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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一般管理
Ⅰ-1．作业服装

1　安全帽、安全帽绳是否受损？

2　安全帽是否具备防止意外坠落及意外坠物的双重功能？

3　是否端正佩戴安全帽？ 
  　是否系紧安全帽绳？

4　是否穿着安全防护鞋？

5　工作服的袖口纽扣是否扣紧？

6　工作服是否有破损？

7　安全带和安全扣是否有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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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3．安全通道Ⅰ-2．整理整顿

1　脚手架上的物品、建材是否有掉落的危险？

2　是否有安全通道？

3　材料是否与通道平行放置？

4　配电盘及灭火器前是否堆放有建材？

5　工具与建材器材是否分门别类整理摆放？

6　不需要的材料是否已经整理安放整齐？

7　是否乱堆乱放危险物品？

1　作业场所是否有合适的照明？

2　是否有安全通道？
  　是否有安全通道标识？

3　距离通道地面 1.8 米的高度范围内是否有障碍物？

4　开口处、植筋是否得到保养？

5　安全通道是否拥有足够的宽度？

6　安全通道是否堆放着建材器械？

7　安全通道上是否去除了磕绊、打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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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5．宿舍Ⅰ-4．办公室、休息室

1　 是否备有急救箱？ 
药品是否充足？

2　灭火器是否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3　休息室的换气是否充分？

4　照明是否充分？

5　室内的整理整顿是否令人满意？

6　休息设备的状态是否良好？

7　有必要小憩时，是否有小憩室？

1　4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是否得到有力执行？

2　走廊或台阶上是否堆放着杂物？

3　是否有管理员的标识？

4　 是否有居住者姓名的标识？ 
是否有最多入住人数的标识？

5　是否有警铃？

6　是否有灭火设备？

7　是否张贴有宿舍规则？

8　 二楼也有寝室时，是否配有逃生楼梯？ 
（15 人以上时需要配有 2处逃生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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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循环

安全早会
（全员） 安全会议

（危险预知
活动）

作业开始
前的检查

作业所所长
巡视

（安全巡视）作业中的
指导、监督

安全工程
的预备会

作业场所
的扫尾工作

作业结束
时的检查

今天的工作
结束了

辛苦了

Ⅰ-7．安全施工循环Ⅰ-6．防火设备

1　是否有火灾责任人标识？

2　烟灰缸里是否有水？

3　是否有指定的吸烟处？

4　吸烟处是否有灭火器？

5　是否有灭火器标识？

6　吸烟处是否有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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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9．发生事故时Ⅰ-8．安全标识

　危险区域标识及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定标识都张贴在现场，请理解
其含义并一同遵守吧。

1　是否备有急救药品？

2　是否备有担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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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90cm以上

脚手架铺板的重合部分20cm以上

中栏杆

挡脚板

開口部
开口处

Ⅱ-2．开口处
Ⅱ　防止坠落、坠物事故
Ⅱ-1．工作台

1　 是否有材料载重表？ 
是否超载？

2　是否有挡脚板。（可能有东西会掉落的地方）

3　 脚手板宽度是否在 40cm以上。 
间隙是否在 3cm以下。

4　脚手架铺板的支点是否低于 1.8m

5　 是否有高于 90cm的结实扶手。 
是否安装中栏杆。

6　脚手架铺板之间的重叠部分是否超过 20cm。

7　脚手架铺板是否有 3个以上的支撑点。（脚手架铺板长 4m时）

8　脚手架铺板是否被紧紧固定住。

1　开口处的遮蔽盖是否足够坚固、是否拥有耐久性？

2　遮蔽盖上是否有开口处标识？

3　使用中要取下遮蔽盖时，是否树立路障禁止他人进入？

4　遮蔽盖是否出现松动？

5　防止打滑的横档是否牢固？

6　是否架设有牢固的扶手？

7　扶手处是否有开口处标识？

8　是否安装挡脚板？

9　不使用时是否关闭遮蔽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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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3．开口处周边作业

