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有限空间演练内容 有限空间的演
练方案(实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一

为保护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提高火灾事故发生时快速、正
确反应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置火灾事故，疏散人员、控制危
害范围，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本预案，最新重大火灾应急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公司办公室区域发生的火灾事故。

3.1办公楼概况

公司办公室位于建筑顶层（8楼），人员集中办公场所，共
有7间办公室，分布在通道两侧，电梯、楼梯位于办公室入口
处，上层为天台。

3.2危险源分析

电源、电器、烟头等引发火灾。

4.1应急小组

应急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仓储安全部。应急办公室负
责平时的应急准备，突发火灾事件时负责火灾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为保证应急工作实施，成立火灾以下应急专业处置小组：

扑灭组：

信息联络组：

疏散组：

救护组：

其他火灾现场附近人员也要承担灭火、救援义务。

4.2各组职责

（1）应急领导小组：发生火灾时，负责调动公司人力、物力
进行事故应急指挥的处置工作；启动和解除应急预案。

（2）扑灭组：火灾发生时，迅速到达现场进行灭火和抢救被
困人员，当专业救援队伍到达后，积极配合协助灭火。

（3）信息联络组：负责接警，及时反馈火场的救援进展情况，
保障火灾现场与外界的信息畅通，负责应急小组的联络工作。
负责内外通信联络，指令传达。

（4）疏散组：引导人员疏散自救，确保人员安全，快速疏散。

（5）救护组：对火灾中的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助。

5.1报警



（1）火灾发生的准确位置及具体起火部位；

（2）失火的情况，火势大小、有无被困人员、危险物品、重
要物资等等。

（3）报警人姓名、电话。

5.2接警

应急办公室人员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应急小组领导。领导
接到报告后，根据事故情况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

启动预案后，应急小组组长部署安排抢险救援工作，应急办
公室人员立即通知应急小组成员集合，按预案中规定的程序
和措施组织疏散和灭火扑救。

6.1组织人员疏散

（1）组织人员有序撤离，避免出现推、挤现象。不可乘坐电
梯，要选择从楼梯撤离。烟雾较浓，可用淋湿衣物、毛巾遮
捂口鼻，低姿撤离，尽量避免吸入有毒烟雾。

（2）注意疏散路线选择。首选路线向一楼撤离，撤离到楼外
安全区域。若向下的楼梯被阻断，无法通过，则向天台撤离，
在天台上等待营救。

（3）人员疏散完毕后，疏散组清点人数，发现遗漏立即向救
团人员和应急小组领导报告，组织搜寻救援。

6.2扑救初期火灾

（1）启动预案后，应急组长安排扑灭组迅速赶往失火地点，
切断现场电源，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办公室配备
的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防止火势蔓延。



（2）如发现有人员被火势围困时，应先救人后救火。如发现
附近有受到火势威胁时，应迅速将其转移到安全地点。

（3）若现场火势较大，扑救难度大，危险性高，应在安全地
点做好准备，等待消防部门到达后，听从专业消防人员指挥，
协助灭火。

（1）火灾被彻底覆灭，确认不会复燃，组长终止应急状态。

（2）清点人员伤亡情况，估算财产损失，清理现场尽快回复
生产。

（3）分析事故原因，向公司全体员工通报事故情况，总结经
验教训。

8.1预案培训

公司仓储安全部负责安排对应急人员、应急指挥人员、公司
相关员工的应急培训计划，使其了解并掌握应急预案总体要
求和与员工相关的详细要求内容。

8.2预案演练

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仓储安全部负责
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演练可以采用桌面、实战等形式进行。

8.3预案修订

（1）新的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或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实施；

（3）应急预案中组织机构发生变化或其它原因。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二



第一条为了确保进入有限空间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特制
定本制度。

第二章管理内容

（四）安全管理负责人在对上述内容全面复查无误后，报厂
生产办审批后，方可进入作业。

第四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综合安全技术措施

（十）作业现场要配备一定数量符合规定的应急救护器具和
灭火器材；

（十六）作业完工后，经检修人、监护人与车间负责人共同
检查设备内部，确认设备内无人员和工具、杂物后，方可封
闭设备孔。

第五条进入有限空间前应做一次全面检查，凡是取样分析不
合格、无安全措施、安全措施未全面落实和工具行灯等不符
合规定要求的，均不准进入内部作业。

第六条进入有限空间内进行检修作业，应打开设备的所有手
孔、人孔、风门、烟门，保持设备内空气流通，必要时可向
设备内通风；对于通风不良、容积较小的设备，作业人员要
进行间歇作业，不准强行连续作业。

