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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通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江苏省房屋建筑

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及隐患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

关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 8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危险源辨识；5.风险分

析；6.风险评价；7.风险评估；8.风险评估报告；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

录 F、附录 G。

本标准由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负责管理，由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若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建筑安全设备管理分会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东宝路 8 号时代天地广场一号楼三楼；邮政编码：2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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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有效控制施工安全风险，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根据《安全生产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施工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

险评估工作。

1.0.3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

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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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风险 Risk

不利事件或事故发生的概率及其损失的组合。

2.0.2危险源辨识 Hazard identification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

2.0.3建筑工程施工危险源 Construction hazard

指建筑工程施工中可能导致人员伤害和（或）健康损害和财产损失的根源、状态或行为，

或它们的组合，分为：重大危险源、较大危险源、一般危险源。

2.0.4重大危险源 Major hazard

指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很复杂、管控难度很大、风险后果很严重、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危险源。

2.0.5较大危险源 Higher hazard

指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比较复杂、管控难度较大、风险后果较严重、易引发一般生产安

全事故或造成一般经济损失的危险源。

2.0.6 一般危险源 Common hazard

指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一般、运用一般知识与经验即可防范、风险后果较轻的危险

源。

2.0.7风险因素 Risk factor

指引起或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扩大损失幅度的原因和条件。一个危险源包含若干个

风险因素。工程施工中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四类。

2.0.8人的因素 Personnel factors

人员自身或人为性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

2.0.9 物的因素 Material factors

机械、设备、设施、材料等方面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

2.0.10 环境因素 Environment factors

生产作业环境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

2.0.11管理因素 Management factors

施工管理缺陷所导致的危险和有害因素。

2.0.12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s

风险因素中，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0.13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指对危险源进行分析，理解风险性质，找出可能受伤害人员、致害物、事故原因，确定

发生的可能性、后果严重性等级的过程。

2.0.14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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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采用科学、合理的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对风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

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环境影响、社会影响等严重程度进行量化评价，确定风险等级和接受准

则的过程。

2.0.15 风险等级 Risk level

根据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大小和发生事故严重性大小综合确定的危险源的安全风险大

小。共分成四级：重大风险（I 级）、较大风险（II 级）、一般风险（III 级）和低风险（IV

级）。

2.0.16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对危险源进行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的系列工作。

2.0.17风险动态评估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依据风险监测结果及相关规定，及时对风险因素和风险等级等作出调整的过程。

2.0.18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Divisionl and Subdivisionl works with higher risk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分部分项工程，简

称危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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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0.1建筑工程施工安全危险源风险评估工作由计划和准备、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

价等环节组成。见图 3.0.1 所示。

图 3.0.1危险源风险评估工作流程

3.0.2风险评估分为开工前风险静态评估和施工过程中风险动态评估。

3.0.3当多个危险源同时存在时，应逐一进行辨识，并应对较大及以上危险源进行逐一评估。

一般危险源，可由参与工程建设的责任单位确定是否评估。

3.0.4 风险等级分为重大风险（I 级）、较大风险（II 级）、一般风险（III 级）、低风险（IV

级）四个级别。I 级风险等级最高，IV 级风险最低。

3.0.5风险评估的时间和频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开工前和危险源存在的时段进行；

2 当风险因素发生变化时应进行动态评估；

3 停工超过三个月，复工前应进行风险评估。

3.0.6风险评估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实行专业分包的，评估工作可以由相关专业分包单

位组织实施。评估工作可委托专业评估机构进行。

计划与准备

危险源辨识

风险分析

发 生 可 能

性分析

后果严重性

分析

风险评价

确定危险源施工

安全风险等级

风

险

动

态

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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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险源辨识

4.0.1危险源应根据其危险特性，按下列规定进行识别并划分危险源等级：

1 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的类别、名称、危险源等级应按表 4.0.1 规定进行识别和划分；

2 其他危险源的类别、名称和危险源等级应按照 JGJ59-2011 标准进行识别和划分；

3 当一个危险源有多种能确定危险源等级的危险特性时，应分别按各危险特征的量值确定

危险源等级，并取最高等级。

4.0.2 危险源存在的起止时段为危险源存在和持续期间。

4.0.3施工单位开工前应全面辨识危险源，应将辨识的危险源按本标准附录 B 的表格形成危险

源辨识一览表，并应将较大及以上危险源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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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 建筑工程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类别、名称及其等级

序号 类别 危险源名称 重大危险源 较大危险源

1 基坑工程
基坑开挖、支护、降

水工程

1）开挖深度超过 5m（含 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

支护、降水工程。

2）开挖深度 3m 至 5m，且与基坑底部边线水平距离两

倍开挖深度范围内存在需要保护的建（构）筑物、主干道

路或地下管线的。

1）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

挖、支护、降水工程。

2）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

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

2
模板工程

及支撑体

系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 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工程。 ——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1）搭设高度 8m 以上；

