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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排查手册》

（含各行业领域）

本判定标准适用于判定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

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以下统称工贸行业）的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以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危险化学品、消防（火灾）、

特种设备等有关行业领域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分为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和行业类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适用于相关工贸行业，行业

类重大事故隐患仅适用于对应的行业。

一、专项类重大事故隐患

（一）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行业领域（共 10 条）。

1.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

内，或其内部设有员工宿舍、会议室、休息室等场所。

2.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

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

连互通。

3.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取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

等控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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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除尘方式；其他可燃

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规范采取火花探测消除

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5.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或采用巷道式构筑物作为

除尘风道。

6.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设置

锁气卸灰装置，或未及时清卸灰仓内的积灰。

7.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立筒仓、收尘仓、除尘器内部等 20

区未采用符合要求的防爆型电气设备。

8.粉碎、研磨、造粒、砂光等易产生机械火花的工艺，未规

范采取杂物去除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9.未规范制定粉尘清理制度，未及时规范清理作业现场和相

关设备设施积尘。

10.铝镁等金属粉尘的收集、贮存等场所未采取防水防潮、

通风、氢气浓度监测等防火防爆措施。

（二）使用液氨制冷的行业领域（共 2 条）。

1.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生产场所的空调

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

2.快速冻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

人员数量超过 9 人。

（三）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行业领域（共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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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并建立有限

空间管理台账。

2.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或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

4.未根据有限空间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作业人员提供符

合要求的检测报警仪器、呼吸防护用品、全身式安全带等劳动防

护用品。

（四）采用深井铸造工艺的铝加工行业领域（共 7 条）。

1.固定式熔炼炉铝水出口未设置机械或自动锁紧装置。固

定式、倾动式熔炼炉的铝水出口与流槽、流槽与铸造模盘两处接

口位置，未配置液位监测和联锁报警装置。

2.配置的液位传感器未与铝水流槽上的快速切断阀和紧急

排放阀联锁。倾动式熔炼炉在紧急状态下不能自动复位。

3.放置入炉原材料的地面潮湿，熔炼炉、保温炉及铸造等

作业场所存在非生产性积水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4.深井铸造结晶器的冷却水系统未配置进出水温度、进水

压力、进水流量监测报警装置；监测报警装置未与流槽上的快速

切断阀和紧急排放阀联锁，未与倾动式熔炼炉控制系统联锁。冷

却水系统未设置应急水源；应急水源管道未并联安装 2 个控制阀，

或缺少常闭电磁阀（自动控制阀）。

5.铝水铸造流程未规范设置紧急排放或应急储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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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钢丝卷扬系统未设置不间断应急电源；引锭盘托架钢丝

绳未定期检查和更换。

7.铸造车间现场未严格控制人数，未控制非生产人员进入。

二、行业类重大事故隐患

（一）冶金行业（共 16 条）

1.会议室、操作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交接班室

和钢（铁）水罐冷热修工位等场所设置在铁水、钢水和液渣吊运

影响范围内。

2.炼钢厂在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使用固定式龙门

钩的铸造起重机；炼铁厂铸铁车间吊运铁水、液渣起重机不符合

吊运熔融金属起重机的相关要求。吊运熔融金属起重机龙门钩横

梁焊缝和销轴未按要求定期进行探伤检测；吊钩、板钩、钢丝绳

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

3.盛装铁水、钢水和液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未按

要求定期进行探伤检测，耳轴磨损严重仍在使用。

4.冶炼、熔炼、精炼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熔融金属泄漏、

喷溅影响范围内存在积水，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连铸、模铸流

程未设置事故钢水罐、溢流槽、漏钢回转溜槽、中间罐漏钢坑等

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或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

未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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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炉、窑、槽、罐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出

现严重焊缝开裂、腐蚀、破损、衬砖损坏、壳体发红、煤气泄漏

及明显弯曲变形等未报修或报废，仍继续使用或采用外部喷淋冷

却方式维持使用。

6.高炉炉顶工作压力超设计最大值，正常生产期间炉顶放

散阀未处于自动联锁状态；未设置炉缸水系统热负荷检测系统和

炉缸侵蚀模型，炉底炉缸连续测温点的有效性无法确保侵蚀模型

准确、正常运行。

7.炼钢炉氧枪等设备的水冷元件未规范设置出水温度、进

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炉体倾动、氧气开闭等联锁。

8.煤气柜建设在居民稠密区，未远离大型建筑、仓库、通

信和交通枢纽等重要设施；煤气爆炸危险环境 1 区未采用符合要

求的防爆型电气设备。

9.煤气区域有人值守的控制室、操作室和休息室等人员较

集中的场所，以及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未设置固定

式一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10.高炉、转炉、加热炉、煤气柜、除尘器等设施的煤气管

