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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印发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工信部安全〔2024〕234号，

以下简称《标准》）。为更好理解和执行《标准》，现将有

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发布《标准》的背景是什么

为准确判定、及时整改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国务院

安委会要求和部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发布了《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工信厅安全函〔2023〕337号）。

试行一年来，对强化民爆行业安全监管、推进隐患治理、保

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

完善判定标准有关内容、增强标准权威性，结合试行一年来

实际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对试行标准中部分内容进行

了修订完善，形成正式版本的《标准》替代试行标准。

二、《标准》修订的原则

一是适应性原则，根据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生产规律

和特点，适应当前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和技术发展

水平。

二是协调性原则，与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现行安全管理要

求做到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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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条文解读

（一）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销售

许可证未依法取得或超过有效期限的。

指在申请营业执照、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时有欺

骗、虚假行为的；生产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营业执照的有效期按相关规定执行，不在有效期范围的属于

超过有效期限。

（二）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的。

指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符

合《安全生产法》第 24条、第 26条、第 27条要求；不符

合《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工业和信息化

部令第 30号）有关规定和要求。

（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职之日起 6个

月后仍未依法经考核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指企业（含生产分厂和生产场点）董事长、总经理和分

管安全、生产、技术、保卫等与安全生产工作相关的领导以

及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任职之日起 6个月

后未依法经考核合格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

任职 6个月内已经参加培训，尚未取得证书，培训机构出具

培训证明，但证明材料只显示了参加培训，而未明确是否考

核合格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培训合格证

但未参加年度再培训并考核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从事特种

作业时未持证上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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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过许可数量或品种、超过规定时间作业、超过

规定储存量、超过定员人数组织生产经营的。

指超过生产许可或者安全生产许可明确民用爆炸物品

种类和产能的；超过规定作业时间的，当日零点至六点期间

不应组织工业炸药及其炸药制品生产作业，当日二十二点至

次日六点期间（允许企业根据地域时差作顺延调整）不应组

织起爆器材的生产作业；超过民用爆炸物品行业规定和工程

设计的定员定量的。

（五）管理严重缺失、安全防护及控制保护设施失效可

能导致本单元或更大范围安全失控的。

指未建立与岗位相匹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者未

制定实施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以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安全防护及控制保护设施是指防传殉爆、自动控

制、联动联控安全联锁、门机联锁等装置不可靠、不完好，

失去保护、控制作用的。以上管理措施缺失或者失效，导致

企业安全管理、生产经营现场产生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安全

隐患的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六）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

且构成重大风险的。

外部因素主要指民爆企业以外的，来自社会的、自然的

等不安全因素，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需要得到当地

政府、社会组织或者行业管理部门支持方可消除且构成重大

风险的安全隐患。

（七）未经设计擅自改变危险性建（构）筑物用途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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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作业的；擅自添加未经技术鉴定的配方外原料的。

凡是改变危险性建（构）筑物用途从事危险品作业的、

产品添加未经技术鉴定的配方外原料的，可能产生不确定的

安全问题隐患的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八）危险工（库）房防爆、防火、防雷设备设施缺失

的。

防爆设施是指防止、减弱爆炸危害的防护屏障、装甲和

防爆墙等设施；防火设施是指消防水池、消防泵、消防栓、

消防雨淋和灭火器等设备设施；防雷设施是指独立避雷针、

避雷塔、避雷线、避雷网和接地线等雷电防护装置。凡是上

述设施、装置配备不全或存在缺陷起不到应有防护作用的，

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九）使用明令禁止或者淘汰设备、工艺的；民用爆炸

物品专用生产设备未经安全性论证擅自变更用途的；新研制

的民用爆炸物品专用生产设备未履行规定程序即投入生产

使用的。

采用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明令淘汰的基础雷管人工装填、

轮碾机工艺、二级强力机械剪切乳化器、铵梯炸药等工艺设

备，专用生产设备超过使用年限没有及时淘汰或办理延期手

续；未经过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性论证等程序，改变专用生

产设备用途；新研发的专用生产设备未按照《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等规定履行

程序而投入使用。凡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均构成重大事故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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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危险性建（构）筑物内部距离或外部距离不能满

