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 行车机械伤害事
故心得体会(通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篇一

车辆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被广泛的应
用于各种场合。但是，在驾驶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各样的
车辆故障和事故，其中，行车机械伤害事故占据了一大部分。
因此，我们需要在行车过程中不断学习新知识，总结经验，
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

第二段：认识行车机械伤害事故

在行车过程中，发动机的故障、制动系统的失效、转向系统
的故障等，都有可能导致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车辆故
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驾驶员的非法驾驶、车辆零
部件的磨损和老化、外部环境因素等。在遭遇车辆故障时，
驾驶员需要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及时排除故障，
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第三段：预防行车机械伤害事故

避免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需要我们平时进行多种预防
工作。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平时的汽车维护，定期进行保养，
检查车辆零部件，及时更换磨损和老化的车辆零部件。其次，
车辆驾驶员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驾驶知识，保持良好的
驾驶状态，不要疲劳驾驶或酒后驾驶。最后，在行车过程中，



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车辆的状态，并且要注意及时排除车辆
故障，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第四段：应对行车机械伤害事故

在行车过程中，当遇到车辆故障和事故时，驾驶员需要保持
冷静，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措施，区分处理方法。例如，遇
到制动系统失效时，驾驶员需要立即松开油门，并尽可能踏
下踏板，让车辆自然减速，然后利用紧急刹车装置，或者手
动拉手刹，来制止车辆。当然，遇到车辆起火、高速爆胎等
情况，驾驶员需要及时拨打紧急电话，报警求救，并在处理
紧急情况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安全。

第五段：结论

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危害性质极大，一旦发生，不仅会给驾
驶员、乘客带来伤害，同时也会对社会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经
济和精神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增强意识，加强预防措施，
从源头上避免尽可能发生车辆事故。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
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学习相关知
识，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维修保养和事故应对能力，减少事
故的破坏性，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行车保驾护航。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篇二

1.1为及时、有效、迅速地处理由于机械伤害造成的人身伤亡
事件，避免和减轻因机械伤害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根
据《xx公司安全生产危及事件管理工作规定》的通知精神要求，
特制定《辽宁大唐国际锦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机械伤害人身
伤亡事故应急预案》。

1.2本预案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以“保人身、
保电网、保设备”为原则，以《中国xx公司安全工作规定》、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热力机械部分）有关内容为指导，



根据电力生产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而制定。

在机组检修、设备改造，日常生产维护，对外承接检修工程
及机械加工工作中，因执行制度不严、安全技术措施不认真
落实、少数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不强、习惯性违章
时有发生等原因均有可能造成机械伤害。

3.1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

3.1.1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指挥：xx

副总指挥：xx

机构成员：周彦东，刘清志

3.1.2指挥部职责：

事故发生后，总指挥或总指挥委托副总指挥赶赴事故现场进
行现场指挥，成立现场指挥部，批准现场救援方案，组织现
场抢救。负责组织有关部室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在发生机械伤害人身伤亡事件后，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本预
案规定程序，组织力量对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必要时向地方
政府汇报。

负责向集团公司和分公司汇报事故情况和事故处理进展情况。

组织和提供在抢险过程中善后处理工作的物资和车辆供应

3.1.3各成员职责

明确本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及日常检查工作。



组织对本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根据事故报告宣布启动本预案。

当危及状态消除，宣告应急行动结束。

负责发生事故后（原因、处理经过，人员伤亡情况及经济损
失情况），调查报告的编写和上报工作。

3.1.4应急通讯：

领导小组组长xx办公室电话xx手机66001

副组长xx办公室电话xx手机66008

xx办公室电话xx手机66006

xx办公室电话xx手机66007

xx办公室电话2986005手机66005

日常管理办公室安监部办公室电话安监部部长：xx手机66061

公司火警（消防队）电话社会火警电话119

公司医务室电话市医院急诊电话120

公司总机电话公司值班电话（值长）

3.2危急事件的预防

3.2.1各级人员在作业工作中均应严格执行《电业安全工作规
程》（热力机械部分）“31条”“35条”“36条”“37条”
的规定。



3.2.2机械加工工作中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加工设备的性能和正
确的操作方法，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3.2.3使用工具前应进行检查，不完整的工具不准使用。