第七条进入罐、容器、塔、井内作业时，应按作业点的高度
或深度搭设安全梯或配备救护绳索为应急救离使用，在作业
中严禁向外投掷材料，以保证作业安全。

第八条进入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有限空间内作业时，要按要
求戴好个人防护用具。

第九条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的人员应清理衣兜，禁止携带与



作业无关的物品，所带入的工具、配件等必须登记清楚，作
业结束后应一一清点，防止遗留在设备内部。

第十条在清理设备容器内的可燃物料残渣、沉淀物时，必须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严禁使用铁器敲击碰撞且不准穿戴
化纤织物。

第十一条作业中断时间在150分钟以上或作业条件发生改变，
需继续进入内部作业时，应重新办理作业票，作业者要严格
按照作业票规定的时间进入内部作业。

第十二条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和现场监护人员必须共同对
设备容器内外进行检查，双方确认无问题，且均在作业票上
签字后，方可封闭人孔。

第三章附则

第十三条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定不一致时，
按上级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本制度由安全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三

全县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自即日起至10月15
日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摸底排查阶段（8月20日前）

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对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
进行动员部署，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完善相关生产经营单
位信息台账，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全覆盖。要督促指导生产经



营单位对本单位存在的有限空间进行认真、全面、精准辨识，
建立健全本单位有限空间管理台账。8月20日前，各镇街区和
各有关部门要完成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信息台
账更新工作，各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要完成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更新工作，以后每半年更新一次。

（二）集中整治阶段（10月8日前）

1.深化机制建设。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指导相关生
产经营单位精准分析判定每一个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存在的中
毒、窒息、燃烧、爆炸等危险有害因素和危害等级，制定针
对性强地消除和控制措施，改进作业管理制度、作业规程和
应急预案等，并及时将有关内容更新至有限空间风险告知牌。
8月底前，各生产经营单位完成必须完成改进作业管理制度、
作业规程、应急预案和风险告知等工作。

2.加强应急管理。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监督指导相
关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按规定配
备防护装备和应急救援设备器材，定期进行检验、维护，开
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提高有关人员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
风险的认识。9月15日前，要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至少要开
展一次有限空间作业的应急演练。

3.开展执法检查。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要求，以控制中毒窒息和燃爆事故风险为重点，
将执法检查贯穿始终，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对辖
区内、系统内、行业领域内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执
法检查。

4.强化宣传教育。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针对有限空
间管理要求和实施有限空间作业的特殊群体，制定切实可行
的宣传教育方案，广泛宣传有限空间安全知识，开展系统性
教育培训。要针对广大一线作业人员流动性大、管理松散、
思想麻痹大意、违章作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开展教育培训。9月15日前，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结
合实际，通过专家授课、警示教育、观摩演练等方式，组织
一次本辖区、本系统、本行业领域有限空间专项培训。

（三）验收总结阶段（10月15日前）

各镇街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组织企业或者聘请专家按照标
准，逐项对有限空间台账更新、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警示
标识等开展现场验收。县安委会办公室将对各单位验收情况
进行督查问效。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四

为了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与监督,预防和减少生产
安全事故,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安全生产法》、《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
督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制度。

2.适用范围

在医院范围内从事有限空间作业和具有有限空间作业行为的
部门和岗位适用。

3.定义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
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
空间作业是指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动。

4.1科室负责人、管理人员、班组负责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
本部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负责。

4.2职责



4.2.1科室负责人职责:科室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
本部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全面负责。为有限空间作业提供符
合要求的通风、防护照明等安全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提供应急救援保障,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4.2.2科室管理人员:负责督促、检查本部门有限空间作业的
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各项安全要求。保证有限
空间作业的安全措施,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4.2.3班组负责人职责:

(1)在安排有限空间作业前,认真研究布置操作方案,如对操作
方案有疑问必须立即反映暂停作业,不得有误。

(2)对凡是进入有限空间检修、清理、作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对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人员严禁其进入有限空
间作业。

(3)有限空间进入点附近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标识,并告知作
业人员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防控措施,防止未经许可人员进
入作业现场。

