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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全面准确识别公司内各类工作场所\活动中存在的环境污染（E）、职业健康（H）、人身安全（S）

方面的危险源，对其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以有效预防或降低 EHS事故的发生。

2 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各类工作场所和活动。

3 职责

3.1 EHS委员会

3.1.1 组织各部门展开部门危险源识别工作，对各部门危险源识别结果予以确认；

3.1.2 对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风险控制等级，并协助制订控制措施；

3.1.3 对风险控制工作进行监督。

3.2 各部门

3.2.1 对本部门工作场所和作业活动存在或可能存在的 EHS危险源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识

别；

3.2.2 负责制订和实施相关的 EHS危险源风险控制措施。

4 定义

4.1 EHS：环境保护(environment)、职业健康(health)、人员安全(safety)的简称。

4.2 危险源：指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人员伤害、职业病与财产损失的根源或状态。

5 EHS危险源识别

5.1 识别的时机

EHS管理系统刚建立时；相关 EHS法律变更时；相关方提出要求时；当公司的生产经营

范围、作业区域有改变时；当公司的生产活动采用了新工艺、新设备导入时。

5.2 识别范围应考虑的方面

5.2.1 依可能发生时间：

5.2.1.1 过去：过去曾发生，但现在已不再发生；

5.2.1.2 现在：现在发生或过去发生且现在仍在继续发生；

5.2.1.3 将来：过去和现在没有发生过，但将来可能发生（计划/意料中或计划意料外）。

5.2.2 依可能发生的状态：

5.2.2.1 正常：固定、计划中例行的作业活动；

5.2.2.2 异常：计划性非例行作业活动，如设备按期检修、设备故障应急维修、工伤医

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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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紧急：意料之外的事故或事件，如火灾、地震、计划外的临时停水/电、爆炸、中

毒、人员伤害等。

5.2.3 依法规分类：

5.2.3.1 物理性危险源：如噪声伤害、跌落伤害；

5.2.3.2 化学性危险源：如易燃性物质、有毒性物质；

5.2.3.3 生物性危险源：如导致病微生物；

5.2.3.4 心理性危险源：如体力透支、工作压力过大；

5.2.3.5 行为性危险源：如违章作业、误操作；

5.2.3.6 其它性危险源：如溺水伤害、意外坠落。

5.3 危险源识别

EHS委员会主导危险源识别工作，各部门主管负责各部门危险源的识别工作，并将识别结

果提交给 EHS委员会复核。

5.4 识别方法

5.4.1 与工厂在某方面有经验的人交谈、询问、了解其工作中的危害；

5.4.2 现场观察；

5.4.3 查阅相关记录：如事故报告、职业病记录，以此推断现有的危险源；

5.4.4 获取外部信息，如查阅资料、向同行及专家咨询。

6 EHS危险源风险评估

6.1 风险评估办法

6.1.1 采用作业条件风险评价法（LEC法）：该方法是指：用与作业系统危险性有关的三种因

素指标值之积来评估对作业系统人员伤害和对环境污染风险的大小，这三种因素分别

是：

L：发生安全、健康事故或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可能性大小；

E：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频繁程度；

C：一旦发生安全、健康事故/环境污染会造成的损失后果。

6.1.2 L评价：发生安全、健康事故/环境污染可能性的评分基准；

分数值 安全、健康事故/环境污染的可能性

10 日常性活动,完全可以预料/几乎肯定发生

8 计划地周期性活动,相当可能

4 不经常,但可能

1 完全意外

0.5 可以设想,但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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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E评价：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频繁程度；

分数值 人体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对环境产生污染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处于危险环境中 连续对环境造成污染

