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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分为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基础条件；

———第２部分：能力评估；

———第３部分：规程。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７５２１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鑫元盾公共安全防范技术发展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于锐、厉剑、王菁、朱伟、王亚飞、杜伟、马英楠、段杰、李忠强、杨林、王鑫、

邱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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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

第２部分：能力评估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的本部分规定了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评估的目的和原则、方法、形式、内容

和指标、得分计算和结论确定、实施过程。

本部分适用于对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的评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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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　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　第１部分：基础条件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　重点场所防爆炸安全检查　第３部分：规程

ＧＡ／Ｔ１１５５—２０１４　安检排爆名词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　犮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犮犺犲犮犽犳狅狉犪狀狋犻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重点场所责任主体防爆炸安全检查基础条件和检查效果。

３．２　

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评估　犮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犳狊犲犮狌狉犻狋狔犮犺犲犮犽犳狅狉犪狀狋犻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

分析、判定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给出结论并提出改进意见的活动。

４　总则

４．１　评估目的

全面、客观地反映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防爆炸安全检查（以下简称防爆安检）能力，并为其改进提供

依据，提高防爆安检能力。

４．２　评估原则

４．２．１　综合性原则

应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对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防爆安检能力进行评估。

４．２．２　客观性原则

立足客观数据信息，如实反映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防爆安检能力的各项指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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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评估方法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４．４　评估形式

４．４．１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分为内部评估和第三方评估两种形式。

４．４．２　内部评估应由重点场所责任主体或上级部门开展评估。

４．４．３　第三方评估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重点场所的防爆安检能力开展评估。

４．４．４　应由３个或３个以上人员组成评估小组实施评估。

５　评估内容和指标

５．１　评估内容

５．１．１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包括基础条件评估和检查效果评估。

５．１．２　基础条件评估内容包括重点场所责任主体在防爆安检方案、机构、安检员、设备设施等基础条

件，见表１。

５．１．３　检查效果评估内容包括重点场所责任主体实施人身和物品、车辆、场地安检的检验速率、误报

率、检出率、检出爆炸装置的种类，见表２。

５．２　评估指标

５．２．１　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指标见表１。

表１　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判分建议参考

方案

（３）

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第５章所要求的内容，得满分。每缺

少一项内容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机构

（５）

★一般要求

（２）

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６．１所要求的内容，得满分。有一项

不符合即判为不合格

准备和协调

（１）

职责设置且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６．２．１所要求的内容，得

满分。每缺少一项职责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实施

（１）

职责设置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６．２．２所要求的内容，得满

分。每缺少一项职责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保障

（１）

职责设置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６．２．３所要求的内容，得满

分。每缺少一项职责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安检员

（１３）

★一般要求

（２）

安检员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７．１所要求的条件，得满分。

有一项不符合即判为不合格

现场执勤

（２）

安检员在现场执勤过程中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７．２所要求

的内容，得满分。每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扣０．５分

培训

（３）

安检员培训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７．３所要求的内容，得满

分。每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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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判分建议参考

安检员

（１３）

安检员

配备

情况

（６）

人身和

物品安检

根据岗位设置，实施人身和物品 防 爆 安 检 的 安 检 员 能 够 满 足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１．１、９．１．２．１所要求的数量，得满分。每少

