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险
值

L值 E值 C值 D

工艺设计
改扩建项目没有
设计或设计未经

审查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设计要组编制设计方
案，并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并形成文字性意见。

/ / /

井巷工程
改扩建项目未编
制施工组织设计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井巷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按规定进行审批，
做到“一工程一设计”。
2、施工组织设计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审查，并经
技术负责人签字后，才能实施。

/ / /

井巷工程
改扩建项目未及
时提供施工图纸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下达施工计划，需同时提供施工图纸和施工方
案。
2、施工作业前必须先进行技术交底。
3、图纸应及时归档。

/ / /

设计变更
开拓系统变化时
未进行安全设计
设计变更及评价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开拓系统变化前应委托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
更，同时对安全设施设计重新编制，进行评审、
备案。

开采范围
超越批准的矿区
范围、残采区范

围采矿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严禁超层越界非法开采和不按批准的设计或开
发利用方案开采等情况。
2、定期验收采场现状图与设计开采范围对比分析
验证，
3、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留设保安矿柱，严禁开采保
安矿柱。

/ / /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设计要求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走向长度一翼超过1000m
的，应在矿体端部的下盘增
设安全出口。
2、每个生产水平(中段)，均
应至少有两个便于行人的安
全出口，并应同通往地面的
安全出口相通。

1、认真落实对安全出口的配套安全设施进行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井巷的分道口应有路标，注明其所在地点及通
往地面出口的方向。

/ /

1、制定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
组织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安全防护
安全护栏、安全
标识未设置或损

坏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 在溜井口、水仓以及存
在高处坠落等危险区域设置
安全护栏和安全标识。

1、按照设计，安全设施与主体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
2、高处地面2m以上作业应设置防护栏杆。

/ / /

通讯、照
明

未配备声光信号
系统和通讯装置

通达井口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井下固定场所和主要运输巷道、沿脉巷道要设
置通信联络终端。
2、电源可靠，并有指示灯。
3、信号系统要有连锁，并严格执行事故信号。

/ /

采准设计
没有采准设计或
设计未经审查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依据初步设计，根据生产进度编制生产采准设
计方案，同步制定生产组织方案和安全措施方案
。
2、安全设计应经公司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审查、
批复。残采区开采需做专项安全设施设计。
3、设计文本、施工图纸、批复文件等重要资料应
及时归档。

/ / /

图纸
图纸不准确，老
采区情况不清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填图管理。
2、每6个月对矿区地形地质和水文地质图、井上
、井下对照图和中段平面图等进行更新。

/ / /

工艺管理
工艺与设计不相

符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严禁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
2、对照设计和规范要求，定期对照设计对采矿工
艺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采取改进措施。

/ / /

保安矿柱

擅自开采各种保
安矿柱或其形式
及参数劣于设计

值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划定禁采区域，设置警示
标志。
2、按设计要求保留保安矿柱
。

1、定期排专业人员进行检查管理，以保证其在利
用期间的稳定性。
2、定期测量收测保安矿柱现状，确定在规定区域
开采作业。
3、保安矿柱出现变化或遭到破坏立即停止作业。

/ /

顶板分级
未建立顶板分级

管理制度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应建立采场顶板分级管理制度。对顶板不稳固
的采场，应有监控手段和处理措施。
2、结合生产推进情况，定期对采场顶板分级情况
进行勘察收测验证，及时调整。

地质管理
未及时发现地质

变化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按照实际需要开展生产勘
探和超前探掘工程。

1、按地质资料和生产实际揭露情况，分析研判地
质变化情况，根据需要实施生产勘探、超前探掘
等工程，准确掌握地质构造变化。
2、建立完善的地质管理制度和机制保障，制定应
急预案。

巷道支护 支护不符合规范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根据围岩类型计算确定合理的支护方式。
2、破碎点位和断层区域要实施超前支护。
3、支护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的距离，锚杆形式、
角度、喷体厚度、强度等在设计中要明确。

/ /

扶梯
天井安全折返扶

梯损坏
本岗位 6 2 15 18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配备安全带、安全绳。

1、每班由专职安全员、班组长定期检查天井。
2、安全绳垂直吊挂，上下人员佩戴安全带。

/ /

安全警示
重点区域未按要
求设置安全警示

标识
本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风井、溜井、天井上下口
处，均安装警示红灯、警示
牌和风井标牌。

1、加强检查，发现未按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及
时处理。

/ /

银泰黄金玉龙矿业采矿系统工艺流程单元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一览表
LEC评价法 管控责任 管控措施