8 每天在危险环境中工作 每天对环境造成污染几次

5 每周偶尔 1-4次 每周偶尔污染 1-4次

3 每月偶尔 1-4次 每月偶尔污染 1-4次

2 每年偶尔 1-4次 每年偶尔污染 1-4次

1 几年偶尔 1-2次 几年偶尔污染 1-2次

6.1.4 C评价：发生安全、健康事故/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后果评价

分数值 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后果 发生环境污染产生的后果

100
几乎肯定会发生群死事故(3人以上) 会导致所在社区人蓄群死、群伤或

急性中毒、植被大面积死亡

80
几乎肯定会发生个体死亡事故(3 人及

以下)或会导致群体性难痊愈职业病

会导致所在社区人蓄群体性慢性中

毒,植被退化

50

几乎肯定会发生个体伤残事故，且相

当可能会致人死亡或会导致个体性难

痊愈职业病

会连续，较长时间干扰/困扰周围社

区民众日常生活

10

几乎肯定会发生个体重伤事故，但不

会致人死亡或会导致可痊愈职业病

不会产生上述后果的废水、气、潭、

声的排放严重超标或未被审批的排

放，明显违反环保法规而可能招致

执法重罚

5

几乎肯定会发生个体轻伤事故 有环保法规之可能超标、偶尔超标，

或超标副度不明显，几乎不会产生

不良后果。

6.1.5 危险性分值 D评价：D=L*E*C

分数值 危险程度 风险等级

≧320 极其危险 5

160～320 高度危险 4

70～160 显著危险 3

20～70 一般危险 2

≦20 稍有危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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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HS委员依上述风险评估方法对各部门识别出来的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估，并将结果记录于

6.3 《EHS风险评估记录》。

7 EHS危险源风险控制

7.1 EHS危险源风险控制等级及其制订风险控制措施的一般思路：

风险等级 风险控制等级 措施

5 A 不可容许风险
只有当风险等级降低时，才能开始或继续工作，如果无

限资源投入也不能降低风险等级，就必须禁止工作。

4 B
尽可能控制风

险

直至风险降低后才能开始工作。为降低风险有时必须配

备大量资源。

3

C 可容许风险

应努力降低风险，但应仔细测定并限定预防成本，并应

在规定时间期限内实施降低风险措施。但如在技术、财

力上超出可承受范围时,可考虑不需要另外的技术控制

措施，但应从管理上采取行动.
2

1 D 可忽略风险

1)不需要采取措施且不保留文件记录

2)不需要另外的控制措施，或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改进措

施

7.2 EHS委员会按照风险控制等级划分原则对风险源进行控制等级划分，凡是被划为 A、B、C

类的危险源由 EHS委员会负责向相关部门发出《EHS风险控制计划》，并协助其制订风险

控制措施。

7.3 按照所采用措施的性质，可分为：a、消除风险措施；b、降低风险措施；c、个体防护措施。

控制措施类别 具体事例

消除风险措施
1)停止使用该危险源物质,或以无害物代替;

2)工艺改进，用无害工艺替代有害工艺;

降低风险措施

1) 改用危险性较低的物质;

2) 修改程序以减轻危险源性;

3) 隔离人员或危险源;

4) 局限危险源;

5) 工业工程技术控制;

6) 管理控制

个体防护措施 对人员配置防护装置

一般情况下，风险控制措施应优先考虑消除风险（如可行时），再考虑降低风险（降低其可

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最后考虑采取个体防护或应急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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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风险控制措施的途径或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

7.4.1 目标、管理方案之执行

7.4.2 建立、健全管理程序，作业规范；

7.4.3 加强培训、教育；

7.4.4 应急准备与响应计划制订与落实；

7.4.5 坚持现场监督检查；

7.4.6 安全工装、设备之导入

7.5 EHS委员会依批准后的《EHS风险控制计划》整理出《劳保用品（PPE）清单》，明确各工

作场所或活动应佩戴的劳保用品及使用更换频率。

7.6 各部门应落实批准后的风险控制措施，并负有风险控制措施实施效果的检查和评估责任。

7.7 EHS委员会应组织对重大危险源的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进度、效果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7.8 各部门在落实风险控制措施过程中，如需要修改既定的控制措施时，应通过原有批准人的

审批并向 EHS委员会报备。

8 记录

8.1 EHS风险评估记录

8.2 EHS风险控制计划

8.3 劳保用品（PPE）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