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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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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探险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文晟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中探控股有限公司、文晟体育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珈篥、徐毅、徐瑜、于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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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活动风险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探险活动风险评估概述、风险评估过程、风险评估技术的指导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组织开展探险活动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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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27921-201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2013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探险 adventure 

到人迹罕至或风险地区的特殊环境中开展探索科考旅游等活动的行为总称。 

 

探险活动 adventure activities 

具有稳定形式的探险（3.1）类型。 

 

    探险者 adventurer 

    进行探险的人的总称。  

 

普通探险者 ordinary adventure 

在探险活动中，不从事组织管理，也不获取活动报酬的探险参与者（3.3）。 

 

    探险领队 adventure leader 

在探险活动中，带领和指导1人或1人以上团体进行含有涉险体验的活动时，为普通探险者提供指导、

一般性安全保障等相关服务并进行组织管理的，具有经探险的行业协会培训、颁发专业资质的人员。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 

[来源：GB/T 23694-2013] 

 

风险源 risk  

可能单独或共同引发风险（3.6）的内在要素。 

[来源：GB/T 23694-2013] 

4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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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活动风险评估的主体 

探险活动的组织机构宜成立专门的安全保障工作小组，由小组对探险活动全程进行安全保障工作

的布控和实施，其中就包括对探险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确立评估目标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可以拆分为以下目标： 

—— 识别潜在危险源，分析影响探险活动正常进行的潜在危险； 

—— 识别探险活动过程中那些导致危险的主要因素，以及探险活动安全保障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 确定各类潜在危险可能发生的几率及所造成的伤害程度； 

—— 帮助判断总体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 选择风险应对的不同方式； 

—— 帮助判断何时暂停或终止风险过高的探险活动。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见图1。         

      

图1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与安全保障关系示意 

明确环境信息 

通过明确环境信息,确定与探险活动整个过程相关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设定风险准则。在进行具

体的探险活动风险评估时,明确环境信息应包括界定内外部环境，从内外环境中找出风险因素。根据风

险准则，确定该项探险活动的风险可容许范围，在可容许范围以内的活动通过制定风险应对方案来保证

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可容许范围以外的活动要及时暂停或终止活动的进行。 

监督与检查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GTX 8—2021 

3 

风险评估的工作宜贯穿探险活动整个过程，并且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宜周期性的对风险与控制进行

监督和检查,以确定: 

——风险源相关状态未改变； 

——风险评估所依据的假定,包括内外部环境,仍然有效；  

——现实状况符合预期； 

——风险评估的技术被正确使用； 

——风险应对持续有效的。  

通过以上判断再调整风险应对措施。 

5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过程及内容 

5.1 概述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3个步骤。  

 

5.2 风险识别 

5.2.1 风险识别宜包含发现、列举和描述探险活动风险要素的过程。 

5.2.2 风险识别要确定可能影响探险活动正常进行的事件或情况。 

5.2.3 宜根据具体的探险活动，对风险源的各项信息和状态进行确认。 

5.2.4 探险活动风险识别宜对以下四类风险源：人、物、环境、管理的各种因素进行发现、列举和描述： 

——人主要是指的是参与者，包括：探险领队、探险者、户外探险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人； 

——物主要包括户外探险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活动设施、必要设备、随身携带活动装备等； 

——环境主要是指户外探险所属区域场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包括：天气、水文、地质等

自然环境状态；探险活动进行属地的治安条件、医疗条件、交通状况、救援单位情况、当地居

民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活动区域的历史遗迹情况、文化遗产情况等社会人文环境。 

——管理主要是指整个探险活动的管理组织体系。 

 

5.3 风险分析 

5.3.1 风险分析是一个推理过程，通过风险识别的结果以及可依据的科学经验进行推理，以期判断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 

5.3.2风险分析宜针对5.2风险识别的结果。 

5.3.3 风险分析的结果宜为风险评价、风险应对以及最适当的应对策略和方法提供信息支持。 

5.3.4 分析宜包括导致风险的原因和风险源。 

5.3.5 分析宜包括风险事件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5.3.6 宜对不同风险及其风险源的相互关系以及风险的其他特性进行分析。 

5.3.7 宜寻找控制风险事件发生的措施及其有效性。 

5.3.8 宜进行控制措施评估、后果分析、可能性分析、初步分析、不确定性及敏感性五个内容的分析，

参考GB/T 27921-2011 相关规定了解具体功能和分析技术。 

5.3.9 宜对以下四类风险源进行具体分析： 

——参与者: 

    a.探险领队：对线路熟悉度、经验水平以及分级管理的专业技能、服务技能、管理及领导力水

平等； 

    b.个体探险者：对线路的了解程度、自信程度、经验水平、体能、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对形

势的自我认知等； 

    c.团队：人员构成，队员情绪、精神状态、参与度等进行评估； 

    d.探险活动与人员匹配度：参与者所具备的探险技能是否达到探险活动的基本要求。 

——物： 

    a.装备：装备的数量、质量、适配性、保养及使用情况等； 

    b.设备：设备的正常运行状况，检修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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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具有危险性的普通物品。 

——环境： 

    a.自然环境：探险活动进行地区的海拔高度、道路情况、线路难度、植被分布、气象活动、地

质活动、野生动植物、流行疫病、自然灾害可能性等情况； 

    b.社会人文环境：探险活动进行地区的治安条件、医疗条件及救援状况；人文环境，当地的文

化和民风民俗情况；当地历史遗迹、文物古迹保护情况，相关法律规定等。     

——管理：探险活动的项目整个活动方案、管理团队的应急救援方案制定情况、相关安全保障工作 

的部署情况、政府配合意愿等。 

     

5.4 风险评价   

探险活动风险评价主要是对风险分析的结果进行评价,为组织者提供风险应对所采取措施的根据。

评价的内容包括： 

——某个风险是否需要应对； 

——风险应对的优先次序。 

根据风险准则来对风险评价的结果进行归类，分为需应对的风险和不需应对的风险，需应对的风险

包括应该及时暂停和终止探险活动的风险以及通过相应的应对方案可以继续进行探险活动的风险。不

需要应对的风险是表示不需要通过人工干预可以继续正常开展探险活动的风险。这两类风险是组织者

根据明确环境因素的过程通过制定风险准则来确定的。 

 

6  探险活动风险评估技术 

  宜根据某项户外探险活动的特点选择适用于自己的风险评估技术，在已经过多方检验和使用的 

风险评估技术可参考GB/T 27921-2011 第六章及其附录内容。组织者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使用较

新的风险评估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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