可
能

暴露
频繁

后
果

序号

1

项目

工艺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工艺

开拓系统

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

工艺的匹
配性

2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风险
程度

管控层级

1、制定高处坠落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
织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保障的可
靠性

采准切割
和回采
工艺

1

、

1

、

1

、



风险
值

L值 E值 C值 D

LEC评价法 管控责任 管控措施

可
能

暴露
频繁

后
果

序号 项目工艺 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风险
程度

管控层级

1

、

1

、

1

、

地表塌陷
区

围栏未设置或损
坏，塌陷区内有

建构筑物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在地表塌陷区外围设置围
栏和警示牌，防止人、畜误
入。
2、在地表塌陷区外围设置位
移监测点。
3、制定包括充填、搬迁等其
它工程措施进行治理。

1、地表塌陷区、开采松动区范围内不得有除治理
工程外的建构筑物。
2、定期提取监测点的监测数据，并进行分析，发
现异常及时报告、处理。
3、及时疏干塌陷区、松动区范围内的积水。

采空区管
理

老采区坍塌，突
然涌水流沙、有
毒有害气体泄出

本单元 3 10 15 450 一级 重大风险
公司级
部门级

玉龙矿业

总经理
常务副总
总工程师

生产技术部经理
总工办经理

安全环保部经理

1、采用封闭墙或充填方式对
采空区井下处理。
2、封闭废弃井巷。
3、对周边情况不明时先探后
掘，超前钻探。

1、地质测量等部门应对井下废弃井巷、采空区等
情况及时测绘上图，并向影响区域的作业人员进
行宣贯、技术交底。
2、对可能连通废弃井巷、采空区的区域设置安全
提示、警示标志。
3、掘进工作面或其它地点发现流沙现象、透水预
兆，应立即停止工作，并向相关领导汇报。

/ /

1、制定水灾害、塌坍事故、中毒和窒息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有轨运输
与设备

设备及巷道参数
不满足设计要求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运输设备型号、数量、轨型、运输巷道断面、
坡度、拐弯半径符合设计要求。

/ /

无轨运输
设备

无轨运输车辆尾
气净化不达标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无轨运输设备的内燃设备，应使用低污染的柴
油发动机，每台设备应有废气净化装置，净化后
的废气中有害物质的浓度应符合GBZl、GBZ2的有
关规定。

车辆伤人或车辆
碰撞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同时运行数量多于2列车的主要运输水平应设
有轨运输信号系统。

车辆伤人或车辆
碰撞

多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斜坡道设置车辆运输信号
装置。

1、坚持“行车不走人、走人不行车”的原则，加
强斜坡道车辆运输过程的安全管理。

无轨运输
安全警示标志缺

失
多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安全环保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安全环保部经理

1、拐弯处设置广角镜。
2、设置限速标志。

1、井下运输人员、炸药、油品的车辆，应使用湿
式制动器，并取得矿安标志。

运输巷道
躲避硐室或人行
道设置不规范

多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人行道的高度不小于
1.9m，宽度不小于1.2m；躲
避硐室的高度不小于1.9m，
深度和宽度均不小于1.0m；
躲避硐室间距：曲线段不超
过15m，直线段不超过50m；

1、躲避硐室应有明显的标志，并保持干净、无障
碍物2。

提升系统
与设备

设备安全保障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主要提升装置保护齐全、可靠，应装设防止过
卷、防止过速、过负荷和欠电压、限速、深度指
示器失效、闸间隙、松绳、满仓、减速功能等保
护装置。

/ / /

提升能力
超限运输警示不

到位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提升装置的最大载重量和最大载人数量，应在
井口公布，严禁超载运行。

/ / /

信号系统 信号系统不完善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井口和井下各中段马头门车场，均应设信号装
置。各中段发出的信号应有区别。乘罐人员应在
距井筒5m以外候罐，应严格遵守乘罐制度，听从
信号工指挥。

/ / /

闭锁装置 闭锁装置不完善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井口信号与提升机的启动，应有闭锁关系，并
应在井口与提升机司机之间设辅助信号装置及电
话。
2、箕斗提升系统，应设有能从各装矿点发给提升
机司机的信号装置及电话。装矿点信号与提升机
的启动，应有闭锁关系。

/ / /

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设施缺

失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提升井架(塔)内应设置过卷挡梁和楔形罐道，
楔形罐道顶部需设封头挡梁。
2、单绳缠绕式提升时，井底应设简易缓冲式防过
卷装置，有条件的可设楔形罐道。