2）搭设跨度 18m 以上；

3）施工总荷载 15kN/m2 以上；

4）集中线荷载 20kN/m 以上；

5）混凝土板厚 350mm 及以上，或混凝土梁截面面积

0.45m2及以上。

1）搭设高度 5m 以上；

2）搭设跨度 10m 以上；

3）施工总荷载 10kN/m2 以上；

4）集中线荷载 15kN/m 以上；

5）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

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承重支撑体系
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 7kN 及

以上。
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3

起重吊装

及起重机

械安装拆

卸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

备、方法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采用常规起重设备、

方法

1）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 200m 及以上，

或搭设基础标高在 200m 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拆卸

工程。

2）采用非说明书中基础形式或附墙形式进行安装的塔式

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安装工程。

3）起重机械顶升加节、附着装置安装工程。

4）外挂式塔式起重机安装和拆卸工程。

5）使用屋面吊进行拆卸的塔式起重机拆卸工程。

6）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机进行的桥梁安装

工程。

1）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2）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3）施工现场 2 台（或以上）起重机械存在相互干扰

的多台多机种作业工程。

4）装配式建筑构件吊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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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 建筑工程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类别、名称及其等级（续）

序号 类别 危险源名称 重大危险源 较大危险源

4 脚手架工

程

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搭设高度 50m 以上。 搭设高度 24m 及以上（包括采光井、电梯井脚手架）。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或导架爬升式工作平台

工程

高度不限。 ——

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分段架体搭设高度 20m 及以上。 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其他脚手架工程

1）用于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施工的吊挂平台操作架及

索网式脚手架工程。

2）无法按标准规范要求设置连墙件或立杆无法正常落

地等异型脚手架工程。

异型脚手架工程。

作业平台工程

1）搭设高度 8m 及以上的移动操作平台架工程。

2）不能直接按照产品说明书中参数及安装要求安装

的高处作业吊篮工程。

1）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2）高处吊篮工程。

5 拆除工程 拆除工程

1）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

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

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2）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

响范围内的拆除工程。

3）经鉴定为 D 级危房且高度超过 10m 或单体面积

超过 5000m2 的拆除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

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6 暗挖工程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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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 建筑工程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类别、名称及其等级（续）

序号 类别 危险源名称 重大危险源 较大危险源

7 其他

安装工程
1）施工高度 50m 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2）跨度 36m 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 60m 及以上
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1）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2）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3）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高处作业工程
1）钢结构、网架安装工程。
2）单榀钢桁架（屋架）安装工程。
3）悬挑式操作平台安装工程。

其他“四口、五临边”等高处作业工程。

临时用电工程
特殊作业环境（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有导电灰尘、比较潮
湿等作业环境）用电工程。

——

有限空间工程

1）有限空间内 6 人以上 10 人以下同时作业的。
2）有限空间内存在或可能存在煤气、硫化氢等《高毒物品名
录》中列明的物质。
3）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天然气、稀释剂等易燃易爆物质的。

1）有限空间内 6 人以下同时作业的。
2）有限空间内存在或可能存在氮气、二氧化碳、
氩气等窒息性气体。
3）有限空间内存在或可能存在《高毒物品名录》
以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4）其他含有有限空间作业的分部分项工程（如市
政排水新老管线拆封碰接工程）。

其他工程

1）水下作业工程。
2）地下隧道注浆帷幕工程。
3）冻结法工程。
4）重量 1000kN 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
施工工艺。

——

人工挖孔桩工程 开挖深度 16m 以上。 ——

四新技术工程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安全，
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

注：1 本表所列为建筑工程施工常见的较大及以上危险源，实际施工过程中应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辨识危险源，如：其他分部分项工程、危爆品储存场

所、临时建筑等；

2 本表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规定》（住建部 37 号令）、《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实施细则（2019 版）》、《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划分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等级。

3 本表中表述的“以上”均包括此数，“以下”均不包括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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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分析

5.1 发生事故可能性分析

5.1.1 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从“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四个风险因素

进行分析。风险因素由 34 项主要影响因子构成（见表 5.1.1），评估单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适当调整。

5.1.2 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等级应分为 4 级：很可能、可能、可能性小和可能性极小。

5.1.3通过分析获得危险源风险因素相关信息后，应按表 5.1.1 所规定的风险因素及评估方法进

行判定并对影响因子给出得分，填写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评估一览表（附录 C）。

5.1.4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的单项因素评估指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6

n

ij
j

i

U
L

n



（公式 5.1.4）

其中：

Li——第 i 个单项风险因素评估指数（%）；

i——单项风险因素序号（1 表示人的因素，2 表示物的因素，3 表示环境因素，4 表示管

理因素）

1

n

ij
j

U

 ——第 i 个风险因素影响因子实得分之和；

ijU ——第 i 个风险因素第 j 个影响因子得分；

n——第 i 个因素影响因子实际数量（如影响因子有缺项，应扣除缺项）。

5.1.5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的综合评估指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