  1　 是否设有高 90cm以上的扶手？ 
是否安装挡脚板？

  2　是否有开口处注意标识？

  3　开口处周边是否经过仔细整理整顿？

  4　是否选择适当场所吊、放材料？

  5　是否上下同时作业？

  6　是否设置有路障？

  7　卸下建材时是否使用安全带？

  8　长尺寸物品是否使用辅助绳？

  9　起吊货物作业时是否有作业指挥？

10　起重机的吊装作业是否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人员操作？

11　是否使用水平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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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⑨
③

②

④

⑤⑥

⑧⑪

⑩
⑦

Ⅱ-5．滚轮脚手架Ⅱ-4．移动爬梯

  1　高、深超过 1.5m时，是否设有安全的升降设备？

  2　作业具有坠落危险时，是否使用主绳与安全索？

  3　爬梯的安放状态是否稳定？

  4　爬梯上端是否超出工作台 60cm？

  5　是否在爬梯上进行反向施力的作业？

  6　是否装有防滑橡胶？

  7　踏脚是否等间距？

  8　爬梯的宽度是否超过 30cm？

  9　爬梯是否有其他作业人员协同扶持？

10　放置角度是否为 75°左右？

11　是否手持物品升降？

  1　作业员是否使用安全带？

  2　是否有升降设备？

  3　是否手持物品升降？

  4　是否 4个车轮都有刹车？

  5　是否正确设置抛撑？

  6　是否载人移动？

  7　是否低于限高？（至第 5段）

  8　是否有器械操作责任人标识？

  9　是否在工作台上使用折叠梯？

10　是否有高于 90cm的扶手？

11　是否有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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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7．门式脚手架（上）Ⅱ-6．高空作业车

  1　各部位材料及钢缆是否受损？

  2　工作台、升降装置的状态是否良好？

  3　安全装置的运作状态是否良好？

  4　是否有承载荷重标识？

  5　使用场所是否平坦？

  6　作业员是否探身超出高空作业车？

  7　是否在工作台上使用折叠梯？

  8　是否使用安全带？

  9　移动时工作台是否有下降？

10　支腿的状态是否良好？

11　禁止在倾斜地面上使用。

1　脚手架与建筑间是否有连接通道？

2　脚手架上是否有建材？

3　是否有末端紧固件？

4　是否有垂直网？

5　堆放在脚手架上的材料是否为一跨 400kg 以下的材料？

6　 工作台是否有 40cm以上？ 
工作台的间隙是否在 3cm以下？

7　在脚手架上时是否使用安全带？

8　脚手架与建筑的间隙是否在 30cm以下？

9　超过 30cm时，间隙之间是否有夹层网？

―　　―17―　　―16



⑦

脚手架连墙件

夹紧环

竖立杆

Ⅱ-9．单排管脚手架（上）Ⅱ-8．门式脚手架（下）

1　是否整平压实地面？

2　是否有底板？

3　是否用钉子将可调底座牢牢固定在脚手架铺板上？

4　是否有扫地杆？

5　脚手架与建筑的间隙是否在 30cm以下？

6　超过 30cm时，间隙之间是否有夹层网？

7　是否四周都有支撑物？

8　是否正确安装脚手架连墙件 ?

1　是否正确安装连墙件？

2　 工作台是否有 40cm以上？ 
工作台的间隙是否在 3cm以下？

3　斜撑杆是否和所有竖立杆紧密相连？

4　升降设备是否正确安装？

5　是否有材料载重标识？

6　脚手架上是否使用安全带？

7　堆放在脚手架上的材料是否为一跨、400kg 以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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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1．门式脚手架的组装、拆解作业Ⅱ-10．单排管脚手架（下）

1　是否整平压实地面？

2　是否有底板？

3　是否用钉子将单排管固定器紧固在脚手架上？

4　第一层的铺板高度是否低于 2m？

5　脚手架的宽度是否小于 1.5m？

6　是否有扫地杆？

7　竖立杆的间距是否小于 1.85m？

1　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或作业指挥员？

2　是否任命了装卸材料时的手势指挥员？

3　 是否有主绳？ 
作业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

4　脚手架上的材料是否处于稳定的状态？

5　作业员是否从脚手架上抛落材料？

6　是否有禁止入内的设备并设有禁止入内的告示牌？

7　是否每层都设有升降设备？

8　主绳支柱的间隔是否小于 10m？

9　作业员是否持有必要的资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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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3．钢架构主体作业Ⅱ-12．单排管脚手架的组装、拆解作业

