 

…… 

99 其他 

11 砂浆作业 

01 砂浆作业准备 

02 拌和 

03 运输 

04 砌筑 

05 养护 

…… 

99 其他 

12 焊接作业 

01 焊接作业准备 

02 焊接与切割 

03 现场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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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其他 

13 起重吊装 

作业 

01 起重吊装作业准备 

02 绑扎 

03 试吊 

04 起吊 

05 就位停机 

…… 

99 其他 

14 高处作业 

01 高处作业准备 

02 作业 

03 拆除 

…… 

99 其他 

15 爆破作业 

01 爆破作业准备 

02 钻孔 

03 清孔及装药 

04 起爆 

05 场地清理 

…… 

99 其他 

16 涂装作业 

01 涂装作业准备 

02 涂装 

03 场地清理 

…… 

99 其他 

17 水上作业 

01 水上作业准备 

02 作业 

…… 

99 其他 

18 潜水作业 

01 潜水作业准备 

02 作业 

…… 

99 其他 

19 危险品储运作

业 

01 危险品储存 

02 危险品运输 

…… 

99 其他 

20 有限空间 

作业 

01 有限空间作业准备 

02 作业 

……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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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2  临时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驻地 

01 选址 

02 功能布局 

03 场地施工 

04 房屋施工 

05 运行 

06 拆除 

…… 

99 其他 

02 预制场 

01 施工准备 

02 场地基础施工 

03 设备设施安装 

04 拆除 

…… 

99 其他 

03 拌和站 

01 施工准备 

02 场地基础施工 

03 设备设施安装 

04 拆除 

…… 

99 其他 

04 钢筋加工场 

01 施工准备 

02 场地基础施工 

03 设备设施安装 

04 拆除 

…… 

99 其他 

05 储油罐 01 施工准备 

02 场地建设 

03 储油罐安装  

04 储油罐运行 

05 储油罐拆除 

…… 

99 其他 

06 施工便道 

01 施工准备 

02 建设 

03 运行 

04 恢复 

…… 

99 其他 

07 临时码头 

01 施工准备 

02 建设 

03 运行 

04 拆除 

…… 

99 其他 

08 临时栈桥 

01 施工准备 

02 建设 

03 运行 

04 拆除 

…… 

99 其他 

09 施工临时用电 

01 施工准备 

02 建设 

03 运行 

04 拆除 

…… 

99 其他 

10 生产生活用水 

01 施工准备 

02 建设 

03 运行 

04 拆除 

……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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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3  路基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施工准备 

01 测量作业 

…… 

99 其他 

02 场地清理 

01 表土清理 

02 砍树挖根 

03 结构物拆除 

…… 

99 其他 

03 土方路基 

01 填筑 

02 路堑开挖 

03 运输 

…… 

99 其他 

04 石方路基 

01 填筑 

02 路堑开挖 

03 运输 

…… 

99 其他 

05 软基处理 

01 软土开挖 

02 软土换填 

03 抛石挤淤 

04 土工织物 

05 强夯 

06 碎石桩 

07 挤密桩 

08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09 旋喷桩 

10 粉喷桩 

11 真空预压 

…… 

99 其他 

06 特殊路基处理 

01 滑坡 

02 泥石流 

03 崩塌与岩堆 

04 采空区 

05 黄土段 

06 沿河、沿溪、沿江段 

07 岩溶段 

…… 

99 其他 

07 排水工程 

01 浆砌排水 

02 预制排水 

…… 

99 其他 

08 防护工程 

01 浆砌护坡 

02 预制块护坡 

03 挂网喷锚护坡 

04 挡土墙 

05 抗滑桩 

……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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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4  路面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施工准备 …… 

02 垫层 

01 运输 

02 铺筑 

…… 

99 其他 

03 底基层与基层 

01 拌和（厂拌） 

02 拌和（路拌） 

03 运输 

04 摊铺 

05 压实 

06 养护 

07 透层 

…… 

99 其他 

04 沥青面层 

01 拌和 

02 运输 

03 摊铺 

04 压实 

05 黏层、封层 

06 铣刨 

…… 

99 其他 

05 水泥混凝土面层 

01 拌和 

02 运输 

03 浇筑振捣 

04 刻槽 

05 切缝 

……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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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5  桥涵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施工准备 