1i
i

4

1i

n

1j
ij

n6

）（ U
L （公式 5.1.5）

其中：

L——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综合评估指数（%）；

 
 

4

1i

n

1j
ij）（ U

——4 个风险因素所有影响因子实得分之和；




4

1i
in

——所有影响因子实际数量（如影响因子有缺项，应扣除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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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等级应根据发生事故可能性综合评估指数 L 和因素类别评估指

数 L1 到 L4的指标大小，根据表 5.1.6 的规定予以判定，应按就高原则判定发生事故可能性等

级。

表 5.1.6 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等级

5.1.7 评估单位宜按下列规定对危险源可能导致的事故进行辨识：

1 危险源可能导致的事故可按附录 A 规定的 16 类事故进行辨识；

2 当危险源尚有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故时，可由评估单位据实予以增加；

3 评估单位在对危险源发生具体事故可能性进行评估时，应重点考虑：坍塌、起重伤害、

火灾、爆炸、冒顶片帮、中毒和窒息等严重性较高的较大事故或群死群伤事故。

5.1.8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同类型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等级直接判定为最高级（很可能）：

1 企业半年内发生 2 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2 企业一年内发生 3 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3 企业一年内发生 1 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

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

性综合评估指数 L（%）

单项评估因素评估指数（%）
可能性等级

L1 L2 L3 L4

≥80% ≥80% 很可能

≥50% ≥50% 可能

＞25% ＞25% 可能性小

≤25% ≤25% 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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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风险因素分类及影响因子分值

风险因素

（Ui）

影响因子

（Uij）

分值
说明

1分 2分 4分 6分

人的因素

（U1）

健康状况 U11 无异常人员
有异常人员但不从事

禁忌作业

有异常人员从事禁忌

作业

未体检或有受伤人

员从事作业
针对全体作业人员。

年龄 U12
45 岁以内 80%，且

60 岁以下 100%
45 岁以内 70%，且 60

岁以下 100%
45 岁以内 60%，且 60

岁以上小于 10%
45 岁以内 50%，且

60 岁以上大于 10% 针对全体作业人员。

技能 U13 中高级工 30%以上 中高级工 15%以上 中高级工 10%以上 中高级工少于 10% 针对非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人员持证上岗 U14 持证上岗 100% 持证上岗 90%以上 持证上岗 80%以上 持证上岗 80%以下
针对该危险源直接相关的特

种作业人员。

物的因素

（U2）

危险源等级 U21 一般危险源 较大危险源 重大危险源
超过重大危险源任

一量值 50% 按本标准表 4.0..1 执行

设备及机具规格型号及

数量配备U22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查是否符合施工组织设计或

安全专项方案的规定。

设备及机具出厂合格

证等 U23
齐全

1 项证件无，但相关文

件证明齐全

多项证件无，但相关

文件证明齐全
无出厂证件

查安全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包括自检合格证）。

设施用材料

入场检验 U24 合格 基本合格 部分合格 不合格或未检验
当危险源为设备时，则指设

备本身。

安装、使用、维保与拆

除 U25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不符合 不符合

包括安装方案、过程实施、

防护等。

检验、验收 U26
检验合格，或一次性

通过验收

保证项检验合格，其他

1 项不合格，整改后通

过验收

保证项检验合格，其

他多项不合格，整改

后通过验收

未检测或保证项验

收不合格

指临时设施安装后的验收。

当为特种设备时，则为检测

单位检验。

设施防护与标志 U27 齐全 基本齐全 基本不齐全 无 查临时设施防护、警示标志

设施监测监控 U28
监测项目 100%监

测，记录齐全、完整

监测项目 100%监测，

其他项目 1 项未监测，

记录齐全、完整

监测项目 100%监测，

其他项目多项未监

测，记录齐全、完整

主要项目未监测，

监测记录不真实、

不完整

查监测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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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风险因素分类及分值（续）

风险因素

（Ui）

影响因子

（Uij）

分值
说明

1分 2分 4分 6分

环境因素

（U3）

相邻环境的影响 U31 无影响 影响不大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包括相邻的边坡、建（构）
筑物、地下管线等外部环境

对本危险源的影响。

水文条件 U32 无影响 影响不大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河水对临时设施的影响。

地质条件 U33 无影响 影响不大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地质对临时设施的影响。

地形、场地条件 U34 平坦、宽敞 较平坦、局部狭窄 不平坦，狭窄 陡峭、狭窄 地形对临时设施的影响。

恶劣气候 U35 无影响 影响不大 影响较大 影响很大
恶劣气候如暴雨、大风等对

临时设施影响。

管理因素

（U4）

总包单位是否有施工案
例 U41

有案例，完全熟悉 有案例，基本熟悉 有案例，部分熟悉 无案例 针对类似的危险源。

分包单位能力和安全管

理协议 U42

有相应资质，安全

管理协议职责明确

有相应资质，安全管理

协议职责部分不明确

有相应资质，安全管

理协议职责不明确

无资质或无安全管

理协议

包括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

可证，两项缺一不可。

分包单位项目管理机构

和人员 U43
符合 基本符合 基本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查看分包单位项目部任命文