1　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或作业指挥员？

2　 是否任命了监督员与手势指挥员？ 
是否有看板？

3　 是否有主绳？ 
主绳支柱的间隔是否小于 10m？

4　作业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

5　是否上下同时作业？

6　 是否有底板？ 
单排管基底是否用钉子紧固？

7　脚手架铺板是否紧固？

8　是否有作业主管标识？

9　是否有禁止入内的路障、警戒绳、告示牌？

1　 是否有主绳？ 
主绳支柱的间隔是否小于 10m？

2　作业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

3　升降时，是否使用主绳及安全索？

4　是否携带工具袋？

5　给予起重机操作员的手势指挥是否得当？

6　主体建设是否依照主体建设计划及作业步骤切实进行？

7　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或作业指挥员？

8　是否有禁止入内的路障、警戒绳、告示牌？

9　是否有安全网？

―　　―23―　　―22



Ⅱ-15．斜屋顶作业Ⅱ-14．外墙PC板的安装作业

1　PC板的吊钩是否正常？

2　吊挂处下方是否有防落下措施？

3　 是否有监督员在场？ 
是否有禁止入内的路障、警戒绳、告示牌？

4　 是否有收纳小工具的收纳箱？ 
工具上是否绑有防止掉落的吊绳？

5　作业员是否使用安全带？

6　是否使用辅助绳？

7　安装 PC板后，是否重新铺设安全网？

1　 需要在屋顶放置材料时，是否直接用脚手架铺板当垫板并将材料
放在其上？

2　通道宽度是否大于 30cm？

3　是否有通向屋顶的升降通道？

4　是否使用安全带？

5　是否使用水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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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防止坍塌、倒塌
Ⅲ-1-1．挖掘作业Ⅱ-16．安全带的使用方法

  1　安全带与安全扣是否有破损？

  2　安全带是否装备在盆骨部位？

  3　D形环是否处于在脊柱部位？

  4　吊钩是否高于腰部？

  5　在危险地带是否使用安全带？

  6　是否使用辅助绳控制材料？

  7　安全带（吊钩）的固定处是否坚固？

  8　安全扣是否与尖锐物体接触？

  9　升降活动梯时是否使用主绳与安全索？

10　使用安全带时，是否将身体的重量施加在其上？

1　 挖掘作业前的调查事项 
※形状、地质、地层 
※断裂、地下水、泉水 
※地下设施 
（电缆、天然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等） 
※天然气与水喷出

2　挖掘深度超过 2m时，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

3　是否任命了防土地崩塌临时支架铺设作业主管？

4　挖掘后，坡面上部是否放置着施工期间的泥土？

5　是否检测到不稳定石头与断裂？

6　降雨时是否对坡面进行保养？

7　是否在会坍塌状况下挖掘？

8　夜间照明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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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去除了会导致崩塌的表土及不稳定的石头？