/ / /

钢丝绳
钢丝绳维护保养
及更换不满足要

求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提升钢丝绳和平衡钢丝绳，使用前均应进行检
验。经过检验的钢丝绳，贮存期应不超过六个月
。
2.钢丝绳进行定期试验、检查和更换，检查结果
应记录存档。
4.钢丝绳的钢丝有变黑、锈皮、点蚀麻坑等损伤
时，不应用于升降人员。钢丝绳锈蚀严重，或点
蚀麻坑形成沟纹，或外层钢丝松动时，不论断丝
数多少或绳径是否变化，应立即更换。

/ /

1、制定高处坠落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
织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检测检验
未按照规定进行

检测检验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1、按照规范定期对提升系统设备设施（包含但不
限于罐笼、防坠器、钢丝绳等）进行检测检验。

/ / /

保障的可
靠性

设备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运输系统

提升系统

3

4

信号

设备的匹
配性

2
保障的可
靠性

采准切割
和回采

1

、

1

、



风险
值

L值 E值 C值 D

LEC评价法 管控责任 管控措施

可
能

暴露
频繁

后
果

序号 项目工艺 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风险
程度

管控层级

1

、

1

、

1

、

通风

风速、风量、风
质不符合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的

要求。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按照设计配置通风设备、
设施及构筑物。

1、风量（风速）合格率不低于60%。
2、风质合格率不低于90%。
3、作业环境空气质量合格率不低于65%。
4、有效风量率不低于60%。5、定期进行风质、风
量的测定，根据变化及时调整通风构建筑物。

/ /

1、制定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
组织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通风
局部通风设施不

完备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采场及掘进作业面按照规
范要求设置局扇通风。
2、使用阻燃风筒，并吊挂平
直，与工作面的距离满足要
求。

1、超过10m的独头作业面应设置局部通风设施。
2、压入式局扇进风口应设置在新鲜风流处。
3、局部通风出风口距离作业面距离应符合规程要
求。
4、进入工作面前开局扇通风。

/ /

1、制定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
组织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主要通风
井巷

主要通风井巷维
护不到位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主要进、回风井筒和平硐的数量、功能、位置
分布、支护以及通过的风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主要进、回风巷道在服务期间应能保持安全稳
定畅通，禁止堆放材料和停放设备。
3、主要回风井巷不得用作运输通道和人员通行通
道。

变化管理
工艺变化时未进
行辨识评价和评

价备案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及工艺流程的改变，必
须考虑通风防尘措施，工程设计必须经会审批准
后，方可进行施工。

/ / /

回采
通风系统未形成
进行回采作业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采场形成通风系统之前，不得进行回采作业。
2、矿井主要进风风流不得通过采空区和塌陷区，
需要经过时必须砌筑严密的通风假巷引流。
3、主要进风巷和回风巷要经常维护，不得堆放材
料和设备。

/ / /

主扇
主扇性能不符合

规范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每台主扇必须有相同型号和规格的备用电动
机，并有迅速更换的设施。
2、保证10分钟内能够反风，每年一次反风实验，
并测定风量。
3、主扇风机房有测量风压、风量、电流、电压和
轴承温度等仪表，每班填写运行记录。

/ / /

防尘
防尘设施措施不

完善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严格执行防尘管理制度，防尘设施完好、防尘
措施落实、定期检测作业面粉尘浓度。

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设施、
警示标志未设置

或损坏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风井口设置安全围栏，主通
风机、操作平台设置安全护
栏，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
和危险有害因素标识。

1、每班进行巡查，发现安全防护设施缺损或警示
标识缺失及时通知当班修理工进行维护。

/ / /

图纸
矿坑积水、涌水

情况未更新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总工办 总工办经理 /

1、矿山企业应调查核实矿区范围内的老井、老采
空区，现有生产井中的积水区、含水层、岩溶带
、地质构造等详细情况，并填绘矿区水文地质图
。
2、每6个月更新排水系统图，定期组织有关人员
对排水系统图进行会审，图纸及时存档。

/ / /

防治水
防止水机制不完

善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总工办 总工办经理 /

1、矿山企业应健全防治水、探放水制度，并组织
实施，按规定配备探放水设备。
2、对接近水体的地带或与水体有联系的可疑地
段，应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原则，编
制探水设计

/ / /

水仓 水仓容积不足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1、主要水仓应由两个独立的巷道系统组成。最低
中段水仓总容积应能容纳4h的正常涌水量；应及
时清理水仓中的淤泥， 水仓有效容积不小于总容
积的 70%。