(4)全过程掌握作业期间情况,保证有限空间外持续监护,在紧
急情况时向作业者进行有效的操作作业报警、撤离等信息沟
通、向作业者发出撤离警告,必要时向科室负责人、管理人员
报告,并在有限空间外实施紧急救援工作,防止未授权的人员
进入。

4.2.4作业人员安全职责:应了解整个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
危害因素;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防护设施符合要求后,
进入作业;并及时掌握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条件变化,当有
限空间作业条件不符合安全要求时,终止作业。

5.1通风



5.1.1在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应当采取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
通,禁止采用纯氧通风换气。

5.1.2发现通风设备故障停止运转,必须立即停止有限空间作
业,清点作业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5.1.3作业中断超过30分钟,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前,应当重新通风后方可进入。

5.2照明

相应部门应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通风设备、
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当有限空间存在可燃
性气体和爆燃性粉尘时,照明、通讯设备应符合防爆要求。

5.3劳动防护用品

根据有限空间存在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危害程度,为作业人
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
育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与使用。

6.1对凡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施工、检修、清理作业的,科室管
理人员、班组负责人在对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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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作业。

6.2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
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6.3有限空间作业前,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
在的危险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员。现场负责人应
当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方案进行作业准备。

6.4有限空间作业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



畅通;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作业前清点作业
人员和工器具;作业人员与外部有可靠的通讯联络;监护人员
不得离开作业现场,并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存在交叉作业时,
采取避免互相伤害的措施。

6.5有限空间作业结束后,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应当对
作业现场进行清理,撤离作业人员。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施工作业的,应当发包给具备
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订专
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
产职责。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五