高度不
足 5m
时

高度不
足 2m
时

高度大
于 2m，
且不足
5m 时

高度大于
5m 时

高度大于
5m 时

90°以下

90°以下

75°以下

60°以下75°以下

45°以下

35°以下

或
   高度不足
   5m 时

或
   高度不足
   2m 时

· 斜面控制在 35°以下且
　 高度不可超过 5m

· 斜面控制在 45°以下且
 　高度不可超过 2m

[1] 岩盘或坚硬粘土形成的天然地基

[2] 其它天然地基

[3] 沙子形成的天然地基
[4] 容易因爆破等崩塌的天然地基

Ⅲ-2．防土地崩塌临时支架Ⅲ-1-2．挖掘作业

  1　挖掘作业的深度超过 2m时，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

  2　是否有裂缝及落石的检查表单？

  3　是否依照防土地崩塌计划施工？

  4　挖掘出的泥石是否堆放在安全地带？

  5　挖掘深度超过 1.5m时，是否采用防土地崩塌临时支架及扶手？

  6　是否立即架设围令及中间桩？

  7　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

  8　 是否于作业开始前确认自然地基的状态？ 
是否确认雨后及地震后的自然地基的状态？

  9　是否有禁止入内的路障、告示牌？

10　是否有上下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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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2．液压挖掘机
Ⅳ 防止建筑机械事故
Ⅳ-1．建筑施工用车作业

―　　―31―　　―30

1　是否建立建筑施工用车作业计划？ 
 　  ・种类与功能 
　   ・运行线路 
　   ・作业方法

2　是否在作业前决定作业人员配置？ 
　  是否所有人员都知晓注意事项？

3　作业前是否经过检查？ 
　  （法定检查、自主检查）

4　是否任命了引导员？ 
　  引导手势是否统一？

5　操作员是否充分理解机械的特性？

6　是否用作其他用途？

7　作业员是否坐在驾驶位以外的地方？

8　操作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1　挖掘作业是否依照作业计划及作业步骤进行？

2　是否任命了作业主管？

3　操作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4　作业前，是否对刹车、离合器、液压装置等进行检查？

5　安放机械的场所是否足够牢固？

6　机械旋转半径内是否有作业员？

7　在狭窄的区域是否安排有手势指挥员？

8　是否有禁止入内路障？ 
　　是否有引导员？

9　操作员离开驾驶位时，是否关停引擎？

10　是否在会坍塌状况下挖掘？

11　是否将液压挖掘机当作起重机使用？



Ⅳ-4．混凝土泵车Ⅳ-3． 打桩、拔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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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2　作业是否依照作业计划及作业步骤进行？

3　离合器、刹车、起重钢索是否出现异常？

4　引导手势是否统一？

5　是否使用垫底钢板？

6　是否设置路障，以免其它作业员靠近？

7　操作员离开驾驶位时，是否关停引擎？ 
　    是否降下振动锤？ 
　    刹车是否定位？

8　是否安排组装、移动时的作业主管？

9　是否有监督员在场？ 
　    是否有手势指挥员在场？

10　手势指挥员是否是选定指挥员？

1　是否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人员组装输送管？

2　是否依照作业步骤书，并在作业主管的指挥下组装输送管？

3　输送管的连接部位状态是否良好？

4　引导手势是否统一？

5　悬臂下方是否有作业员？

6　是否已经决定建筑基底的混凝土浇灌顺序？ 
　  相关人员是否已全员知晓？

7　是否在松软的地基上铺设垫底钢板？

8　是否有引导员在场？

9　清洗输送管时，是否做好防飞溅措施？



Ⅳ-5．翻斗车、卡车
Ⅴ　防止起重机事故
Ⅴ-1．移动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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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始驾驶前是否检查刹车、离合器？

2　荷载是否超过最大载重？

3　尾灯是否出现异常？

4　车灯等的指示器是否异常？

5　倒车提示音是否有异常？

6　车胎是否黏附泥土？

7　驾驶员是否遵守交通规则？

8　是否对货架升降机进行检查？

9　在倾斜的地面上是否使用车胎限动器？

10　是否有引导员在场？

11　是否严格遵守车辆最高乘载人数？

1　是否已经制定作业方法？ 
　　是否有作业指挥在场？

2　操作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3　吊装作业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4　起重机的性能是否满足作业计划？

5　缆绳是否受损？

6　刹车与离合器是否受损？

7　是否按下防过载装置按钮？

8　缆绳的闩锁装置是否出现异常？

9　是否已经选定手势引导员？ 
　　是否已经决定指挥手势？

10　地基是否牢固？ 
　　支腿是否以最大距离设置？

11　起重机周围是否设有路障？

12　吊起的货物下方是否有人？



Ⅴ-2．随车起重运输车 Ⅴ-3-1．吊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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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卷警报装置是否异常？

