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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鹏、邹本莲、孙金玲、郭勇、潘国军、张文武、赵华、张革成、朱殿卿、王

传坤、王旭亮、 赵俊峰、韩荣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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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山东省地方标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

系通则》要求，充分借鉴和吸收事故预防原理和工贸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山东省工

贸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编制而成。

本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山东省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保证各类安全措

施有效全面的实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促进企业安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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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贸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隐患分级和

分类、工作程序和内容、文件管理、隐患排查的效果、持续改进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工贸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指南的编制。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DB37/T 2974—2017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细则

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3—2016、DB37/T 2974—201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本要求

健全机构

工贸企业应建立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从企业基层

操作人员到最高管理层，都应当参与隐患排查治理。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

的第一责任人，应保证隐患排查治理的资源投入，其他部门及人员应负责职责范围内的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以确保隐患得到治理。

完善制度

工贸企业应在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相关记录文件，形成一体化的安全管理体系，使隐患排查治理贯穿于生产活动全过

程，成为企业各层级、各专业、各岗位日常工作重要组成部分。

组织培训

工贸企业应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培训计划，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培训，使其掌

握隐患排查治理的内容与标准、工作程序、方法等，并保留培训记录。

落实责任

工贸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目标责任考核及奖惩机制，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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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分级与分类

隐患分级

DB37/T 2883—2016第6.1条的内容适用于本条款。

以下情形为重大事故隐患：

违反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整改时间长或可能造成较严重危害的；

涉及重大危险源且不能立即排除整改的隐患；

涉及具有中毒、爆炸、火灾等危险且长期滞留人员在 10 人及以上的场所，存在不能立即排除整改

的隐患；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一定时间得不到整改的；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涉及液氨制冷、粉尘防爆、有限空间、冶金煤气和高温熔融金属等危害和整改难度大，无法立即整

改排除的隐患；

设区的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认定的。

隐患分类

按DB37/T 2883—2016第6.2条的规定执行。

工作程序和内容

编制排查项目清单

基本要求

工贸企业应依据确定的各类风险点的全部控制措施和基础安全管理要求，编制排查项目清单。隐患

排查项目清单包括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和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以各类风险点为基本单元，依据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中各风险点的控制措施和标准、规程要求编制，

至少包括：排查范围（风险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信息，参见

附录A。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以各类基础管理项目为基本单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程要求编制，至少包括：排

查项目、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信息，参见附录B。

制定排查计划

工贸企业应根据生产运行特点，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各类型隐患排查的排查时间、排查目的、

排查要求、排查范围、组织级别及排查人员等。

隐患排查

排查类型

排查类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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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隐患排查是指班组、岗位员工的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检查，以及基层单位负责人和工艺、设

备、电气、仪表、安全管理等专业技术人员的经常性检查。

综合性隐患排查是指以保障安全生产为目的，以安全责任制、各项专业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落实情况为重点，各有关专业和部门共同参与的全面排查；

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主要是指：

对工艺、设备、电气、自控仪表、建筑结构、消防与公辅等分别进行的专业排查；

根据行业特点对涉氨制冷、有限空间作业、粉尘防爆、冶金行业高温熔融金属吊运作业、煤

气作业等所涉及的场所、环境、人员、设备设施和所有作业及管理活动进行的专项隐患排

查；

在连续运行装置开停车前、新装置竣工及试运行等时期进行的专项隐患排查。

季节性排查是指根据各行业季节特点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开展的专项隐患检查，主要包括：

春季以防雷、防火、防静电、防解冻泄漏、防解冻坍塌等为重点；

夏季以防雷暴、防设备容器超温超压、防台风、防洪、防暑降温等为重点；

秋季以防雷暴、防火、防静电、防凝保温等为重点；

冬季以防火、防爆、防雪、防冻防凝、防滑、防静电、防中毒等为重点。

节假日隐患排查主要是指节前对安全、保卫、消防、生产准备、备用设备、应急预案等进行排查，

特别对节日期间各级管理人员、检修队伍的值班安排和安全措施、原辅料、备品备件、应急预

案及物资的落实情况等进行重点排查；

专家诊断性检查是指技术力量不足或安全生产管理经验欠缺的企业委托安全生产专家排查隐患；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是对企业内或同类企业发生事故后的举一反三的安全排查。

排查要求

DB37/T 2883—2016第7.3.2条的要求适用于本条款。

组织级别

工贸企业应根据排查类型结合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排查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

级、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日常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班组级、岗位级；

综合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车间级；

专业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部门级，按照专业类别划分；

连续运行装置开停车、涉氨制冷、粉尘防爆、有限空间作业、冶金行业高温熔融金属吊运作业、煤

气作业等专项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按照专业类别及职责划分；

新装置施工期间或竣工时及试运行等阶段专项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按照职

责分工；

季节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

节假日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

排查周期

工贸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结合企业生产工艺特点，确定日常、综合、专业或专项、季节、节假

日等隐患排查类型的周期。具体包括：

日常隐患排查周期根据风险分级管控相关内容和各企业实际情况确定；

综合性隐患排查应由公司级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基层单位（车间）结合岗位责任制排查，至少每

月组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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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应由工艺、设备、电气、仪表等专业技术人员或相关部门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

季节性隐患排查应根据季节性特点及本单位的生产实际，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

节假日隐患排查应在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进行一次隐患排查。

当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工贸企业应及时组织进行相关专项隐患排查：

颁布实施有关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原有适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重新修订的；