件、安全负责人确定

项目专职安全人员配备
U44

符合 不符合，少 1 人 不符合，少 2 人 不符合，少 3 人 按住建部规定。

项目经理、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履职 U45

在岗履职
（在岗时间高于

80%）

基本在岗履职
（在岗时间低于 80%）

基本不在岗履职
（在岗时间低于

50%）

长期不在岗履职
查实名制考勤系统和安全例

会情况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建立与执行 U46
完善 较完善 不完善 无

查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包括奖罚、隐患排查制

度、安全责任制度等

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 U47 100%人员参加 80%以上人员参加 60%以上人员参加 60%以下人员参加 针对所有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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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风险因素分类及分值（续）

风险因素

（Ui）

影响因子

（Uij）

分值
说明

1分 2分 4分 6分

管理因素

（U4）

班组晨会制度 U48
每天开展，上传省安

监系统
偶然一次没有开展 偶然开展一次 未开展

检查危险源施工班组晨会记

录。

专项方案论证 U49 已论证，一次性通过 已论证，修改后通过
已论证，不通过，未

重新进行论证
未论证 针对重大危险源。

专项方案审批 U410 已审批 已审批，但提出修改意见 部分未审批 未审批
包括监理、施工单位的内部

审核。

施工工艺 U411 符合实际需求 较符合实际需求 基本不符合实际需求
完全不符合实际需

求
查安全管理台账。

应急预案和演练 U412
预案已审批，且定期

演练
预案已审批，演练次数少

预案已审批，无演练

记录

无预案，无演练记

录
查安全管理台账。

风险评估 U413
按规定开展风险评

估和分级管控

未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

风险分级管控
极少开展风险评估 未开展风险评估 查风险评估报告。

标准化考评 U414
每月开展月评工作，

上传安管系统
未定期开展标准化考评 极少开展标准化考评 未开展考评工作 查标准化考评台账资料。

日常安全隐患整改 U415 整改符合，记录真实 整改基本符合，记录真实
整改基本不符合，记

录真实

未开展或整改未闭

合，记录不真实

项目经理部通过安全生产例

会、安全检查提出隐患整改。

评估单位现场检查 U416 无明显隐患 有少量一般隐患 有较多一般隐患 有重大事故隐患 评估单位到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费投入 U417 投入足够 基本足够 投入不足 没有投入
通过观察现场安全设施设置

和安全投入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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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发生事故严重性分析

5.2.1 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程度应在确定发生事故可能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人员伤亡、经济

损失、周边敏感目标影响严重性、社会关注度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表 5.2.1）进行分析。

5.2.2 事故严重性等级通过计算严重性综合评估指数得出，分为 4 级：很严重，较严重、一般、

轻微。

5.2.3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等级应根据其危险源一次最多可能导致事故的人员伤亡数量和直

接经济损失、周边敏感目标影响严重性、社会关注度影响度确定。评估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考

虑基础设施影响度、工期延误、环境影响等方面产生的后果。

5.2.4 发生事故严重性综合评估指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1  2 2 3 3 4 41S=N S +N S + N S + N S + ...+ NnSn （公式 5.2.3）

式中：

S——发生事故严重性综合评估指数

S1——人员伤亡严重性等级；

S2——经济损失严重性等级；

S3——周边敏感目标影响严重性等级；

S4——社会关注度等级；

...

Sn——其它可能影响后果严重性的相关因素等级；

N——权重系数

N1——人员伤亡严重性权重系数；

N2——经济损失严重性权重系数；

N3——周边敏感目标影响严重性权重系数；

N4——社会关注度权重系数；

...

Nn——其它可能影响后果严重性的相关因素权重系数。

权重系数可视工程实际情况调整，N1+N2+N3+N4+...+Nn=1；建议权重系数 N1 取值 0.6；

N2 取值 0.2；N3 取值 0.1；N4 取值 0.1；当影响因素多于以上列举 4 项主要因素时，其中 N1、

N2权重不变；N3+N4+...+Nn=0.2，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权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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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等级按表 5.2.5 确定。

表 5.2.5 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登等级

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综合指数 S 严重性等级

3＜S≤4 很严重

2＜S≤3 较严重

1＜S≤2 一般

S≤1 轻微

5.2.6 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直接判定为最高级（很严重）；

1 S1、S2任一指标为很严重的；

2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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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事故严重性影响因素分类及分值