足《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要求

的。

《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规

定的内外部距离是保证安全风险可控的基本要求，如果内外

部距离突破标准要求则风险失控，产生不可控的次生灾害。

火灾爆炸不仅造成本工房、库房破坏，如内部或外部距离不

符合要求还会对内外目标造成二次打击，产生不可控的安全

风险。内部距离和外部距离不符合要求，均构成重大事故隐

患。

（十一）库房和仓库储存性质不明危险品或《民用爆炸

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规定不应同库存放

的危险品同库存放的。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
28263）规定了原材料和辅料在储存、加工过程中应按照各

自理化性能存放或加工，性质相抵触的物质应分隔存储；《民

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规定了危险

品宜按不同品种设专库单独存放；不同品种危险品同库存放

应符合相关规定。生产区库房用于暂存生产原料、半成品及

成品中转，总库区仓库用于储存成品原料、民用爆炸物品成

品，储存性质不明的危险物品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安全后果，

原材料、辅料、半成品和成品不按性质、品种同库储存同样

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风险，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十二）利用现场混装炸药地面站设备设施生产包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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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炸药的。

利用地面站生产设施生产包装型工业炸药，利用混装车

在地面站现场混制炸药或再装袋销售。上述行为改变了行政

许可和设计内容，产生未知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严重

后果。

（十三）生产区危险品建（构）筑物未经过具有专业甲

级(军工、民爆器材工程)或综合甲级设计资质单位设计的；

总库区未经过具有军工、民爆设计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

单位设计的。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储存设施工程设计涉及工艺、专用

设备、建筑与结构、电气、防雷防静电、防火防爆、自动控

制等专业，专业性极强、要求极高；生产区危险品建（构）

筑物包括总图、工艺和布置及配套的建筑结构、水暖电等须

经过具有专业甲级（军工、民爆器材工程）或综合甲级设计

资质单位设计；总库区为成品原料和民用爆炸物品成品储

存，不涉及复杂的生产过程，安全管理和要求相对简单，可

以由军工、民爆设计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单位设计。

（十四）新改扩建项目（不含 GB28263中的二类技改

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设计安全审查（或设计评审)、未

经试生产运行或未经过验收即投入正式生产的。

《安全生产法》第 33条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

计人、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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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结果负责；第 34条规定：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

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和使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

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凡是新改扩建项目未

经主管部门组织的设计安全审查（或设计评审）、未按规定

经过验收即投入正式生产的均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十五）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线或接触危险品的设备设施

报废半年后仍未实施销爆处理的。

报废生产线及设备设施销爆的立项、审批、销爆方案的

编制、评审、销爆实施、工程验收等按《民用爆破器材企业

报废生产线销爆安全管理规程》（WJ9068）要求进行。报

废后生产线及设备设施长期不销爆处理，设备以及其中的危

险物料会产生不稳定性和化学反应，造成不确定的安全风险

隐患，正常情况下半年内应完成销爆处理工作。

（十六）未建立和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的。

《安全生产法》第 4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

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构建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第 21条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

职责，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第 4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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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

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

事故隐患。

建立和落实双重预防机制的基本要求是:
1.企业应有双重预防机制领导组织或执行机构；

2.应有双重预防机制实施方案或指南或细则或规定；

3.开展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实施运行

工作；

4.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警示标识和隐患排查治理闭

环管理档案；

5.体系定期完善、持续改进提高。

（十七）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明确的其他属于重大

安全隐患的情形。

指不符合《安全生产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

全管理规程》（GB28263）、《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

全标准》（GB50089）等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的，经

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检查、考核、评审、验收等，发现风

险较大、危险较高的现实安全风险隐患，可判定为重大事故

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