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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危险作业安全规范！你知道是哪些吗？

冶金行业日常生产涉及作业种类较多，危险因素也众多，危险

往往就在不经意间，一个走神，一次大意，一次侥幸，一次违章，

都可能酿成大祸！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 8 大危险作业安全规范，

赶快来抢收！

一、动火作业

（1）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护，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

围的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防火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

满足作业现场应急需求。

（2）动火点周围或其下方如有可燃物、电缆桥架、孔洞、

窨井、地沟、水封设施、污水井等，应检查分析并采取清理或封

盖等措施；对于动火点周围 15m 范围内有可能泄漏易燃、可燃物

料的设备设施，应采取隔离措施。

（3）动火期间，距动火点 30m 内不应排放可燃气体；距动

火点 15m 内不应排放可燃液体；在动火点 10m 范围内、动火点上



2

方及下方不应同时进行可燃溶剂清洗或喷漆作业；在动火点 10m

范围内不应进行可燃性粉尘清扫作业。

（4）在厂内铁路沿线 25m 以内动火作业时，如遇装有危险

化学品的火车通过或停留时，应立即停止作业。

（5）使用电焊机作业时，电焊机与动火点的距离不应超过

10m,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将电焊机作为动火点进行管理。

（6）使用气焊、气割动火作业时，乙炔瓶应直立放置，不

应卧放使用；氧气瓶与乙炔瓶的间距不应小于 5m，二者与动火

点间距不应小于 10m，并应采取防晒和防倾倒措施；乙炔瓶应安

装防回火装置。

（7）作业完毕后应清理现场，确认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

二、有限空间作业

（1）作业方案必审批。作业前应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

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作业

方案，明确参与作业人员的各自安全职责，并经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准。

（2）作业人员必培训。企业要对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

员、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进行

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培训。

（3）作业过程必通风。作业前必须使用清洁空气对有限空

间进行强制通风直至空气检查合格。作业中要采取强制通风措

施，保持空气流通。发现通风设备停止运转、有限空间内氧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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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低于或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高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限值时，必

须立即停止有限空间作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4）有毒有害必检测。作业前应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使

用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对有限空间内气体进行检测，不得早于

作业开始前 30 分钟。垂直方向的检测由上至下，至少进行上、

中、下三点检测；水平方向的检测由近至远，至少进行进出口近

端点和远端点两点检测；检测指标应包括氧浓度、易燃易爆物质

（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作业全

程要采取泵吸式或者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对有限空间作业面

进行实时监测。

（5）防护用品必配备。作业人员在进入有限空间前应根据

作业环境选择并佩戴符合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与安全防护设备。

主要有：安全帽、全身式安全带、安全绳、呼吸防护用品、便携

式气体检测报警仪、照明灯和对讲机等。

（6）作业监护必到位。进行作业时，监护人员应在有限空

间外全程持续监护，不得擅离职守。监护人员要全程跟踪作业人

员作业过程，保持信息沟通，发现异常状况及时报警，并协助作

业人员撤离。

（7）应急救援必科学。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作业

现场负责人应及时向企业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情况，尽可能采取

非进入式救援。当无法采取非进入式救援时，救援人员必须佩戴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全身式安全带、安全帽等个体防护用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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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救援，严禁无防护开展进入式救援。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

援条件，应及时拨打 119 和 120，借助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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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邻近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粉尘的放空管线或烟囱

等场所进行作业时，应预先与作业属地生产人员取得联系，并采

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作业人员应配备必要的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的防护装备（如隔绝式呼吸防护装备、过滤式防毒面具或口罩

等）。

（4）作业使用的工具、材料、零件等应装入工具袋，上下

时手中不应持物，不应投掷工具、材料及其他物品；易滑动、易

滚动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手架上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5）在同一坠落方向上，一般不应进行上下交叉作业，如

需进行交叉作业，中间应设置安全防护层，坠落高度超过 24m

的交叉作业，应设双层防护。

（6）因作业需要，须临时拆除或变动作业对象的安全防护

设施时，应经作业审批人员同意，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作业

后应及时恢复。

（7）拆除脚手架、防护棚时，应设警戒区并派专人监护，

不应上下同时施工。

（8）安全作业票的有效期最长为 7 天。当作业中断，再次

作业前，应重新对环境条件和安全措施进行确认。

五、吊装作业

（1）一、二级吊装作业，应编制吊装作业方案。吊装物体

质量虽不足 40t，但形状复杂、刚度小、长径比大、精密贵重，

以及在作业条件特殊的情况下，三级吊装作业也应编制吊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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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吊装作业方案应经审批。

（2）吊装场所如有含危险物料的设备、管道时，应制定详

细吊装方案，并对设备、管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必要时停车，

放空物料，置换后再进行吊装作业。

（3）作业前，作业单位应对起重机械、吊具、索具、安全

装置等进行检查，确保其处于完好、安全状态，并签字确认。

（4）指挥人员应佩戴明显的标志。

（5）应按规定负荷进行吊装，吊具、索具应经计算选择使

用，不应超负荷吊装。

（6）不应利用管道、管架、电杆、机电设备等作吊装锚点；

未经土建专业人员审查核算，不应将建筑物、构筑物作为锚点。

（7）起吊前应进行试吊，试吊中检查全部机具、锚点受力

情况，发现问题应立即将吊物放回地面，排除故障后重新试吊，

确认正常后方可正式吊装。

（8）吊装作业人员应遵守如下规定：吊物接近或达到额定

起重吊装能力时，应检查制动器，用低高度、短行程试吊后，再

吊起；利用两台或多台起重机械吊运同一重物时应保持同步，各

台起重机械所承受的载荷不应超过各自额定起重能力的 80％；

不应在起重机械工作时对其进行检修；不应在有载荷的情况下调

整起升变幅机构的制动器；停工和休息时，不应将吊物、吊笼、

吊具和吊索悬在空中。

（9）监护人员应确保吊装过程中警戒范围区内没有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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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或车辆经过；吊装过程中吊物及起重臂移动区域下方不应有