事故后果严重性影响

因素及分值

（Si）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人员伤亡（人）

（S1）

死亡≥10
或

50≤重伤＜100

3≤死亡＜10
或

10≤重伤＜50

死亡＜3 或

重伤＜10 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S2）
损失≥5000 1000≤损失＜5000 100≤损失＜1000 损失＜100

周边敏感目标影响

严重性

（S3）

（1）安全距离内有建（构）筑物、地下管线（水、

电、气、热等）、重要公共设施设备；

（2）周边 200 米范围内有党政机关、军事管理

区、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医院、人员密集场所、

居民居住区、大型公交枢纽、大型森林、化工厂、

加油站等；

（3）施工区域内或相近区域存在居民及在运行

公共区域（改扩建工程，局部正常运行或整体正

常运行）；

（4）处于工程所在地区承担的重大活动保障任务

范围内。

周边200米至500米范围内

有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

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医院、

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居住

区、大型公交枢纽、大型森

林、化工厂、加油站等。

周边500米至2000米范围内

有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

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医院、

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居住区、

大型公交枢纽、大型森林、

化工厂、加油站等。

周边无建筑物、

居住区、公共场

所等。

社会关注度

（S4）

（1）国家和省重点工程、标志性工程、保密工程

（2）工程所在区级行政区域及管理区域 6 个月内

施工现场发生过亡人或重大社会影响的事故类型

（1）基础设施工程、民生

工程、住宅工程

（2）工程所在区级行政区

域及管理区域 9 个月内施

工现场发生过亡人或重大

社会影响的事故类型

（1）一般性社会投资工程

（2）工程所在区级行政区域

及管理区域 12 个月内施工

现场发生过亡人或重大社会

影响的事故类型

除上述工程以外

的其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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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评价

6.0.1 依据危险源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等级和严重性等级分析结果，采用 LS 矩阵评价方法评定风

险等级。

6.0.2 风险等级划分应按表 6.0.2 综合判定。风险等级分为重大风险（I 级）、较大风险（II 级）、

一般风险（III 级）、低风险（IV 级）四个级别，分别用 “红、橙、黄、蓝 ”四种颜色表示。

表 6.0.2 风险等级划分表

严重性等级（S）
可能性等级（L） 很严重 较严重 严重 不严重

很可能 I I II III

可能 I I II III

可能性小 II II III IV

可能性极小 III III IV IV

6.0.3风险是否可接受，应按表 6.0.3 的接受准则确定。

表 6.0.3 风险接受准则

风险等级 接受准则

重大风险（I 级） 不可接受

较大风险（II 级） 不期望

一般风险（III 级） 可接受

低风险（IV 级） 可忽略

6.0.4完成风险分析后，评估单位应填写风险评价结论和风险控制措施一览表（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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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评估

7.1 静态评估

7.1.1开工前应进行施工安全风险静态评估。

7.1.2静态评估应依据以下基础资料进行评估：

1 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相关文件；

2 工程勘察、设计文件；

3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

4 历史自然条件数据资料；

5 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包括建构筑物、地下管线、道路等）；

6 监测方案、应急救援预案；

7 历史事故数据资料；

8 现场初步踏勘资料；

9 其它。

7.2 动态评估

7 .2.1当下列风险因素发生变化时，评估单位应按本《标准》第 5 章规定对事故发生可能性和严

重性重新分析，并根据表 6.0.2 对风险重新定级，实行动态调整。

1 施工安全风险自身发生变更；

2 周边环境发生变更；

3 项目经理变更；

4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发生变更；

5 本省行政区域内同类型施工安全风险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6 其他需要调整的情况。

7.2.1施工过程中风险动态评估，应依据以下基础资料进行评估：

1 需要重新风险评估情形的相关资料；

2 施工资料、专家评审资料；

3 风险静态评估相关资料；

4 施工计划、进度相关资料；

5 变更后的设计资料；

6 变更后的专项施工方案；

7 风险监测资料、异常数据风险处置方案；

8 其他。

7.2.3动态评估后，应填写风险动态评估汇总表（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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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风险评估报告

8.0.1风险评估报告是施工安全风险评估过程的记录，将风险评估过程中的记录表格、采用的评

估方法、获得的评估结果等写入评估报告中。

8.0.2风险评估报告应内容全面，文字简洁，数据完整，客观公正，提出的风险控制措施具有可

操作性。

8.0.3风险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编制依据；

2 工程概况；

3 评估方法；

4 评估内容：

（1）危险源辨识，确定危险源等级；

（2）风险评估：包括较大以上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分析、发生事故严重性分析、风险评

价等；

5 评估结论：

（1）现场较大及以上危险源清单；

（2）现场较大及以上风险清单；

6 针对风险清单，提出风险控制措施建议和对策。

8.0.4风险评估报告格式见附录 F。

应包括：

1 封面（包括评估项目名称、报告完成日期、评估组长签名）；

2 扉页（评估人员名单，并应亲笔签名）；

3 编制说明；

4 目录；

5 正文（章节设置可参见 8.0.3.条）；

6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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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辨识参考一览表