一人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车辆安检

根据岗位设置，实施车辆防爆安检的安检员能够满足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

２０１９中９．２．１．１、９．２．２．１所要求的数量，得满分。每少一人扣０．５分，扣

完为止

场地安检

根据分组设置，实施场地防爆安检的安检员能够满足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

２０１９中９．３．２所要求的数量，全部符合得满分。每少一人扣１分，扣完

为止

设备设施

（１９）

★一般要求

（２）

设备设施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８．１要求的内容，得满分。

有一项不符合即判为不合格

设施设置情况

（８）

全部符合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８．３和８．４所要求的内容，得满分。

每缺少一项扣１分，扣完为止

设备配

备情况

（９）

人身和

物品安检

对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１．２、９．１．２．２所要求的设备，全部配齐

且根据岗位设置数量上能满足人身和物品安检的需求，得满分。每缺

少一项设备或每有一项设备数量上不能满足需求，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车辆安检

对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２．１．２、９．２．２．２所要求的设备，全部配齐

且根据岗位设置数量上能满足车辆安检的需求，得满分。每缺少一项

设备或每有一项设备数量上不能满足需求，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场地安检

对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３．３、９．３．４所要求的设备，全部配齐且

根据分组设置数量上能满足场地安检的需求，得满分。每缺少一项设

备或每有一项设备数量上不能满足需求，扣０．５分，扣完为止

　　注１：括弧中的数字是满分分值。

注２：标记★的为否决项。

注３：基础条件评估得分满分为４０分。

注４：根据人身和物品安检、车辆安检、场地安检三个专项的涉及情况，人员配备情况和设备配备情况的指标相

应平均分配分值。

５．２．２　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指标见表２。

表２　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判分建议参考

人身和物

品安检

（２０）

★人员

配备

根据岗位设置，安检员能够满足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１．１、９．１．２．１所要求的

数量。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设备

配备

配备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１．１．２中ａ）、ｂ）、ｃ）和９．１．２．２中ａ）、ｂ）所要求的设备

且根据岗位设置数量上能满足需求。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检查速率

（２）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１．１的要求普检，单人通过最短时间不大于５ｓ，得

满分，最短时间超过１５ｓ，得０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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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判分建议参考

人身和物

品安检

（２０）

误报率

（４）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１．１的要求普检，误报率不大于５％，得满分，大于

１０％，得０分

检出率

（５）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１．１的要求普检，检出率不小于９９％，得满分，低于

９５％，得０分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

（９）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１．２的要求精检，能够检出不少于ＧＡ／Ｔ１１５５—

２０１４中附录Ａ列出的１８类爆炸装置，得满分，每少一类扣０．５分

车辆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根据岗位设置，实施人员能够满足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２．１．１、９．２．２．１所要求

的数量。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装备配备
配备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２．１．２中ａ）、ｂ）和９．１．２．２中ａ）、ｂ）所要求的设备且

根据岗位设置数量上能满足需求。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检查速率

（２）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２．１的要求普检，７座以下客车，单个车辆通过最短时

间不大于２ｍｉｎ，得满分，最短时间超过１０ｍｉｎ，得０分；货车或７座以上客车，单个

车辆通过最短时间不大于５ｍｉｎ，得满分，最短时间超过１５ｍｉｎ，得０分ａ

误报率

（４）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２．１的要求普检，误报率不大于５％，得满分，大于

１０％，得０分

检出率

（５）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２．１的要求普检，检出率不低于９９％，得满分，低于

９５％，得０分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

（９）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２．２的要求精检，能够检出不少于ＧＡ／Ｔ１１５５—

２０１４中附录Ａ列出的１８类爆炸装置，得满分，每少一类扣０．５分

场地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根据分组设置，场地巡检人员应符合 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３．２所要求的数

量。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装备配备
配备的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１—２０１９中９．３．３中ａ）、ｂ）、ｃ）、ｄ）所要求的设备且根据岗位设

置数量上能满足需求。如不满足，则该专项判为不合格

检查速率

（２）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３的要求巡检，室外场地，单位面积（１ｍ２）最短检

查时间不大于３ｓ，得满分，超过１０ｓ得０分；室内场地，单位面积最短检查时间不

大于１０ｓ，得满分，超过２０ｓ得０分ｂ

误报率

（４）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３的要求巡检，误报率不大于５％，得满分，大于

１０％，得０分

检出率

（５）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３的要求巡检，检出率不低于９９％，得满分，低于

９５％，得０分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

（９）

按照ＧＢ／Ｔ３７５２１．３—２０１９中８．３的要求巡检，能够检出不少于ＧＡ／Ｔ１１５５—２０１４

中附录Ａ列出的１８类爆炸装置，得满分，每少一类扣０．５分

　　注１：括弧中的数字是满分分值。

注２：标记★的为否决项。

注３：检查效果评估得分满分为６０分，视实际评估指标计算应得分数。

　　
ａ 同时存在７座以下客车、货车或７座以上客车两类车辆的，对两类车辆的安检速率分别评分，取平均后得相应

得分。

ｂ 同时存在室内场地、室内场地两类场地的，对两类场地的安检速率分别评分，取平均后得相应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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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得分计算和结论确定