道未设置吹扫、放散和可靠隔断装置；煤气设施的吹扫介质管道，

在使用后未断开或未堵盲板。

11.煤气分配主管上支管引接处，未设置可靠隔断装置；进

入车间前的煤气管道，未设置隔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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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燃烧装置，未设置防止回火的紧

急自动切断装置；煤气（天然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13.煤气 U/V 型水封和湿式冷凝水排水器水封的有效高度不

符合标准要求；煤气排水器违规共用。

14.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建立煤气防护站（组），

未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及防护设备。

15.空分装置在液氧中碳氢化合物总含量超标的情况下运

行；空分装置冷箱内严重泄漏。

16.烧结矿运输皮带输送矿料温度超过 120℃。

（二）有色行业（共 12 条）

1.吊运熔融有色金属及液渣的起重机不符合吊运熔融金属

起重机的相关要求；横梁焊缝和销轴未按要求定期进行探伤检测；

吊钩、板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

题未及时整改。

2.会议室、操作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交接班室等

场所设置在熔融有色金属及液渣吊运影响范围内。

3.盛装熔融有色金属及液渣的罐（包、盆）等容器耳轴未按

要求定期进行探伤检测。

4.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精炼、铸造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

泄漏、喷溅影响范围内存在积水，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5.熔融有色金属铸造、浇铸流程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

设施，或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未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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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水冷方式冷却的熔融有色金属冶炼炉窑、铸造机、加

热炉及水冷元件，未设置应急水源。

7.冶炼炉窑的闭路循环水冷元件未设置出水温度、进出水流

量差监测报警装置；开路水冷元件未设置进水流量、压力监测报

警装置，未实施出水温度定期人工检测。存在冷却水进入炉内风

险的闭路循环元件，未设置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未设置

防止冷却水大量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如快速切断阀等）。

8.炉、窑、槽、罐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出现

严重焊缝开裂、腐蚀、破损、衬砖损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

形等未报修或报废，仍继续使用。

9.可能出现一氧化碳泄漏、聚集的场所，未设置固定式监测

报警装置；可能存在砷化氢气体的场所，未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最

高容许浓度精度要求的检测监测设备，或采取同等效果的检测措

施。

10.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燃烧装置，未设置防止回火的紧

急自动切断装置；煤气（天然气）点火作业程序不符合标准要求。

11.煤气 U/V 型水封和湿式冷凝水排水器水封的有效高度不

符合标准要求；煤气排水器违规共用。

12.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未配备专职的煤气防护

人员及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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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材行业（共 7 条）

1.水泥工厂煤磨袋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未设置温度和一氧

化碳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未设置气体灭火装置。

2.水泥工厂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外包给不具备专业资

质的承包方，作业前未根据风险分析制定适宜的清库方案，未严

格按照清库方案实施。

3.水泥工厂电石渣原料库未设置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

置，未设置与报警装置联锁的事故通风装置，报警、通风装置未

有效运行。

4.进入筒型储库、预热器旋风筒、分解炉、磨机、破碎机、

篦冷机、各种焙烧窑等有限空间作业前，未对可能意外启动的设

备以及涌入的物料、高温气体、有毒有害气体等采取有效隔离措

施。

5.燃气窑炉在燃气管道上未设置低压、超压报警和紧急自动

切断阀，制氢站、制氧站、保护气体配气间等易燃易爆气体聚集

场所未设置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及防爆泄压设备。

6.纤维制品三相电弧炉、电熔制品电炉、玻璃窑炉、玻璃锡

槽等设备的水冷、风冷保护系统漏水、漏气，或玻璃窑炉、玻璃

锡槽未设置冷却保护系统监测报警装置。

7.空分装置在液氧中碳氢化合物总含量超标的情况下运行；

空分装置冷箱内严重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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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械行业（共 10 条）