序

号
危险源

可能发生的事故

物体

打击

车辆

伤害

机械

伤害

起重

伤害

触

电

淹

溺

火

灾

高处

坠落

坍

塌

冒顶

片帮

透

水

放

炮

火药

爆炸

瓦斯

爆炸

中毒和

窒息
其他

1 基坑开挖、支护、降

水工程
● ● ● - - ● - ● - - ● - - - - ●

2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 ● - ● - ● - - ● ● - - - - - - -

3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 - - - - - - ● ● - - - - - - -

4 承重支撑体系 ● - ● - - - - ● ● - - - - - - -

5 起重吊装及安装、拆

卸工程
● - - ● - - - ● - - - - - - - -

6
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

程
● - - - - - - ● ● - - - - - - -

7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

程或导架爬升式工作

平台工程

● - - ● ● - - ● ● - - - - - - -

8 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 - - - - - - ● ● - - - - - - -

9 作业平台工程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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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辨识参考一览表（续）

序

号
危险源

可能发生的事故

物体

打击

车辆

伤害

机械

伤害

起重

伤害

触

电

淹

溺

火

灾

高处

坠落

坍

塌

冒顶

片帮

透

水

放

炮

火药

爆炸

瓦斯

爆炸

中毒和

窒息
其他

10 地下暗挖与顶管工程 ● - ● - - ● ● - ● - ● - - ● ● -

11 水下作业工程 - - - - ● ● - - - - - - - - - -

12 装配式建筑工程 ● ● - ● - - - ● - - - - - - - -

13 拆除工程 ● - ● - - - - ● ● - - ● ● - - -

14 安装工程 ● - ● - ● - ● ● ● - - - - - - -

15 高处作业工程 ● - - - - - - ● - - - - - - - -

16 临时用电工程 - - - - ● - ● - - - - - - - - -

17 有限空间作业 - - - - - - ● - - - - - - - ● -

18 人工挖孔桩工程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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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施工危险源辨识一览表

项目名称： 辨识单位：

编号
危险源

名称
危险源存在部位 危险源等级 可能发生的事故 预计开始及结束时间

单位负责人： 辨识人： 审核人： 辨识时间： 年 月 日

注：1、对现场各分部分项工程开展危险源辨识；

2、较大及以上危险源等级按表 4.0.1 进行判定；一般危险源根据（JGJ59-2011）进行判定。

3、可能发生事故类型依据附录 A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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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较大及以上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分析表

项目名称：

风险因素 影响因子 监测情况 实际得分

人的因素

健康状况

···

物的因素

危险源等级

···

环境因素

相邻环境的影响

···

管理因素

总包单位是否有施工案例

···

其他 ···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 评估人：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注：根据表 5.1.1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由评估单位判定和填写，并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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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危险源风险评价结论及风险控制措施一览表

项目名称： 危险源编号及名称： 评估单位：

危险源名称及部位 危险源等级 目前所处的阶段

事故发生可能性等级 事故发生严重性等级

风险等级

接受准则

根据附录 C 影响因子得分 2 分以上清单 风险控制措施

1.

2.

3.

4.

5.

1.

2.

3.

4.

5.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 评估人：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注：按较大及以上危险源逐一填写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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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风险动态评估汇总表

项目名称： 评估单位：

序号
危险源

名称

危险源存在

部位

危险源等

级

静态评

估时间

静态评估

风险等级

累积评估

次数

目前所处

阶段

目前动态

评估风险

等级

接受准则
可能发生的主

要事故

预计结束

时间

单位负责人： 审核人： 评估人： 评估时间：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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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格式

（1）封面

封面示例见图 F-1。

（2）扉页

①扉页一应注明：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②评估小组负责人，并应亲笔签名。

③评估小组人员名单和职称，并应亲笔签名。

扉页示例见图 F-2。

（3）编制说明

（4）目录

（5）正文（章节设置可参见 8.0.3 条）

（6）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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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名称（二号宋体）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一号黑体加粗）

评估报告完成日期（三号宋体加粗）

图 F-1 评估报告封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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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名称（三号宋体）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二号宋体加粗）

编制单位：（四号宋体加粗）

评估小组负责人：（四号宋体加粗） 日期：（四号宋体加粗）

评估人员: （四号宋体加粗） 职称：（四号宋体加粗）

图 F-2 评估报告扉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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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江苏省工程建设团体标准

江苏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标准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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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本标准编制目的是规范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方法，提高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水

平。

1.0.2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施工活动中的危险源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

1.0.3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用于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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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本定义是引用北京市团体标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技术

标准》（T/UCST007-2020）的名称解释：“不利事件或事故发生的概率及其损失的组合”编写

的。

2.0.2本定义是引用了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2013）中的术语。

首先要识别建筑工程施工危险源的客观存在，同时确定其危险特性，危险特性可以理解为危险指

标或危险参数，包括工艺难度、深度、高度、跨度、荷载、重量、体积、面积等。危险源辨识应

覆盖与建筑施工相关所有场所、环境、材料、设备、设施、方法、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源。