3.2.4大锤和手锤的锤头必须完整，且表面光滑，不得有歪斜、
缺口、裂纹等情形。大锤及手锤的手柄必须装设牢固。

3.2.5不准戴手套或单手抡大锤，抡大锤时周围不准有人靠近。

3.2.6用凿子凿坚硬物体时（如各种金属、水泥等），必须配
戴防护眼镜，必要时装设临时安全围栏，以防碎片打伤人。

3.2.7锉刀、手锯、木钻、螺丝刀等工具手柄应安装牢固，没
有手柄的不准使用。

3.2.8砂轮必须进行定期检查。砂轮应无裂纹及其它不良情况。
砂轮机必须装有钢板制成的防护罩。禁止使用无防护罩的砂
轮机。

3.2.9使用砂轮机研磨时，应戴防护眼镜。用砂轮机磨工具时
应使火星向下，不准用砂轮侧面研磨工具。

3.2.10使用时操作人员应站在锯片的侧面，锯片应缓慢靠近
被加工物体，不准用力过猛。

3.2.11使用锯床时，必须把钻孔的物件安装牢固，不准戴手
套操作。

3.2.12使用锯床时，工件必须夹牢，长的工件两头应垫牢，
以防止工件锯断时伤人。

3.2.13各种加工机械附近要设有明确的操作注意事项。

3.2.14在清理金属碎屑时，必须等转动设备停转才可清理。



不准用手直接清理，要用专用工具。

3.2.15在设备检修和正常维护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为了保证有安全的工作条件和设备的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
生，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因为在工作票的栏目里，对
于每项的要求都比较严谨，从工作负责人的确定到工作地点
及内容，工作开工时间到结束时间的计划安排，必须采取的
安全措施一应俱全，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设备
安全奠定可靠的基础。如不执行工作票制度，就不可能有完
善的安全措施，所检修的设备与运行设备无法隔断，人员与
设备的安全无法保障，事故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

作业前应认真进行作业风险预控分析，工作负责人根据作业
内容、作业方法、作业环境、人员状况等去分析可能发生危
及人身或设备安全的危险因素，认真填写作业风险分析表并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

3.2.16在燃料运输量设备系统上进行检修和维护作业时还应
做好以下工作

在进行斗轮机和推煤机的检修过程中，应做好防止机器突然
启动的安全措施，切断相关设备和电源，并挂“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警告牌。防止起重作业更换液压马达时，斗轮悬
架必须用钢丝绳和支架牢牢地固定在有可靠拉力的锚连接的
钢件上，严格检查工器具、必须保证完好，起吊时检修人员
必须听从起重工指挥。严禁站在吊车起吊臂和重物下方，物
放平稳，防止落物伤人。悬臂前端安装可靠支撑，斗轮机体
必须放在平稳的支撑上，防止倾斜伤人，由于斗轮机庞大，
将斗轮机悬臂平放在煤堆上，工作人员应穿合适的工作服、
工作鞋，系好安全带，在传递钢丝绳时，应设专人指挥，并
做好高处作业防坠落措施，工作区下面禁止站人、悬臂在下
限位时、滚筒上至少有5圈钢丝绳，上限位时滚筒上至少有3
圈钢丝绳，空跑道位置，钢丝绳固定点牢固可靠，否则将会