2　缆绳是否异常？

3　吊钩的旋转情况是否良好？ 
　  缆绳的闩锁装置的状态是否良好？

4　货物重量是否在起吊性能以下？

5　缆绳回卷是否规则？ 
  　刹车是否出现异常？

6　操作员是否持有该类起重机的资格证书？

7　地基是否牢固？ 
　  支腿是否以最大距离设置？

1　缆绳是否受损？

2　是否针对货物的边角处实施防缆绳损伤措施？

3　吊装作业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明？

4　吊挂角度是否在 60°以内？

5　是否单股缆绳起吊？

6　长尺寸物品是否使用辅助绳？

7　起吊离地后，是否确认被吊物的稳定程度？

8　是否依照吊装作业责任人的指挥进行作业？

60°以内



Ⅴ-3-2．吊装作业 Ⅴ-4．吊装用具

2. 双股缆绳起吊

起吊大尺寸货物时，

双股缆绳起吊更安全

3. 挂钩挂住缆绳起吊

该种起吊方式会极度弯折缆绳，

建议不采用

4. 口袋吊

使用高强度的口袋

5. 网吊

起吊小体积货物时使用

6）其它 三股缆绳起吊

紧绑 松绑

1. 单股缆绳起吊

原则上禁止

《辅助绳的使用》

辅助绳用于起吊大尺寸货物

使用辅助绳防止起吊货物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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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图①所示，有 10% 以上的钢丝断裂的缆绳

2　直径减少 7% 以上的缆绳

3　弯折的缆绳

4　明显形变、被腐蚀

5　圆环相连的部分受损的缆绳

6　因钩环与夹具而产生变形或龟裂

7　长度比生产时多了 5% 以上的铁链



Ⅵ　防止触电事故
Ⅵ-1．临时照明 Ⅵ-2．架空电线接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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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灯泡与插座是否破损？

2　灯泡是否有防护罩？

3　电缆是否破损？

4　是否使用包胶电缆？

5　包胶电缆是否破损？

6　是否将包胶电缆当作普通绳索使用？

7　包胶电缆是否出现过热情况？

8　插头是否破损？

1　是否检查了电线的位置？

2　是否与电力公司议定了安全对策？

3　是否确认了电压、位置、距离？ 
　  是否有危险表示告示牌？

4　是否有防止触电的栅栏？

5　是否安装了防护管？

6　是否有监督员在场？

7　是否确保了安全隔离距离？



Ⅵ-3．焊接作业
Ⅶ　防止电气工具事故
Ⅶ-1．圆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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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使用了眼镜、皮手套等保护用具？

2　作业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3　漏电断路闸是否异常？

4　自动防电击装置是否异常？

5　是否在潮湿的场所或身着潮湿的服装进行作业？

6　是否在会被雨淋的场所作业？

7　是否标示了使用责任人的姓名？

8　是否接好接地线？

9　电缆连接部位的胶带状态是否良好？

10　是否经常保养未固定电缆？

11　接地线卡扣的安装地点是否在焊接场所附近？

12　握柄是否受损？

1　锯刃是否破损？ 
　　各处螺栓及螺钉是否松动？

2　包胶电缆是否破损？

3　是否有接地线？

4　保护罩的状态是否良好？

5　刹车的状态是否良好？

6　是否在稳定的平台上作业？

7　禁止戴手套作业

8　圆锯的使用工程中是否发出异响？

9　是否在锯刃仍在旋转时移动圆锯？

10　作业前是否确认了电缆位置？



1　是否使用适合当前作业的砂轮机？

2　砂轮是否破损？

3　是否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人员更换砂轮？

4　是否有保护罩？

5　作业员是否使用防尘镜与防尘面罩？

6　作业前，是否先使砂轮机空转 1 分钟检查其状态？

7　包胶电缆与插头是否破损？

8　插头是否带接地线？

Ⅶ-2．电钻 Ⅶ-3．砂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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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钻头是否破损？

