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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明确了创建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系统的总体原则、创建过程和核心内容。

本标准用于指导ＡＱ２００７．２《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地下矿山实施指南》、ＡＱ２００７．３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露天矿山实施指南》、ＡＱ２００７．４《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尾矿库实施指南》、ＡＱ２００７．５《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小型露天采石场实施指南》的编制

与实施。

本标准全部规范性技术要素均为强制性。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非煤矿山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中南大学、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上海宝钢集团

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兴凯、李晓飞、张涌、史秀志、边卫华、高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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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

导　　则

１　范围

本标准对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创建原则、核心内容以及创建过程作出了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或其独立生产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从事液态或气态矿藏、煤系或与煤共生矿藏、砖瓦粘土和河道砂石开采的企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６４４１—８６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ＧＢ１６４２３—２００６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ＧＢ１４１６１—１９９３　矿山安全标志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　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

ＹＳ５４１８—９５　尾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程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国务院令第３９７号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９号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１８号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６号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１９号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金属非金属矿山　犿犲狋犪犾犪狀犱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犿犻狀犲狊

开采金属矿物、放射性矿物以及化工原料、建筑材料、冶金辅助原料、耐火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

（煤炭除外）的矿山。

３．２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　犿犲狋犪犾犪狀犱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狅狆犲狀犮犪狊狋犿犻狀犲狊

在地表开挖区通过剥离围岩、表土或砾石，采出供建筑业、工业或加工业用的金属或非金属矿物的

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３．３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犿犲狋犪犾犪狀犱狀狅狀犿犲狋犪犾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犿犻狀犲狊

以平硐、斜井、斜坡道、竖井等作为出入口，深入地表以下，采出供建筑业、工业或加工业用的金属或

非金属矿物的采矿场及其附属设施。

３．４

　　小型露天采石场　狊犿犪犾犾狊犮犪犾犲犪狀犱狅狆犲狀犮犪狊狋狇狌犪狉狉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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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采剥总量５００ｋｔ以下、最大开采高度不超过５０ｍ的山坡型露天采石场。

３．５

　　尾矿库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狆狅狀犱

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以贮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或其他工业废渣

的场所。

３．６

　　员工代表　犲犿狆犾狅狔犲犲狊’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

在企业员工中产生、由员工自主选举并经主要负责人任命的代表员工职业安全健康利益的人员。

３．７

　　任务观察　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犫狊犲狉狏犲狊

对执行某一任务的员工进行的正式观察，有完全和部分两种类型。

３．８

　　关键任务　犽犲狔犿犻狊狊犻狅狀

属特定的工作任务，如果其未正确执行，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或其他损失。

３．９

　　事件　犻狀犮犻犱犲狀狋

导致或可能导致事故的情况。

３．１０

　　危险源　犺犪狕犪狉犱

可能导致伤害、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其组合的根源或状态。

３．１１

　　危险源辨识　犺犪狕犪狉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性质的过程。

３．１２

　　风险评价　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评价风险程度并确定其是否在可承受风险范围的全过程。

３．１３

　　相关方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狆犪狉狋犻犲狊

关注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绩效或受其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３．１４

　　资源与能力　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犪犫犻犾犻狋狔

包括实施安全标准化所需要的人员、资金、设备、设施、材料、技术和方法，以及得到证实的知识、技

能和经验。

３．１５

　　安全绩效　狊犪犳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指企业根据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在控制和消除职业安全健康风险方面取得的可测量结果。

３．１６

　　供应商　狊狌狆狆犾犻犲狉

为企业提供材料、设备或设施及其服务的外部个人或团体。

３．１７

　　承包商　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狅狉

在企业的作业现场按照双方协定的要求、期限及条件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个人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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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般要求

４．１　概述

４．１．１　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依据本规范的要求，建立与保持安全标准化系统。

４．１．２　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内容包括：

———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安全生产组织保障；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安全教育培训；

———生产工艺系统安全管理；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职业卫生管理；

———安全投入、安全科技与工伤保险；

———检查；

———应急管理；

———事故、事件调查与分析；

———绩效测量与评价。

４．２　实施原则

４．２．１　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建设，应注重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立足于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充分

体现风险管理和事故预防的思想，并与企业其他方面的管理有机结合。

４．２．２　安全标准化的创建，应确保全员参与，通过有效方式实现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反映企业自身生产

特点及安全绩效的持续改进和提高。

４．３　创建安全标准化步骤

４．３．１　安全标准化的创建过程包括：准备、策划、实施与运行、监督与评价、改进与提高。

４．３．２　准备阶段应确定企业安全标准化的目标，并对企业安全管理现状进行初始评估。

４．３．３　策划阶段应根据初始评估的结果和本导则及相关实施指南的要求，确定建立安全标准化系统的

内容。

４．３．４　实施与运行阶段应根据策划结果，落实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各项要求，提供有效运行的必要资源。

４．３．５　监督与评价阶段应对安全标准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内部评价，发现问题，找出差距，

提出完善措施。

４．３．６　改进与提高阶段应根据监督与评价的结果，改进安全标准化系统，不断提高安全标准化水平和

安全绩效。

４．４　安全标准化评定原则

４．４．１　安全标准化评定指标包括标准化得分、百万工时伤害率和百万工时死亡率。

４．４．２　标准化得分采用百分制。

４．４．３　根据安全标准化评定指标，将企业安全标准化评定为五个等级，其中一级最高。见表１。

４．４．４　确定企业安全标准化等级时，采用三项评定指标中的最低等级。

４．５　监督管理

４．５．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安全标准化的实施进行监督，对不符合安全标准化要求的提出改