伤害工作人员和损坏设备。在推土机消缺过程中，上下要小
心，抓牢把手时方可上下以防滑跌伤人。对煤堆上形成的陡
坡、悬崖在未消除前，推煤机不得靠近。

在检查和清理输煤设备时，应防止人身触及皮带或其他转动
部位。禁止在皮带上行走和传递工具。拆卸逆止器时，应注
意皮带上是否有余煤，防止发生倒转，必要时应卡住皮带。
在斜坡皮带更换托辊时，应注意防止托辊掉落，顺势滚下伤
人。搬运十字滑块、逆止器等重物时，应防止突然掉落砸脚
或挤手等定期对翻车机迁车台、空车调车机牵引钢丝绳进行
检查，加涂润滑脂。

用工器具时，如：手拉葫芦、电动葫芦、千斤顶、钢丝绳、
梯子、手提式电动工具、安全带等应进行测试，符合质量标
准方可使用，不符合标准的一律作废。电动葫芦只限于熟悉
使用方法，并经考试合格，取得合格证的人员使用。

3.3应急预案的启动

日常管理办公室人员接到机械伤害通知后，迅速赶到事故现
场，组织处理事故，并宣布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要求通讯保
持随时畅通。

3.4危急事件的应对

3.4.1必要物资准备

工作服及手套。

安全带、安全帽、工具包。

安全隔板、临时遮栏。

警示牌。



机组大、小修及复杂的检修、机械加工项目，公司医务室派
医生和护士到现场值班。

3.4.2危急事件的应对

当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后，现场作业人员应及时汇报机械伤害
人身伤亡事件应急日常管理办公室，同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迅速判明受伤者的部位，联系公司医务室和拨打120急救电话，
必要时可对受伤者进行临时简单急救。

日常管理办公室人员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到事故现场，组织
处理事故，并宣布启动事故应急预案，要求通讯保持随时畅
通。

日常管理办公室人员判明情况后及时汇报机械伤害人身伤亡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接到通知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组
织协调处理事故，并根据情况向集团公司、分公司、市安委
会汇报。

危急状态消除，由日常管理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宣布应急行
动结束。

3.5生产、生活维持或恢复方案

3.5.1现场作业人员应配合医疗人员做好受伤人员的紧急救护
工作，安监部门人员应做好现场的保护、拍照、事故调查等
善后工作。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出行车机械伤害事故意义。

行车机械伤害事故是指在行车过程中由于机械故障或未维护
而导致的人身伤害事件。这种事故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



的财产损失，更可能导致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为了避免这样
的悲惨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
己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第二段：描绘车辆机械故障的几种常见情况。

车辆机械故障是行车机械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车辆常
见的机械故障包括：刹车失灵、轮胎爆胎、发动机故障、转
向系统故障以及电气系统故障等。这些故障不仅可能给行驶
中的车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还会危及行人和其他车
辆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段：分析机械故障造成的伤害。

车辆机械故障一旦发生，其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害是不可
预测的。比如，刹车失灵可能导致车辆无法快速制动，轮胎
爆胎可能使车辆失控，发动机故障可能导致车辆在行驶中突
然熄火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伤害和
损失。

第四段：防范机械故障事故的几种措施。

要防范车辆机械故障导致的事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定期检查维护车辆，及时更换车辆磨损的零部件，保证车辆
各项功能正常。在行驶中，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观察车辆仪
表盘的指示，如有异常现象及时停车检查，保障车辆的安全。

第五段：总结并呼吁大家重视行车安全。

行车机械伤害事故是未来交通安全中的隐患，每一个驾驶员
都应该从自身做起，遵守交通规则，保护行车环境，勤于检
查车辆，严格遵守驾驶技巧，提高安全意识和技能，做到以
安全第一的原则愉快、安全的驾车出行。我们也应该呼吁更
多人加入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队伍中来。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篇四

2015年*月*日，**股份有限公司**厂发生了一起机械伤害事
故。事故经过再不赘述，事故通知下发后，班组进行了及时
认真的学习，下面就我们对此次事故的认识和理解做一阐述。