01 场地平整 

02 测量作业 

03 围堰施工 

…… 

99 其他 

02 扩大基础  

03 钻孔灌注桩 

01 钻机就位 

02 护筒埋设 

03 泥浆池开挖 

04 钻孔 

05 下钢筋笼 

06 混凝土灌注 

…… 

99 其他 

04 人工挖孔桩 

01 人工挖孔桩施工 

…… 

99 其他 

05 其他桩  

06 承台 

01 基坑开挖 

02 桩头破除 

03 钢筋绑扎 

04 模板施工 

05 混凝土浇筑 

06 承台凿毛 

…… 

99 其他 

07 墩柱 01 脚手架搭设 

02 钢筋绑扎 

03 预埋件安装 

04 模板施工 

05 混凝土浇筑 

06 挂架作业 

07 操作平台作业 

…… 

99 其他 

08 盖梁 

（中、顶系梁） 

01 预埋穿心棒 

02 安装抱箍 

03 承重梁、分配梁 

04 模板施工 

05 钢筋绑扎 

06 混凝土浇筑 

07 模板施工 

08 支架施工 

…… 

99 其他 

09 简支梁桥 

01 梁板预制 

02 预应力张拉 

03 压浆施工 

04 运输 

05 梁板安装 

…… 

99 其他 

10 支架现浇桥 

01 地基处理 

02 支架搭设 

03 支架预压 

04 模板安装 

05 钢筋绑扎 

06 混凝土浇筑 

07 预应力张拉 

08 压浆施工 

09 模板拆除 

10 支架拆除 

…… 

99 其他 

11 拱桥 

01 支架法-支架安装 

02 支架法-拱肋施工 

03 支架法-支架拆除 

04 吊装法-缆索设备 

05 吊装法-拱肋安装 

06 悬臂法-挂篮安装 

07 悬臂法-拱肋浇筑 

08 转体法-转动体系 

09 转体法-拱肋施工 

…… 

99 其他 

12 斜拉桥 

01 混凝土索塔 

02 主梁 

03 斜拉索 

…… 

99 其他 

13 悬索桥 

01 猫道 

02 主缆 

03 锁夹与吊索 

…… 

99 其他 

14 钢桥 
01 钢结构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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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其他 

15 桥面系 

01 湿接缝 

02 防撞墙 

03 桥面钢筋施工 

04 桥面混凝土施工 

…… 

99 其他 

16 圆管涵 

01 基坑开挖 

02 基座浇筑 

03 圆管安装 

…… 

99 其他 

17 盖板涵 

01 基坑开挖 

02 基础与涵身浇筑 

03 盖板安装 

04 台背回填 

…… 

99 其他 

18 箱涵 

01 基坑开挖 

02 基础与涵身浇筑 

03 台背回填 

…… 

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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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6  隧道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施工准备 …… 

02 洞口工程 

01 清表作业 

02 截水沟施工 

03 边仰坡开挖 

04 边仰坡防护 

05 洞口施工 

…… 

99 其他 

03 明洞工程 

01 开挖 

02 浇筑 

03 回填 

…… 

99 其他 

04 洞身爆破开挖 

01 监控监测 

02 中心线及高程测量 

03 布孔 

04 钻孔 

05 爆破器材运输 

06 装药及装线 

07 爆破 

08 通风 

09 盲炮检查和危石清理 

…… 

99 其他 

05 洞身机械开挖 

01 监控监测 

02 中心线及高程测量 

03 机械开挖 

…… 

99 其他 

06 开挖工况 

01 双向开挖 

02 小净距开挖 

03 全断面开挖 

04 台阶法、环形开挖 

05 中隔壁法开挖 

06 双侧壁导坑法开挖 

…… 

99 其他 

07 出渣与运输 

01 装渣 

02 运输 

03 卸渣 

…… 

99 其他 

08 初期支护 

01 超前小导管 

02 喷射混凝土 

03 钢支撑 

04 喷锚支护 

05 监控量测 

…… 

99 其他 

09 仰拱 

01 仰拱开挖 

02 仰拱施作 

…… 

99 其他 

10 洞身防排水 

01 防水工程 

02 排水工程 

…… 

99 其他 

11 二次衬砌 

01 钢筋网安装 

02 台车就位 

03 模板作业 

04 混凝土作业 

…… 

99 其他 

12 路面 

01 基面清理 

02 混凝土运输 

03 混凝土摊铺、振捣 

…… 

99 其他 

13 装饰工程 …… 

14 辅助坑道 …… 

15 风、水、电供应 

01 供风系统 

02 供水系统 

03 供电系统 

…… 

99 其他 

16 盾构/TBM 施工 …… 

17 沉管施工 …… 

18 顶管施工 …… 

19 明挖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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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D.7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01 施工准备 …… 

02 护栏工程 

01 立柱安装 

02 护栏板安装 

…… 

99 其他 

03 标志工程 

01 基坑开挖 

02 模板作业 

03 混凝土作业 

04 标志板安装 

…… 

99 其他 

04 标线工程 

01 划线 

…… 

99 其他 

05 隔离栅工程 

01 隔离栅安装 

…… 

99 其他 

06 防炫设施工程 

01 防眩设施安装 

…… 

99 其他 

07 避险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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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1  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2）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应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

×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 “应按

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