1.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铸造用

熔炼（精炼）炉、熔融金属吊运和浇注作业影响范围内。

2.吊运铁水等熔融金属的起重机不符合吊运熔融金属起重

机的相关要求。吊运浇注包的横梁焊缝和销轴未按要求定期进行

探伤检测；吊钩等零件未定期进行检查，或出现裂纹、严重磨损、

严重形变等缺陷。

3.熔融金属铸造、浇铸流程未规范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

存设施。

4.铸造用熔炼（精炼）炉炉底、炉坑及浇注坑等作业坑存

在积水，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设置工业管道等设施。

5.铸造用熔炼（精炼）炉冷却水系统未规范设置温度、流

量监测报警装置，或未采取防止冷却水进入炉内的安全措施。

6.天然气（煤气）加热炉燃烧器操作部位未规范设置可燃

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燃烧系统未采取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

败的安全措施。

7.使用易燃易爆化学品（如天拿水）清洗设备设施、工位

器具和地面时，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除集聚在地沟、地坑等空

间内的可燃气体，或在影响范围内存在明火。

8.涂装调漆间和喷漆室未规范设置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

装置，电气设备设施不符合防爆要求，通风设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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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混有切削液或水的镁合金废屑未设立单独房间（库房）

存放，或未采取防水防潮、通风、氢气浓度监测等防火防爆措施。

10.锂离子电池存储仓库未规范设置火灾探测报警装置、自

动灭火系统和灭火器材，或未规范设置故障电池隔离装置和通风

排烟设施。

（五）轻工行业（共 7 条）

1.食品制造企业涉及烘制、油炸等高温的设施设备和岗位，

未采取防过热自动切断报警装置和隔热防护措施。

2.食品制造企业燃气油炸锅未规范设置可燃气体浓度监测

报警装置。

3.白酒储存、勾兑、灌装场所未规范设置乙醇蒸气浓度监测

报警装置，或监测报警装置未与机械通风设施或事故排风设施联

动。

4.纸浆制造、造纸企业使用蒸气或明火直接加热钢瓶汽化

液氯。

5.日用玻璃、陶瓷制造企业燃气窑炉在燃气管道上未设置低

压、超压报警和紧急自动切断阀，或退火炉、热收缩包装机等可

能发生燃气泄漏、聚集的区域未设置燃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6.日用玻璃制造企业炉、窑类设备本体出现裂缝或窑炉附属

设施故障间接伤害窑炉本体导致玻璃液泄漏。

7.喷涂车间、调漆间未规范设置通风装置和防爆型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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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纺织行业（共 2 条）

1.纱、线、织物加工的烧毛、开幅、烘干等热定型工艺设备

的汽化室、燃气贮罐、储油罐、热媒炉等未与生产加工、人员密

集场所明确分开或单独设置。

2.保险粉、双氧水、亚氯酸钠、雕白粉（吊白块）等危险品

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保险粉露天堆放，或储存场所未采取防水

防潮等措施。

（七）烟草行业（共 2 条）

1.熏蒸杀虫作业前未确认无关人员全部撤离仓库，作业场所

未配置防毒面具。

2.使用液态二氧化碳制造膨胀烟丝的生产线和场所，未设置

二氧化碳浓度、燃气浓度监测报警装置，或紧急联动排风装置。

危化品单位重大隐患判定标准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以下情形应当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三）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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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装置未实现自动化控

制，系统未实现紧急停车功能，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紧急停

车系统未投入使用。

（五）构成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实

现紧急切断功能；涉及毒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

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未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六）全压力式液化烃储罐未按国家标准设置注水措施。

（七）液化烃、液氨、液氯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

体的充装未使用万向管道充装系统。

（八）光气、氯气等剧毒气体及硫化氢气体管道穿越除厂

区(包括化工园区、工业园区）外的公共区域。

（九）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十一）使用淘汰落后安全技术工艺、设备目录列出的工

艺、设备。

（十二）涉及可燃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的场所未按国家标

准设置检测报警装置，爆炸危险场所未按国家标准安装使用防爆

电气设备。

（十三）控制室或机柜间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装置

一侧不满足国家标准关于防火防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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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供

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

（十五）安全阀、爆破片等安全附件未正常投用。

（十六）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

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十七）未制定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

（十八）未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

作业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未有效执行。

（十九）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未经小试、中试、

工业化试验直接进行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

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新建装置未制

定试生产方案投料开车；精细化工企业未按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

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二十）未按国家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超量、

超品种储存危险化学品，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

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隐患

（一）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安全出口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设计要求。