此次事故从表面看只是一起轻伤事故，并未造成很大的人员
设备损失，但通过仔细学习事故通知，又不得不让我们引起
广泛和高度的重视、警惕。因为就在2014年*月*日，**股份
有限公司*****厂已经发生了一起类似事故。事故中，天车点
检班电气点检**在没有与天车工联系，且在并不具备检修条
件的情况下，无监护独自登上天车遂行点检检修工作任务。
致使天车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天车挤伤事故当事人，并
酿成其本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的惨重后果。而
在“***”事故中，同样是点检人员在作业时没有联系或告知
设备操作人员，同样无监护人独自作业。根据通知中描述的
当事人作业行为，受伤情况及现场照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得出结论，如果当时事故当事人——机械点检**，在取**时
哪怕站位再靠前几厘米，此次事故的后果很有可能在发生瞬
间就变成一起严重的工亡事故。因为配重块固定于轴上做回
转运动，如果直接击中佩戴安全帽的作业人员头部，后果绝
对是致命的。即使不致命造成重伤，也会因单人无监护人作
业从而延误发现和送医时间，而此次的轻伤结果，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是很侥幸很幸运的。

面对时隔半年后又发生的相同经过和性质的事故，我们必须
严肃反省，并同时问问自己为什么？每次事故通报后，公司
从上到下都会严格认真的学习总结以及反思，但面对如此严
峻的安全形势，我们中间我行我素，不改往日习惯性违章行
为，盲目作业，安全意识懈怠的人依旧大有人在。而从事故
结合到我们本职所从事的机械设备检修工作。单人作业，不
与工序人员联系，不办理相关作业手续，不设置相应防护设
备设施，处于设备运转范围内等盲目莽撞作业的行为更是我
们工作中直接涉及生命健康安全的大忌，也是我们职业素养



中必须杜绝的恶劣行为习惯。

在今后的工作中，班组内继续通过学习安全事故及知识来达
到行为警示和意识警惕，继续通过现场及严格安全管理考核
制度去做到监督行为和保障安全，遵守作业标准和规章，落
实互保联保及监护人职责等相关保障措施及制度，是我们在
基层安全管理工作中必须时刻保持和延续的必要方法和作风，
也是我们一线检修工人生命健康安全的保障基础。而在学习
了事故通报之后，我们也对班组在日常检修工作中存在的类
似隐患做了梳理排查，以期在今后的班组安全工作中完全杜
绝此类事故在我们中间发生。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体会篇五

这世上总有些事在预料之外，结合近期发生的三起安全事故，
我车间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每一起事故的发
生，也督促我们反思在工作中安全管理、设备管理、制度管
理上存在的不足。为此，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查找不足，
确保工作安全顺利进行。

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安全事故，这些安全事故是否可以避免？
事故发生后，我们应该怎么想？出了事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从发生的三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事故之所以发生，它与违
章作业、责任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高、现场管理有
漏洞，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监管不到位，工作放任自流都
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受教训，把心里的
压力转变成我们工作执行的压力，将压力有效地传递下去。

二是要提高我们每名职工的安全认知能力。要真正认识到安
全管理的严肃性、严厉性。只有境界提高了才会真正重视起
来，才会将安全真正放到生命至上的高度去研究、去管理、
去落实，去全面履职履责。

三是一定要做好各种隐患的排查，防患于未然。要把无事当



有事，无中找有。排查隐患很重要的是要细致，、慎之又慎，
不采取细致全面的方法、手段就可能对问题视而不见，就可
能对发现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安全生产是动态的'，是24小
时不停运转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可能又会出现，
一定要建立全面细致排查隐患的长效机制，去解决问题。

四是要重点部位重点抓。车间、班组、各职场都有不同的重
点，自己分管范围的重点自己最有数，这就要求对各自的管
理重点首先自己要重视起来，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保证
重点部位管控到位。

五是要职能岗位职能抓。在技术业务岗位很，要做执行标准、
带头遵守规程、规矩。查隐患、抓规范、不断揭示问题；做
好事故的应急防范、应急处置；保证各种设备的运行率、完
好率，动态地保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