2.0.3本条是参考国家标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GB/T28001-2011）中的“危险

源”的名词解释：“可能导致人员伤害/健康损害的根源、状态或行为”编写的。建筑工程施工

危险源是一个安全管理的概念，分为重大危险源、较大危险源、一般危险源。本标准目前将主要

危险源风险评估圈定在危大工程范围内，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范围。

2.0.4本定义是引用交通部《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的名词

解释：“指建筑工程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很复杂，管控难度很大，风险后果很严重，容易引发

群死群伤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危险源。”

2.0.6本定义是引用交通部《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的名词

解释：“指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一般、运用一般知识与经验即可防范、风险后果较轻的危

险源。”

2.0.7本定义是根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2022）编写的，

危险和有害因素包括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这四大因素都是可导致人身伤

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因素。

2.0.8人员因素：在生产活动中，来自人员自身或人为性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影响因子主

要包括人的心理、生理性状态、人的“三违”行为、持证上岗情况等。

2.0.9物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设施、材料等方面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

包括施工设施本身的因素和施工机具因素。影响因子主要包括现场的物（基坑、架体、机械设备、

临电设施、易燃易爆物品、登高作业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违反技术标准规范或设计方案要求；

是否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2.0.10环境因素：生产作业环境中的危险和有害因素。指危险源自身以外的因素。影响因子

主要包括大风、大雨、大雾、夜间、高（低）温、受限或密闭空间、管线附近施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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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管理因素：管理和管理责任缺失所导致的危险和有害因素。影响因子主要包括开展风

险管理、项目领导带班、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教育培训与技术交底、晨会制度、

安全措施、安全方案编制与执行、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等情况。

2.0.18本定义参考了住建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住建部 37 号令）

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定义：“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作业人员

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写的。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主要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调以施工临时设施为主的施

工作业活动，如模板支架、脚手架等，其结果是为最终的实体工程服务；另一类是强调以直接施

工实体工程为主的施工作业活动，如钢结构安装等。需要注意的是，在钢结构安装施工过程中，

也有起重机械、支撑架等施工设施。即施工设施施工及使用和实体工程施工是相互交织的过程，

危险源辨识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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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规定了危险源风险评估的流程。便于对本标准的理解和使用，其中计划和准备主

要包括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风险动态评估适用于本标准中危险源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

价等实行动态调整的情况。

3.0.2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等级和风险因素是相对暂时的，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开工前

应进行静态评估。依据风险监测结果，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对已经评定的风险

等级及其风险因素进行再识别，再评估，以确保评定的危险源等级和风险因素和施工现场实际情

况基本符合，并相应的调整风险等级、风险评估报告，达到动态管控风险的目的。

3.0.3 本条规定了在危险源辨识过程中，当辨识的危险源伴有多个危险源同时存在时，应逐

一进行辨识。如当危险源为基坑工程时，伴随着土方开挖施工，则应辨识的危险源还应包括土方

开挖工作。

3.0.4本定义是引用了国家标准《大型技术风险控制要点》（建质函〔2018〕28 号）和《江

苏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基本规定。工程建设风险按照不同风险程度可分为 4 个等级：重大风险（I

级）、较大风险（II 级）、一般风险（III 级）、低风险（IV 级）。I 级风险等级最高，IV 级风

险等级最低。

1 重大风险，指现场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很大，风险后果很严重，极易引发群死群伤

事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2 较大风险，指风险等级较高，现场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较大，风险后果严重，极易

引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或造成一般经济损失。

3 一般风险，指风险等级一般，现场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一般，风险后果一般，可能

引发数量较多人员重伤或造成一般的经济损失。

4 较低风险，指风险等级较低，现场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难度较小，风险后果较轻，可能引

发数量较少人员重伤或经济损失较少。

3.0.6 本条规定了风险评估主体。实行施工总承包的，评估主体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实行专

业分包的，评估工作可以由相关专业分包单位组织实施。当评估单位受评估能力或其他原因限制

时，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实施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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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险源识别

4.0.1本条对危险源等级划分的规定做如下说明：

1 由于表 4.0.1 所规定的危险特性，危险特性主要指包括深度、高度、跨度、荷载、重

量、体积、面积、层数等。量值指有计量单位的数字。如：落地式脚手架工程的关键危险特性

是高度，与之对应的两个危险特征量值为 50m 和 24m，其他如脚手架的长度、宽度和荷载等

则只是危险源的非关键危险特性，只在汇总时加以描述。

2 对于危险源等级划分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住建部 37

号令）和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2019 版）》（“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规定，对于重大危险源是指其危险特性达到或超过《实施细则》所规