６．１　得分计算

６．１．１　防爆安检的能力评估得分，应将各项指标得分求和，满分为１００分，其中基础条件４０分，检查效

果６０分。

６．１．２　如防爆安检实施中不涉及表１和表２中的全部指标，则不涉及的指标不参与评估，得到实际得分

后，换算成百分制后为最终得分，换算公式见式（１）：

最终得分＝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指标实际得分＋
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指标实际得分

应得分数（ ）×６０
……………………（１）

　　式中：

应得分数———除表２中涉及指标的满分分数。

６．２　结论确定

６．２．１　综合评估

综合表１和表２中的全部指标，计算得出最终得分。

根据得分情况，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能力评估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ａ）　８０分或以上：等级为“合格”；

ｂ）　低于８０分：等级为“不合格”。

６．２．２　专项评估

综合表１和表２中人身和物品安检、车辆安检、场地安检三个专项中的一个或两个，通过换算后得

出最终得分。

根据得分情况，重点场所责任主体的能力评估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ａ）　８０分或以上：等级为“合格”；

ｂ）　低于８０分：等级为“不合格”。

７　能力评估的实施过程

７．１　能力评估流程

能力评估流程见图１。

图１　防爆炸安全检查能力评估流程

７．２　确定评估内容和指标

评估人员应确定评估对象与范围，并制定实施计划，根据评估对象具体情况，按照表１和表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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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

７．３　资料查阅和现场查看并实测

评估人员应详细查看评估对象提供的所有防爆安检资料，现场查看防爆安检人员和装备配备及其

他设施的设置，设置特定的条件对防爆安检的速率、误报率及漏检率进行实测。

７．４　评分和计算

评估人员应对防爆安检的基础条件和检查效果分别评估，通过对防爆安检能力进行评分，计算得出

评估得分和等级。

基础条件评估评分表见表３，检查效果评估评分表见表４。

评分和计算示例参见附录Ａ，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评分示例参见表Ａ．１，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

评分参见表Ａ．２。

表３　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方案（３）

机构（５）

★一般要求（２）

准备和协调（１）

实施（１）

保障（１）

□２分□不合格

安检员（１３）

★一般要求（２）

现场执勤（２）

培训（３）

安检员配备

情况（６）

人身和物品安检

车辆安检

场地安检

□２分□不合格

设备设施（１９）

★一般要求（２）

设施设置情况（８）

设备配备情况（９）

人身和物品安检

车辆安检

场地安检

□２分□不合格

基础条件评估实际得分

　　注１：评分方式见表１。

注２：★为否决项，如得分不合格，则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评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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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人身和物品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合格□不合格

★设备配备 □合格□不合格

检查速率（２）

误报率（４）

检出率（５）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车辆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合格□不合格

★装备配备 □合格□不合格

检查速率（２）

误报率（４）

检出率（５）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场地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合格□不合格

★装备配备 □合格□不合格

检查速率（２）

误报率（４）

检出率（５）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检查效果评估实际得分

检查效果评估最终分数

　　注１：评分方式见表２。

注２：★为否决项，如得分不合格，则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评分为不合格。

７．５　评估结论和建议

７．５．１　根据评估得分和等级汇总评估结果。

７．５．２　根据评估结果明确指出重点场所责任主体防爆安检的能力水平。

７．５．３　根据重点场所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及建议。

７．６　评估报告

７．６．１　概述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报告是重点场所责任主体防爆安检能力的全面评价和采取有效改进措施的指导

文件。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评估过程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提出的资料应