2.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3.相邻矿山的井巷相互贯通。



14

4.没有及时填绘图，现状图与实际严重不符。

5.露天转地下开采，地表与井下形成贯通，未按照设计要求

采取相应措施。

6.地表水系穿过矿区，未按照设计要求采取防治水措施。

7.排水系统与设计要求不符，导致排水能力降低。

8.井口标高在当地历史最高洪水位 1 米以下，未采取相应防

护措施。

9.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及复杂的矿井没有设立专门防治水

机构、配备探放水作业队伍或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

10.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的矿山关键巷道防水门设置与设计要

求不符。

11.有自燃发火危险的矿山，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设计采取防火措施。

12.在突水威胁区域或可疑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进行探放

水。

13.受地表水倒灌威胁的矿井在强降雨天气或其来水上游发

生洪水期间，不实施停产撤人。

14.相邻矿山开采错动线重叠，未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

施。

15.开采错动线以内存在居民村庄，或存在重要设备设施时

未按照设计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16.擅自开采各种保安矿柱或其形式及参数劣于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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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未按照设计要求对生产形成的采空区进行处理。

18.具有严重地压条件，未采取预防地压灾害措施。

19.巷道或者采场顶板未按照设计要求采取支护措施。

20.矿井未按照设计要求建立机械通风系统，或风速、风量、

风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21.未配齐具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

和自救器。

22.提升系统的防坠器、阻车器等安全保护装置或信号闭锁

措施失效；未定期试验或检测检验。

23.一级负荷没有采用双回路或双电源供电，或单一电源不

能满足全部一级负荷需要。

24.地面向井下供电的变压器或井下使用的普通变压器采

用中性接地。

（二）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地下转露天开采，未探明采空区或未对采空区实施专项安

全技术措施。

2.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3.未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或分层的方式进行开采。

4.工作帮坡角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或台阶（分层）高度

超过设计高度。

5.擅自开采或破坏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岩柱和挂帮矿体。



16

6.未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采场边坡、排土场稳定性进行

评估。

7.高度 200 米及以上的边坡或排土场未进行在线监测。

8.边坡存在滑移现象。

9.上山道路坡度大于设计坡度 10%以上。

10.封闭圈深度 30 米及以上的凹陷露天矿山，未按照设计要

求建设防洪、排洪设施。

11.雷雨天气实施爆破作业。

12.危险级排土场。

（三）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库区和尾矿坝上存在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开采、挖掘、

爆破等活动。

2.坝体出现贯穿性横向裂缝，且出现较大范围管涌、流土变

形，坝体出现深层滑动迹象。

3.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4.坝体超过设计坝高，或超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5.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率。

6.未按法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坝体稳定性进行评估。

7.浸润线埋深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8.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小于设计规定。

9.排洪系统构筑物严重堵塞或坍塌，导致排水能力急剧下降。

10.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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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多种矿石性质不同的尾砂混合排放时，未按设计要求进

行排放。

12.冬季未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冰下放矿作业。

烟花爆竹生产单位重大隐患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以下情形应当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考核合格。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作业人员带药检维修设

备设施。

（三）职工自行携带工器具、机器设备进厂进行涉药作业。

（四）工（库）房实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核定人数。

（五）工（库）房实际滞留、存储药量超过核定药量。

（六）工（库）房内、外部安全距离不足，防护屏障缺失

或者不符合要求。

（七）防静电、防火、防雷设备设施缺失或者失效。

（八）擅自改变工（库）房用途或者违规私搭乱建。

（九）工厂围墙缺失或者分区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

（十）将氧化剂、还原剂同库储存、违规预混或者在同一

工房内粉碎、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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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在用涉药机械设备未经安全性论证或者擅自更改、

改变用途。

（十二）中转库、药物总库和成品总库的存储能力与设计

产能不匹配。

（十三）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

未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十四）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用或者伪造许可证。

（十五）生产经营的产品种类、危险等级超许可范围或者

生产使用违禁药物。

（十六）分包转包生产线、工房、库房组织生产经营。

（十七）一证多厂或者多股东各自独立组织生产经营。

（十八）许可证过期、整顿改造、恶劣天气等停产停业期

间组织生产经营。

（十九）烟花爆竹仓库存放其它爆炸物等危险物品或者生

产经营违禁超标产品。

（二十）零售点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

在零售场所使用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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