2　按钮是否异常？

3　是否将电钻放在身体前方使用？ 
　　作业姿势是否安全？

4　在垂直面开孔时，是否确认对面有无其他人员？

5　包胶电缆是否内含三根线？ 
　　是否有接地线？

6　材料是否被牢牢固定住？

7　使用时否是出现异响与振动？

8　电缆的位置是否良好？ 
　　电缆是否妨碍作业？

9　包胶电缆是否破损？

10　移动时是否关停电钻？ 

11　不使用时是否从插座上拔离插头？



1　机械是否在空转状态？

2　横梁上是否散乱堆放着螺栓？ 
　  螺栓是否收纳进盒子？

3　是否将高强度螺栓用作临时螺栓？

4　作业员是否使用全身安全带？

5　是否强行拉伸包胶电缆？

6　包胶电缆是否受损？

7　接地线的状态是否良好？

8　螺母与冲击锤的头部的尺寸是否合适？

9　高空作业时，下方是否有人？

1　作业员是否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2　压力槽是否异常？ 
　　压力调整期是否异常？

3　软管是否有孔洞？

4　是否使用专用器具切实连接软管？

5　储气瓶是否保持 40℃以下？

6　储气瓶是否安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

7　储气瓶是否被放置在远离火源之处？

8　是否用绳索将储气瓶固定？

9　是否有空实瓶表示？

10　是否使用了遮光镜、皮手套、安全防护鞋？

11　是否使用了防火布？

Ⅶ-4．冲击锤
Ⅷ　防止火灾、爆炸事故
Ⅷ-1．瓦斯焊接、熔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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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火现场周围是否有可燃物？

2　是否使用防火布？

3　是否标示了隔热工程的施工处？

4　是否依照作业指挥员的指挥作业？

5　是否用绳索等固定储气瓶？

6　近处是否有灭火器？

1　所长是否任命了责任人？

2　是否有禁止入内告示牌？

3　是否在危险物附近用火？

4　使用须要许可的材料时，是否从消防局获得许可？

5　危险物的保存状态是否良好？

6　危险物仓库是否由负责人上锁？

Ⅷ-2．在发泡塑料类隔热材料附近作业 Ⅷ-3．使用危险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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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选用了有害性低的涂料？

2　作业员是否对材料的有害性有清楚的认识？

3　是否依照作业指挥及作业步骤进行作业？

4　是否使用了防毒面具？

5　作业场所附近是否有火源？

6　换气工作是否充分？

7　作业员是否接受了有机溶剂作业的教育？

8　空容器的防盗对策是否完善？

1　作业主管是否检测了氧气浓度？

2　换气工作是否充分？

3　是否确认进出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

4　是否通过作业主管的直接指示进行作业？

5　作业员是否接受了缺氧相关的教育？

6　是否有安全带固定设备？ 
　  作业员是否使用了安全带？

7　是否准备氧气面罩？

8　是否有缺氧症告示牌？

Ⅸ　职业病的预防
Ⅸ-1．有机溶剂作业 Ⅸ-2．缺氧症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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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经常清扫作业场所？

2　是否经常洒水？

3　换气是否充分？

4　是否使用了防尘面罩与防尘镜？

5　作业员是否定时接受特殊体检？

6　隧道工程前，是否进行粉尘检测？

7　作业员是否接受了特别教育？

1　作业前是否对振动工具进行了检查？

2　振动作业是否被限制在一天 2 小时以内？

3　作业员是否定时接受特殊体检？

4　作业前，作业员是否做准备运动？

5　作业员是否使用防振手套、防振手柄罩及耳栓？

Ⅸ-3．粉尘作业 Ⅸ-4．振动危害危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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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有防噪音设备？

2　作业员是否定时接受听力检查？

3　作业员是否佩戴了耳栓？

4　作业员是否接受了噪音预防教育？

1　室外作业时，是否有遮阳设备？

2　是否时常检测温度、湿度？

3　是否时常摄入水分、盐分、运动型饮料？

4　是否时常观察作业员的健康状态？

5　作业员是否适时休息？

Ⅸ-5．噪音危害危险作业 Ⅸ-6．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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