组织机构和人员发生重大调整的；

装置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公用工程或操作参数发生重大改变的；

外部安全生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发生事故或对事故、事件有新的认识；

气候条件发生大的变化或预报可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

确定排查项目

实施隐患排查前，应根据排查类型、组织级别及排查周期，在排查项目清单中确定具体排查项目，

结合《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形成各种排

查类型的隐患排查表,由各组织级别按照排查计划定期进行隐患排查。

排查结果记录

各相关层级的组织部门和单位对照确定的隐患排查表进行隐患排查并记录，生产现场类隐患宜保留

影像记录。

隐患治理

隐患治理要求

隐患治理应符合DB37/T 2883—2016第7.4.1条的要求并保证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

到位”。

隐患治理流程

隐患治理流程包括：

a) 通报隐患信息。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不符合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

及治理建议等信息向从业人员进行通报，通报方式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

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对于当场不能立即整改的，由隐患排查组织部门下达隐患整改通知，按照管控

层级下发至隐患所在位置责任部门或者责任人员进行整改。对于日常排查出的隐患，班组及岗

位应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或者超出整改能力范围的按照程序上报，由上级责任部门下发隐

患整改通知。隐患整改通知内容应包含隐患描述、隐患等级、建议整改措施、治理责任单位和

主要责任人、治理期限等内容；

实施隐患治理。隐患存在单位在实施隐患治理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参考治理建议制

定可靠的治理措施和应急措施或预案，估算整改资金并按规定时限落实整改；

治理情况反馈。隐患存在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治理完成情况反馈至隐患整改通知下发部门验收，

未能及时整改完成的应说明原因与整改通知制发部门协同解决；

验收。按照“谁排查谁验收“的原则，隐患排查组织部门应当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

意见。

一般隐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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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贸企业各级（公司、部门、车间、班组等）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负责组织整改。能够立即整改

的隐患应立即组织整改，整改情况要安排专人进行确认；难以立即排除的应及时进行分析，制定整改措

施并限期整改。

重大隐患治理

隐患评估

经判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工贸企业应当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

书应包括隐患的类别、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以及对事故隐患的监控措施、治理方式、治理期限的建议等

内容。

治理方案

工贸企业应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并将治理方案报告给当地县（市、区）人

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防止整改期间发生事故的安全措施。

治理实施

工贸企业应当按照隐患整改通知和治理方案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治理，治理资金从安全费用支出，

治理时,应当采取严密的防范、监控措施,防止事故发生。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前或者治理过程中,无法保

证生产安全的,工贸企业应当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

隐患治理验收

隐患治理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治理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实现闭环管理，

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参见附录 C、附录 D。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并将治理结果向当地县（市、区）

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文件管理

工贸企业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策划、实施及持续改进过程中，应完整保存体现隐患排查全过程的记录资

料，并分类建档管理。至少应包括：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隐患排查项目清单等内容的文件成果。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评估报告，治理方案、整改验收等应保留纸质记录，单独建档管理。

隐患排查治理效果



DB37/T 3011—2017

6

应符合DB37/T 2883—2016第9条的要求，同时应包括：

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组织机构，健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程要求结合企业各类风险点的管控措施编制完整的隐患排查项目

清单；

制定完整的可执行的排查计划并有效落实，形成完整的体现隐患排查全过程的记录资料；

隐患治理及时，保证整改措施、资金、时限、责任、预案“五到位”，实现闭环管理；

重大事故隐患编制评估报告书及治理方案并实施治理，治理方案和治理结果按规定上报当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持续改进

应按DB37/T 2883—2016第10条的规定执行。

当企业发生变更或者风险分级管控体系更新时，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应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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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现场类隐患排查项目清单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日常检查 专业性检查 综合性检查 ……

编

号

类

型

名

称

风

险

点

等

级

责任

单位

作业步骤

（检查项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

（标准）

管控措施

交接班 巡检 … 设备 电气 … 车间级 公司级 … … …

序号 名称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作

业

活

动

或

设

备

设

施

1

工程

技术

管理

措施

培训

教育

个体

防护

应急

处置

2

… … ……

排查类型主要包括日常隐患排查、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季节性隐患排查等。

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班组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根据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进行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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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序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

准

专业性检查 综合性检查 ……

设备 电气 … 车间级 公司级 … …… ……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

组织级别

…

生产经营单位资质证照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

……

……

……

注 1：排查类型主要包括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或专项隐患排查、季节性隐患排查等。

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公司级、部门级、车间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根据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进行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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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现场管理类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风险点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计划过程 排查过程 整改过程 验收过程

编

号
类型

名

称

风险

点等

级

责

任

单

位

作业步骤

(检查项

目)

危险源

或潜在

事件

(标准)

管控

措施

排

查

类

型

排

查

周

期

责

任

单

位

责

任

人

排

查

结

果

隐

患

描

述

隐

患

级

别

排

查

人

排

查

时

间

形成

原因

分析

整

改

措

施

整改

责任

单位

整改

责任

人

整

改

期

限

资

金

额

验

收

时

间

验

收

人

验

收

情

况
序

号

名

称

作业活

动或设

备设施

1

工程

技术

管理

措施

培训

教育

个体

防护

应急

处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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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治理台帐

计划过程 排查过程 整改过程 验收过程

序

号
排查项目

排查内容与

排查标准

排查

类型

排查

周期

责任

单位

责

任

人

排查

结果

隐患

描述

隐患

级别

排

查

人

排查

时间

形成原

因分析

整改

措施

整改责

任单位

整改

责任

人

整改

期限

资

金

额

验收

时间

验

收

人

验收

情况

生产经营单位

资质证照
……

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及人员

……

生产经营单位

资质证照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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