定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值的；对于较大危险源是指其危险特性达到

或超过《实施细则》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值的。其他为一般危险源。

3 当一个危险源有多种能确定危险源等级的危险特性时，应分别按各危险特性的量值确

定危险源等级，并取最高等级。

4.0.2本条规定了危险源存在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明确了危险源的存在时段。危险源

存在时段指危险源所涉及的分部分项工程开始施工时间至工程完工或终止监督时段。

4.0.3本条规定了在工程开工前应全面辨识危险源，同时将较大及以上危险源公布在明显

位置，明显位置可以是大门或进出大门的适当位置，本项工作一般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完成。附

录 B 填表说明如下：

1 危险源编号应按危险源出现的先后顺序填写。危险源名称应根据表 4.0.1 确定，评估单

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同一项目数量较多的桩基、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可描述为一个危

险源，应在危险源部位中应说明其数量、位置等；

2 危险源部位：描述危险源位置、数量等；相同类型危险源数量较多时应按实际情况填写。

3危险源等级：危险源等级分为重大危险源、较大危险源、一般危险源。较大及以上危险

源等级按表 4.0.1 进行判定；一般危险源根据（JGJ59-2011）进行判定。

4.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型：按附录 A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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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分析

5.1发生事故可能性分析

5.1.1本条借鉴照《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22）的相关规定，

本条列出了危险源由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安全管理四大危险和有害因素构成。将人

的因素主要分为 4 个影响因子，物的因素主要分为 8 个影响因子，环境因素主要分为 5 个影响因

子，管理因素主要分为 17 个影响因子，共计 34 个影响因子。

5.1.3本条参照重庆市地方标准《建筑施工危险源辨识与防控管理规范》

（DBG50/T-246-2016）规定，每个风险因子的分值考虑到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按 1 分、2 分、

4 分和 6 分确定了四个等级。确定分值大小时应根据表 5.1.1 中的评估方法和以下要求理解判定：

1 分——不会发生不良后果，无危害。

2 分——可能发生不良后果，其危害和整改难度很小，需加以关注。

4 分——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一定限度的不良后果，有一定的危害和整改难度，发现后应立即

进行整改。

6 分——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事故后果，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进行整改，整改验收合格

后方可恢复生产。

5.1.4-5.1.5本条规定了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的评估指数的计算方法，应对危险源发生事故

可能性综合评估指数和四大因素单因素指数分别计算。当遇到影响因子有缺项时，计算评估指数

按实际风险因子数量计算。

5.1.6本条规定了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性综合评估指数 L 和风险类别单因素评估指数 L1到 L4

指标予以判定，即任一项评估指数达到规定值时，即可判定事故可能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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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发生事故严重性分析

5.2.1本条明确了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员伤亡、经济损失、边敏感目标

影响严重性、社会关注度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影响因素的选取主要参考 了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文件。《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条例》

（国务院 493 号令）规定的四个等级是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大，但为了达到预防生产安全事故

的目的，在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有必要提高标准，即起点不应考虑死亡事故的存在，应考虑到轻

伤的事故，所以采用了轻微（1 分）、一般（2 分）、较大（3 分）和重特大（4 分）四个等级。

5.2.3事故严重性根据其一次最多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周边敏感目标

影响严重性、社会关注度四个方面的后果确定，当严重性后果同时出现时，则以较高等级确定严

重性等级。评估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基础设施影响度、工期延误、环境影响等方面产生的后

果。

5.2.4 本条规定了发生事故严重性综合评估指数 S 计算公式，通过计算发生事故严重性因素

与权重的乘积，得出发生事故严重性综合评估指数。当出现 R3、R4、R5...Nn，其权重系数可以

随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或采用加权平均方法确定。

5.2.5 本条规定了危险源发生事故严重性等级判定标准，当出现小数时（如 3.95-3.99），可

定义为很严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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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险评价

6.0.1危险源风险评价的目的是确定危险源风险等级。其风险等级是根据危险源发生事故可

能性等级和发生事故严重性等级综合判定的。本标准采用 LS 矩阵评价方法评定危险源风险等级。

6.0.3本条规定了危险源风险接受准则，是根据风险等级的大小确定的，风险等级越低，就

相对安全；风险等级越高，就相对不安全。 风险等级确定后，应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将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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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评估

7.1 静态评估

7.1.2 本条规定了开工前应进行风险静态评估，评估单位在风险评估前需要通过监测手段获

得的危险源评估基础资料。基础资料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等。

7.2 动态评估

7.2.1 当出现需要动态评估情形时（1、例行评估；2 风险因素发生变化）应进行风险动态评

估，并按要求出具评估报告。

7.2.2本条规定了施工过程应进行风险动态评估，评估单位在风险评估前需要通过监测手段

获得的危险源评估基础资料。基础资料包括变更后的方案、静态评估资料等；过程文件包括施工

记录、验收记录、监测记录、培训和交底记录、人员资格证书等与风险因素直接相关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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