进意见，以促进安全标准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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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企业安全标准化评定指标表

标准化等级 标准化得分 百万工时伤害率 百万工时死亡率

一级 ≥９５ ≤５ ≤０．５

二级 ≥８０ ≤１０ ≤１．０

三级 ≥６５ ≤１５ ≤１．５

四级 ≥５５ ≤２０ ≤２．０

五级 ≥４５ ≤２５ ≤２．５

　　注：百万工时伤害率表示企业在考评期内每百万工时因工伤事故造成的轻伤以上总人数，轻伤标准参考《企业职

工伤亡事故分类》（ＧＢ６４４１—８６）；百万工时死亡率表示企业在考评期内每百万工时因工伤事故造成的死亡

总人数。

４．５．２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定期组织安全标准化的评定，每三年至少应进行一次。发生死亡

事故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故后，应重新进行安全标准化评定。

５　核心内容及其要求

５．１　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

５．１．１　应根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遵循以人为本、风险控制、持续改进的原则，制

定企业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并为实现安全生产方针和目标提供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建立有效的支持保

障机制。

５．１．２　安全生产方针的内容，应包括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事故预防、持续改进安全生产绩效的承诺，体现

企业生产特点和安全生产管理现状，并随企业情况变化及时更新。

５．１．３　安全生产目标的确定，应基于安全生产方针、现状评估的结果和其他内外部要求，适合企业安全

生产的特点和不同职能、层次的具体情况。

５．１．４　目标应具体，可测量，并确保能够实现。

５．２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５．２．１　企业应建立相应机制，识别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５．２．２　建立获取渠道，确保使用最新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

５．２．３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应融入企业管理制度。

５．３　安全生产组织保障

５．３．１　企业应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明确规定相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和权

限，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

５．３．２　建立健全并执行各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５．４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

５．４．１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基础，是创建并保持安全标准化系统的核心和

关键。

５．４．２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应覆盖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环境以及人的行为、管理等各方面。

５．４．３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应能够获取充足的信息，为策划风险控制措施和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５．４．４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的结果应根据变化及时评审与更新。

５．５　安全教育培训

５．５．１　提供必要的教育培训，保证有关人员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５．５．２　培训应充分考虑企业实际需求。

５．６　生产工艺系统安全管理

５．６．１　建立管理制度，控制生产工艺设计、布置和使用等过程，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水平。

５．６．２　通过改进和更新生产工艺系统，降低生产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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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５．７．１　建立必要的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有效控制设备和设施的设计、采购、制造、安装、使用、维

护、拆除等活动。

５．７．２　应按规定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保存有关文件和记录。

５．７．３　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设备、设施的检测检验，建立设备、设施管理档案，保存检测检验结果。

５．７．４　检测检验手段、方法应有效。

５．８　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５．８．１　加强企业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对物料、设备、设施、器材、通道、作业环境等进行有效控制。

５．８．２　保证作业场所布置合理，现场标识清楚。

５．９　职业卫生管理

５．９．１　建立职业危害和职业病控制制度，有效控制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及作业环境产生的职业危害。

５．９．２　通过技术、工艺、管理等手段，消除或降低粉尘、放射性、高低温、噪声及其他等职业危害的影响。

５．１０　安全投入、安全科技与工伤保险

５．１０．１　企业应做出承诺，提供并合理使用安全生产所需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专项技能、基础设施、

技术和资金，以保障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

５．１０．２　主动研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有效控制风险。

５．１０．３　企业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建立并完善企业员工工伤保险管理制度。

５．１１　检查

５．１１．１　建立和完善安全检查制度，对目标实现、安全标准化系统运行、法律法规遵守情况等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作为改进安全绩效的依据。

５．１１．２　针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有效纠正和预防措施并确保实施。

５．１１．３　检查的方式、方法应切实有效，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合的检查周期。

５．１２　应急管理

５．１２．１　企业应识别可能发生的事故和紧急情况，确保应急救援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５．１２．２　提供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人力和设备等，保证所需的应急能力。

５．１２．３　建立应急体系，编制应急预案，保证在事故或紧急情况出现时能够及时做出反应。

５．１２．４　应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检验并确保应急体系的有效性。

５．１２．５　应急体系应重点关注透水、地压灾害、尾矿库溃坝、火灾、中毒和窒息等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的

重大风险。

５．１３　事故、事件调查与分析

５．１３．１　建立和完善制度，明确有关职责和权限，调查、分析各种事故、事件和其他不良安全绩效表现的

原因、趋势与共同特征，为改进提供依据。

５．１３．２　调查、分析过程应考虑专业技术需要和纠正与预防措施。

５．１４　绩效测量与评价

５．１４．１　建立并完善制度，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绩效进行测量，为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完善提供足够信息。

５．１４．２　测量方法应适应企业生产特点，测量对象包括各生产系统、安全措施、制度遵守情况、法律法规

遵守情况、事故事件发生情况等。

５．１４．３　应定期对安全标准化系统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采取进一步控制措施的重要依据。

５．１４．４　安全标准化是动态完善的过程，企业应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定期和不定期对安全标准化系

统进行评定，不断提高和完善安全标准化的水平，持续改进安全绩效。

５．１４．５　企业内部评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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