任何人员经过或停留。

（10）作业完毕应做如下工作：将起重臂和吊钩收放到规定

位置，所有控制手柄均应放到零位，电气控制的起重机械的电源

开关应断开；对在轨道上作业的吊车，应将吊车停放在指定位置

有效锚定。

六、临时用电作业

（1）在运行的火灾爆炸危险性生产装置、罐区和具有火灾

爆炸危险场所内不应接临时电源，确需时应对周围环境进行可燃

气体检测分析。

（2）在开关上接引、拆除临时用电线路时，其上级开关应

断电、加锁，并挂安全警示标牌，接、拆线路作业时，应有监护

人在场。

（3）临时用电应设置保护开关，使用前应检查电气装置和

保护设施的可靠性。所有的临时用电均应设置接地保护。

（4）临时用电还应满足如下要求：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应使

用相应防爆等级的电气元件，并采取相应的防爆安全措施；临时

用电线路及设备应有良好的绝缘，所有的临时用电线路应采用耐

压等级不低于 500V 的绝缘导线；临时用电线路经过火灾爆炸危

险场所以及有高温、振动、腐蚀、积水及产生机械损伤等区域，

不应有接头，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盘、

箱应有电压标志和危险标志，应有防雨措施，盘、箱、门应能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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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关闭并上锁管理；临时用电设施应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漏电保

护器，移动工具、手持式电动工具应逐个配置漏电保护器和电源

开关。

（5）临时用电时间一般不超过 15 天，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30 天；用于动火、受限空间作业的临时用电时间应和相应作业

时间一致；用电结束后，用电单位应及时通知供电单位拆除临时

用电线路。

七、动土作业

（1）作业前，应检查工器具、现场支撑是否牢固、完好，

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2）作业现场应根据需要设置护栏、盖板和警告标志，夜

间应悬挂警示灯。

（3）在动土开挖前，应先做好地面和地下排水，防止地面

水渗入作业层面造成塌方。

（4）作业前，作业单位应了解地下隐蔽设施的分布情况，

作业临近地下隐蔽设施时，应使用适当工具挖掘，避免损坏地下

隐蔽设施；如暴露出电缆、管线以及不能辨认的物品时，应立即

停止作业，妥善加以保护，报告动土审批单位，经采取保护措施

后方可继续作业。

（5）挖掘坑、槽、井、沟等作业，应遵守下列规定：不应

在坑、槽、井、沟上端边沿站立、行走；在坑、槽、井、沟的边

缘安放机械、铺设轨道及通行车辆时，应保持适当距离，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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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固壁措施，确保安全；在拆除固壁支撑时，应从下而上进行；

更换支撑时，应先装新的，后拆旧的；不应在坑、槽、井、沟内

休息。

（6）机械开挖时，应避开构筑物、管线，在距管道边 1m 范

围内应采用人工开挖；在距离直埋管线 2m 范围内宜采用人工开

挖，避免对管线或电缆造成影响。

（7）动土作业人员在沟（槽、坑）下作业应按规定坡度顺

序进行，使用机械挖掘时，人员不应进入机械旋转半径内；深度

大于 2m 时，应设置人员上下的梯子等能够保证人员快速进出的

设施；两人以上同时挖土时应相距 2m 以上，防止工具伤人。

（8）在生产装置区、罐区等危险场所动土时，监护人员应

与所在区域的生产人员建立联系，当生产装置区、罐区等场所发

生突然排放有害物质时，监护人员应立即通知作业人员停止作

业，迅速撤离现场。

八、断路作业

（1）作业前，作业单位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交通组织方案，

应能保证消防车和其他重要车辆的通行，并满足应急救援要求。

（2）作业单位应根据需要在断路的路口和相关道路上设置

交通警示标志，在作业区域附近设置路栏、道路作业警示灯、导

向标等交通警示设施。

（3）在道路上进行定点作业，白天不超过 2h、夜间不超过

1h 即可完工的，在有现场交通指挥人员指挥交通的情况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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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业区域设置了相应的交通警示设施，可不设标志牌。

（4）在夜间或雨、雪、雾天进行断路作业时设置的道路作

业警示灯，应满足以下要求：设置高度应离地面 1.5m，不低于

1.0m；其设置应能反映作业区域的轮廓；应能发出至少自 150m

以外清晰可见的连续、闪烁或旋转的红光。

（5）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清理现场，撤除作业区域、

路口设置的路栏、道路作业警示灯、导向标等交通警示设施，报

告有关部门恢复交通。

编审：周军 龙永伟 责任编辑：孟祥林 冯坤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编印


	8大危险作业安全规范！你知道是哪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