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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TS/TC 0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冈研究院、恒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麦斯达夫（大同）

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晓霞、李晔、周洁、王霞、常炜、张曼、郑波、王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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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隐患点预警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景区隐患点预警的工作要求、隐患点分类与识别、评估、预警工作及评价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景区隐患点预警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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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2.4—2015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隐患点

可能导致游客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的潜在根源。

[来源：GB/T 20002.4—2015，3.2，有改动]

4 工作要求

景区应设立安全管理部门，负责景区隐患点排查、预警。

景区应设立应急指挥小组，负责景区隐患点响应。

应建立安全应建立隐患点分级预警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

应建立本景区隐患点清单和数据库，对景区隐患点进行识别，针对危险及危害程度，采集隐患点

信息并记录，建立档案，清单项目至少应包括责任部门、岗位、责任区域、管理设施。

应在重点保护区域或危险区域安装监控设备，有条件的景区宜安装综合性监控设备。

应定期组织安全应急培训与演练，明确第一责任人。

应审查特种设备人员的资质，严格规范操作流程。

应制定应急预案，根据发生频次和程度制定符合景区实际情况的预案。根据采集的数据、危害模

拟后果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事先制定可行性方案。

5 隐患点分类与识别

分类

景区隐患点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具体分类参见附录A）：

a) 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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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质环境；

c) 社会环境；

d) 游客行为；

e) 设施设备；

f) 空间环境；

g) 交通安全；

h) 食品安全。

识别方法

5.2.1 监测识别

景区应与当地气象、地震、水利以及供电部门建立信息联系，及时取得灾害性天气、地震、洪水、

地质灾害及停电事故的预报。

5.2.2 技术识别

5.2.2.1 景区应按在重点安全保护区域安装和使用监控系统，实行 24h 监控，发现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或舆情时及时通知安全管理部门。

5.2.2.2 景区宜在重点安全保护区域安装预警系统，设定潜在的隐患行为，实行 24h 监测。

5.2.3 人员识别

5.2.3.1 应配备现场安全巡视员，及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隐患点，无法制止的隐患点及时上报安全管

理部门。

5.2.3.2 应定期组织对景区进行隐患点巡查，及时排除隐患。

5.2.3.3 应定期检修特种设备，并取得检修合格证明。

6 评估

应按照危险因素、管控难度评估隐患点等级，由高到低分为以下四级：

a) I 级隐患：危险因素多，管控难度大，一般由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如发生事故，可能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或重大安全事故；

b) II 级隐患：危险因素较多，管控难度较大，需要上报主管部门，如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经济

损失或安全事故；

c) III 级隐患：风险在受控范围内，需要上报应急指挥小组，如发生事故，可能造成一定安全事

故或舆情；

d) IV 级隐患：风险在受控范围内，能够迅速处置或可能造成舆情。

应根据隐患级别启动预警级别，预警级别对应隐患级别。

7 预警工作

预警信息来源

上级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及气象部门、地震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及事件信息；

景区安全管理部门通报的预警信息及事件信息；

一线人员、值班人员等上报的隐患和事件信息。



DB 1402/T XXXX—2023

3

预警信息发布

7.2.1.1 预警信息包括预警事件的介绍、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

措施等。

7.2.1.2 可采用以下 1 种或多种预警发布方式：

a) 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短信、对讲机、广播、邮箱和企业 app 等通知相关部门、岗位、

员工；

b) 对社会的预警信息发布采取公告、广播、短信或公众号、网站、短视频、微博等新型网络媒

体方式发布。

响应准备

7.3.1 IV 级预警响应准备

IV级应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处置，无需上报。

7.3.2 III 级预警响应准备

应急指挥小组宣布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物资准备，必要时安排技术专家或有关技术人员到现场

指导预警工作，跟踪事态发展及预警处置情况，做好信息传达工作。

7.3.3 II 级预警响应准备

II级预警信息应上报应急指挥小组，景区安全管理部门跟踪事态发展，通知景区应急处置工作人员

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物资准备，监督指导预警事件的处置，必要时赶赴现场。

7.3.4 I 级预警响应准备

I级预警信息应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组织景区应急力量对预警事件进行处置，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通知全员进入预警状态，做好应急物资准备，必要时赶赴现场。

响应

7.4.1 预警发布后，应立即通知安全管理部门及各个应急小组组长，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7.4.2 各个应急小组组长负责通知本小组成员，做好随时进行应急处置的准备。

7.4.3 应配备应急物资和装备，保证处于完好状态，做到随时调用。

7.4.4 其他部门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协调调配应急资源，随时待命等待响应启动；做好对外信息公

开和起草上报材料的准备。

7.4.5 根据隐患点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应做出关闭、限制进入、安全警示等处置。

a) 对于 I 级隐患，应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

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b) 对 II 级隐患应及时关闭或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应疏散周围游客，设置警戒标志。

c) 对 III 级隐患应限制进入，加强监测监控，关注隐患点等级变化情况。

d) 对 IV 级隐患宜通过警示、提醒标牌或现场人员做到充分提醒。

预警解除

7.5.1 IV 级预警及 III 级预警由一线人员或值班人员根据相关的内容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跟踪监测，

由一线人员或值班人员宣布预警解除。

7.5.2 II 级预警经安全管理部门讨论，在确定隐患彻底排除由应急指挥中心宣布解除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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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I 级预警经上级主管部门讨论决定，在确定隐患彻底排除由应急指挥中心宣布结束预警。

8 评价改进

对限期整改的隐患点应进行整改情况复核，形成闭环管控。

定期模拟危害过程，预见发生危险的相关情况，对相关应急预案进行实施演练。

在定期集中排查出的隐患点应向责任部门出具整改通知，并限时完成整改。

在实时监督排查出的隐患点应及时向责任部门和游客发出预警提醒。

应提出纠正措施和预防改进措施，督促改进措施的落实，并建立完整的档案。

定期进行景区隐患点评估，对不合格的项目及时整改，持续改进。



DB 1402/T XXXX—2023

5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隐患点分类

隐患点分类见表A.1。

表 A.1 隐患点分类

隐患点分类 具体内容

自然灾害 地震、塌方、落石、泥石流、洪水

气候灾害 暴雪、冰雹、暴雨、雷电、大风、雾霾、扬尘

地质环境 山体滑坡、地陷、树木茂盛的山区

社会环境 区域社会动荡情况、群体性传染疾病

游客行为

故意损坏文物、破坏公共设施、损害公共秩序

刻划、剐蹭、倚靠、攀爬、盗窃、破坏、摇晃、拍打、投掷、使用延长设备

引发游客受伤的地质自然灾害

引发景区建筑受损的地质自然灾害

树木茂盛的山区，易造成迷路

地面起翘、凹陷

道路两边植被生出的枝叶未在安全范围

游览线路相逆

景区接待游客量超过最大承载量规定

攀爬景区文物等不文明行为

故意破坏景区设施行为

故意损害他人健康安全行为

地面起翘、凹陷影响通行

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

烟雾污染

设施设备 特种设备损坏、公共设施故障

交通安全 车辆剐蹭、撞倒行人

食品安全 食品中毒、食源性中毒、食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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