清楚可靠，结论明确。报告内容示例参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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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２　报告的主要内容

内容应主要包括：

ａ）　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ｂ）　目的和适用范围：对被评估对象的概况进行描述；

ｃ）　评估程序和方法：对评估的过程和采用的方法进行描述；

ｄ）　评估结果分析：评估最终得分、主要不足；

ｅ）　评估结论；

ｆ）　改进措施及建议：对于改进措施的问题逐一列出。

７．６．３　报告的附件

报告附件应包括但不限于：

ａ）　防爆安检方案；

ｂ）　重点场所防爆安检机构的资料；

ｃ）　重点场所的场地平面图，安检区域的设置；

ｄ）　评估过程和评估方法介绍；

ｅ）　评估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表格、图片；

ｆ）　评估过程中评估意见、会议记录；

ｇ）　评估负责人、执笔人等信息；

ｈ）　其他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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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评分及计算示例

犃．１　评分

本示例评分只考虑了人身和物品安检、车辆安检的评估指标，不涉及场地安检指标。

表犃．１　防爆安检基础条件评估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方案（３） ３

机构（５）

★一般要求（２）

准备和协调（１）

实施（１）

保障（１）

２分□不合格

０．５

１

０．５

安检员（１３）

★一般要求（２）

现场执勤（２）

培训（３）

安检员配

备情况

（６）

人身和物品安检

车辆安检

场地安检

２分□不合格

２

２

３

３

不涉及

设备设施（１９）

★一般要求（２）

设施设置情况（８）

设备配备情况（９）

人身和物品安检

车辆安检

场地安检

２分□不合格

８

４．５

４．５

不涉及

基础条件评估实际得分 ３８

表犃．２　防爆安检检查效果评估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人身和物品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合格□不合格

★设备配备 合格□不合格

检查速率（２） ２

误报率（４） ３

检出率（５） ３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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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车辆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合格□不合格

★装备配备 合格□不合格

检查速率（２） ２

误报率（４） ３

检出率（５） ３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７

场地安检

（２０）

★人员配备 不涉及

★装备配备 不涉及

检查速率（２） 不涉及

误报率（４） 不涉及

检出率（５） 不涉及

检出爆炸装置种类（９） 不涉及

检查效果评估实际得分 ３０

检查效果评估最终分数 ４５

犃．２　计算

基础条件评估实际得分３８分。

检查效果评估实际得分３０分，最终分数为（３０／４０）×６０＝４５分。

能力评估最终得分为：３８＋４５＝８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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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防爆安检能力评估报告内容示例

１　编制依据

　１．１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１．２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要求

２　评估目的和适用范围

　２．１　评估目的

　２．２　评估结果的适用范围

３　评估对象的概况

　３．１　评估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３．２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等级

　３．３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方案

　３．４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机构

　３．５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人员

　３．６　评估对象的防爆安检设备和设施

４　评估工作过程

　４．１　成立评估工作组

　４．２　确定评估方案

　　４．２．１　根据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防爆安检要求确定评估内容和指标

　　４．２．２　确定资料查阅和现场实测的内容

　　４．２．３　确定评分的计分方式

　　４．２．４　确定特殊情况的评估原则和方法

　４．３　资料查阅和现场实测

　４．４　评分汇总

　４．５　评分计算及等级评定

５　评估结果分析

　５．１　评估等级和指标分析

　５．２　防爆安检的主要不足

６　评估结论

防爆安检综合能力或某专项能力的评估结论

７　改进措施及建议

　７．１　防爆安检方案改进建议

　７．２　管理制度改进建议

　７．３　人员配备改进建议

　７．４　设备设施配备改进建议

８　附件

　８．１　防爆安检方案

　８．２　评估对象防爆安检机构的资料

　８．３　重点场所的场地平面图，安检区域的设置

　８．４　评估过程和评估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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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评估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表格、图片

　８．６　评估过程中评估意见、会议记录

　８．７　评估负责人、执笔人等信息

　８．８　其他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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