意外或者
突发情况

危险区域开采未
制定措施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总工办

生产技术部
总工办经理

生产技术部经理

1、及时疏干开采松动区及塌
陷区地面积水。
2、控制尾矿库的蓄水。

1、对积水的旧井巷、老采区、流砂层、各类地表水体、

沼泽、强含水层、强岩溶带等不安全地带，应留设防水

矿(岩)柱。

2、防水矿(岩)柱的尺寸由设计确定，在设计规定的保留

期内不应开采或破坏。在上述区域附近开采时，应事先

制定预防突然涌水的安全措施。

/ /

1、制定水灾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
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工艺匹配
性

保障的可
靠性

通风防尘
系统

防治水系
统

5

工艺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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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值

L值 E值 C值 D

LEC评价法 管控责任 管控措施

可
能

暴露
频繁

后
果

序号 项目工艺 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风险
程度

管控层级

1

、

1

、

1

、

下井电缆
下井电缆线路不

独立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1、由地面到井下中央变电所
或主排水泵房的电源电缆，
至少应敷设两条独立线路，
并应引自地面主变电所的不
同母线段。

1、一级负荷必须采用双回路或双电源供电，或者
单一电源必须满足全部一级负荷需要。
2、严格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规定进行作
业。

/ / /

供电电压
井下供电电压与

规范不相符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高压网络配电电压不超过10kv。
2、低压网络配电电压不超过1140v。
3、照明电压、运输巷道等不超过220v。
4、采掘工作面、出矿巷道、天井等不超过36v。
5、手持式电气设备电压不超过127v。

/ / /

三级配电
配电箱安装不符

合规范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按“三级配电二级保护”的原则，安装配电箱
。
2、配电箱与开关箱分开设置。
3、开关箱应符合“一机、一箱、一闸、一漏”的
要求。

/ /

1、制定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了
触电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用电负荷
用电负荷超过规

定容量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用电负荷超过规定容量时，及时向供电部门提
出申请，增加供电容量。
2、认真落实对变压器和供电线路的检查、维护。

电气布置
电气布置不符合

规范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电气供电应选择符合要求的电压等级。
2、电器开关箱布置位置应符合安全要求，与易燃
物保持安全距离。
3、引至采掘工作面的电源线，要装具有明显断开
点的隔离电器，同一水平距离小于50m。

设备的匹
配性

供配电系统与设
备不匹配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定期对供配电系统与设备的匹配性进行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采取改善措施。
2、向井下供电的断路器和井下中央变配电所各回
路断路器，不应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

安全防防
护

配电室设置不符
合规范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1、变压器等危险区域设置防
护栏、护罩等。
2、配电室应设置防水、鼠类
等小动物从门、电缆沟等进
入室内的设施。
3、长度超过6m的变配电硐
室，应在两端各设一个出口
。

1、中央配电室铺设防静电地板，或在配电柜操作
处铺设绝缘胶垫。
2、配电室的门应向外开启。
3、配电室内保持良好的照明和通风。
4、配电室内禁止乱拉乱接线路，供电线路严禁超
载供电。

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部不完

善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硐室内各种电气设备的控制装置，应注明编号
和用途，并有停送电标志。硐室入口应悬挂“非
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标志牌，高压电气设备应
悬挂“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并应有照明。

/ /

1、制定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了
触电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供配电线
路

电缆选型不合理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1、井下电缆必须选用阻燃电
缆。

1、发现电缆破损及时处理。 / /

1、制定中毒和窒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
组织中毒和窒息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保护接地
无接地或电阻不

符合要求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井下电气设备不接零。
2、引下线及接地线连接良好。
3、普通变压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

/ /

1、制定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了
触电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安全用具
安全用具没有配
置，或过期、失

效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根据电压等级按照国家规定配备安全用具，并
按规定周期检测、贴标，不合格的严禁使用。

/ /

1、制定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了
触电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供配电系
统

工艺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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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值

L值 E值 C值 D

LEC评价法 管控责任 管控措施

可
能

暴露
频繁

后
果

序号 项目工艺 内容
危险有害因素

(危险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风险
程度

管控层级

1

、

1

、

1

、

供风范围
供风系统未覆盖

工作区域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根据生产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供风线路，保证
正常生产和应急情况下的压风自救。

/ / /

供风管道
风管未采用钢质
或阻燃的其他材

质管路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采用钢质或阻燃的其他材
质管路。

1、井下禁止使用非阻燃材料。
2、认真落实井下动火作业管理

/ / /

安全附件
安全阀失效或未
安装、压力不符

合要求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空压机、空气包等设备设施，按照有关规定配
备安全阀、压力表。
2、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 /

安全防护

危险区域安全防
护设施、警示标
志不符合有关规

定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空压机设置安全围栏，气
罐设置顶棚，操作平台设置
安全护栏，传动部位设置防
护罩，孔、洞、沟等处设置
盖板；

1、每班进行巡查，发现安全防护设施缺损或警示
标识缺失及时通知当班修理工进行维护。
2、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和危险有害因素标识。

/ / /

管线架设

电缆与管路架设
在巷道的同一侧
且无有效安全距

离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
1、电缆应架设在管路对面。
2、架设同侧时，应保证有效的安全距离。

/ /

1、制定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火
灾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配置不

规范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完善消防管网、消防沙池
以及灭火器配备。

1、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
2、配电室的应急照明应保持完好。
3、定期检查消防设施和应急照明设施，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 /

1、制定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火
灾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工艺管理
工艺与设计不相

符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供水系统管理。
2、定期对供水系统与设计的符合性进行评价，根
据评价结果采取改善措施。

/ / /

供水范围 未覆盖需水区域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根据生产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供水线路，保证
正常生产和应急情况下的供水施救。

/ / /

管道 管道承压不够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检查各类压力表、阀及管道，发现异常立即处
理。
2、对各类异常维护处理后需做记录。

/ / /

安全附件
减压阀失效或未
安装、压力不符

合要求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机电运转部 机电运转部经理 /

1、水泵、水管等设备设施，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安
全阀、压力表。

/ / /

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设施、
警示标志未设置

或损坏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水泵设置安全围栏，操作
平台设置安全护栏，传动部
位设置防护罩，孔、洞、沟
等处设置盖板；危险区域设
置安全警示标识。

1、发现护栏缺损或警示标识缺失及时进行维护。 / / /

消防设施
消防设施配置不

规范
整个系统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安全环保部 安全环保部经理

1、井下消防供水水池容积应不小于200m3。管道
规格应考虑生产用水和消防用水的需要。生产供
水管兼作消防水管时，应每隔50-100m设支管和供
水接头。

充填方式
充填滞后、充填
体不稳固或强度

不够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编制和修订充填工艺管理制度。
2、按照设计控制充填质量指标（包括充填料配比
、充填料浆浓度、充填体强度等）。
3、及时检测充填试块抗压强度。
4、编制年度、月度采空区充填计划。

/ / /

管路布置
充填管路布置不
合理或与其他工

作面有冲突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根据采场和采空区分布情况，合理布置井下充
填管线。

/ /

充填条件 不具备充填条件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充填工作开始前，必须把采场内的设备、材料
、工具清理干净，存放安全地点。检查采场顶板
、矿柱、挡墙以及和充填站的联络信号。
2、采场一切准备工作合乎要求时，方准充填。
     

/ /

充填浓度
充填体强度未匹

配
本单元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

1、对入井充填料浆质量指标进行不定时检查，检
测料浆浓度、灰砂比是否达到要求。

/ /

安全防护

溜井口、采空区
等危险区域未设
护栏、无警示标

志

本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
标识。

1、每班进行巡查，发现护栏缺损或警示标识缺失
及时通知当班修理工进行维护。

/ / /

排水
未架设排水管道
或未砌筑排水沟

本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设置排水设施。
1、认真落实对排水设施的检查、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恢复。

/ / /

充填管防
护

充填管路转弯部
分没有加固防

护，横穿运输巷
道部分没有加固

措施

本岗位 3 10 7 210 二级 较大风险 部门级 生产技术部 生产技术部经理 1、设置加固设施。
1、认真落实对管路及其加固设施的检查、巡查，
出现堵管或漏浆时，立即停止充填并进行处理，
做好记录、配合分析原因。

/ / /

8

9

10

供风系统

供水消防
系统

充填系统

保障的可
靠性

工艺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工艺的匹
配性

保障的可
靠性

工艺的匹
配性

1、制定坍塌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坍
塌事故应急演练。
2、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和公司内部应急救援队伍
。
3、建立应急物资库，配备通信设备、急救用品
、紧急备用电源、设备及物资、摄影设备、应急
人员的识别标识、急救防护用品等应急装备。
4、与外部专业救援机构签订救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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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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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工程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培训教育措施 个体防护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影响范围 评价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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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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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