为切实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根据《桐乡市安全生产三年行动计划》和市委市政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桐乡市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通过集中整治，摸清有限空间底数，健全安全监管台帐；有限空间风险要素得到全面辨识和管控；通风、监测、监控等安全设施及应急救援装备等全部按要求落实到位；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全部培训上岗；有限空间本质安全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最大限度杜绝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本次整治重点是全市生产经营单位涉及的有限空间作业。市级有关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对本行业、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进行专项整治。应急管理局：负责
监管危化、机械、冶金、有色、建材、纺织、轻工等工贸企业的有限空间；经信局：负责监管企业技改项目、腾退关停等企业（单位）的有限空间；商务局：负责监管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的有限空间；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
负责监管环保设施设备等形成的有限空间；建设局：负责监管市政公用设施运行、建筑工地地下工程等有限空间；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监管市区环卫设施、全市涉及垃圾分类的有限空间；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管养殖场的
沼气池、粪池等有限空间；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管交通道路建设工程的涵洞、隧道等有限空间；供电公司：负责监管电力井、电力管道等有限空间；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管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有限空间；其他部门：
负责监管各自行业内涉及的有限空间作业；各镇（街道）负责本辖区内涉有限空间企业（单位）的专项整治工作。
（一）整治有限空间辨识和条件确认不到位的问题。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全覆盖、无遗漏”的要求认真开展有限空间企业再排查摸底工作，认真开展有限空间再辨识和条件确认工作，务必做到排查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掌握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企业、单位的真实数量，防止存在有限空间企业、单位的失控、漏管；对于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要纳入有限空间监管台账，建立“一企一档”。
(二)整治有限空间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的问题。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组织行业领域企业（单位）进行一次集中培训。督查检查时，要对企业三类人员（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知识
测试来检验企业安全培训效果，对于培训不到位达不到培训目的的企业、单位要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要采取停产停业整顿、立案查处等措施。
(三)整治有限空间企业检测设施设备和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不到位的问题。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摸清各辖区、各行业领域企业（单位）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要求企业（单位）配备长管呼吸器，配备防坠落用具（安
全带、安全绳、自锁器，缓冲器、三脚架等），安全器具（通风设备、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安全梯等），其他防护用品(安全帽、防护服、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等)，并严格要求作业人员规范佩戴。
(四)整治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的问题。各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要求企业健全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指导本辖区、本行业企业（单位）规范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确
保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实施。
(五)整治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对所属企业（单位）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应急预案制定的检查，着重查看企业（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编制情况以及应
急演练开展情况，同时树牢杜绝盲目施救的应急处置理念，提升科学施救能力。
专项整治时间为20xx年7月至20xx年9月，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调查摸底（20xx年7月8日至7月24日）
1.制定实施方案。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召开有限空间专项整治会议，将整治内容及要求传达到纳入整治范围的每家企业（单位），认真组织实施。
2.开展全面排摸。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整治范围和要求，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涉及有限空间的企业无遗漏，并建立本辖区本行业领域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台账。
（二）自查自改，集中整治（20xx年7月25日至9月15日）
1.组织专题培训。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有限空间的管理要求，对实施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和从业人员，广泛宣传有限空间安全知识，全面系统开展一次教育培训，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三级培训，常态化组织有
限空间作业培训，做到作业人员掌握有限空间作业知识和作业能力后方可上岗作业，并在实施作业前再进行一次安全告知和岗前培训。
2.指导开展自查自纠。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指导企业（单位）对照专项整治内容和《桐乡市有限空间检查表》（附件2），组织开展本单位有限空间风险要素辨识、检测，制定管控措施，完善监测、监控、应急处置手
段。没有相应能力的单位，要通过市场化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指导，由技术服务机构帮助做好有限空间条件确认、隐患排查、实施整改、检测评估、应急演练等工作。
3.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企业（单位）按照风险管控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主要包括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作业审批制度、通风检测制度、现场安
全管理制度、外包安全管理制度、有限空间作业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
4.组织开展集中整治。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对本辖区本行业领域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单位）自查自纠情况要组织集中检查。对企业（单位）在有限空间辨识不明晰、作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员工教育培训不全面、劳动
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安全操作规程不完善，未按规定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等重要环节进行对表（附件2）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和违法行为实施限期整改、挂牌整治和依法查处，并将相关情况报市安委办。
（三）抽查督查，全面总结（20xx年9月16日至9月30日）
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督查，进行全面总结，固化健全工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次专项整治由市安委会统一领导，各专业安委会牵头单位和相关安委会成员单位要按照“八个一”的要求（制定一个专项整治方案、组织一次作业企业人员培训、开展一次全面排摸、建立一套有限
空间企业单位台账）、建立一套有限空间作业管理机制、开展一次安全检查、挂牌整治一批问题隐患、集中曝光一批违法企业），抓好业务条线的整治工作。市安委会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和督查工作。各镇（街道）要根据本
方案要求，组织开展本辖区专项整治。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把全面落实企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为专项整治的重点之一，各相关企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全程参与整治工作，督促企业（单位）落实有限空间各
项管控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三）加大执法力度。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xx版）》等相关法律法规，以重大事故隐患、中
毒窒息和燃爆事故风险防控为重点，将执法检查贯穿专项整治始终，切实做到“检查必执法、执法必严格”。立案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集中挂牌整治一批问题企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到期未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安全
要求的单位，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四）强化宣传教育。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整治工作，开展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并对整治中查处的典型案列进行集中曝光，扩大社会教育面，提高公众安全意识。
请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将联络员名单和实施方案于7月13日前报市安委办，将桐乡市有限空间底数排摸表（附件1）于7月24日前报市安委办，将工作总结和桐乡市有限空间检查表（附件3）于9月28日前报市安委办。

有限空间演练内容篇六

1．明确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作业者及监护者等作业人员职
责。

作业负责人职责：获得相应的安全管理资质；了解整个作业
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防
护设 施、作业人员符合要求后，授权批准作业；及时掌握作
业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当有限空间作业条件不符合
安全要求时，终止作业。

人防护用品；与监护者进行有效的操作作业、报警、撤离等
信息沟通。

监护者职责：接受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培训；全过程掌握
作业情况，保证在有限空间外持续监护，能够与作业者进行
有效 的操作作业、报警、撤离等信息沟通；遇紧急情况时，
向作业者 发出撤离警告，必要时立即呼叫应急救援服务，并
在有限空间外 实施紧急救援工作；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
作业区域。



2．建立专业培训制度

每年至少对作业人员进行1次安全生产和专业技术培训，并
建立培训档案。

3．建立人员体检制度

每2年至少对作业人员进行1次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二)参照《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要求，在原 有
安全操作规程中增加有限空间安全操作的相关内容。

(三)加强应急设备管理，确保与有限空间作业相应的安全 防
护设备和用品齐全。

三、作业前的准备工作

(一)安全防护及标识

1．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通风设备、检测设备、照明设备、
通讯设备、应急救援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当有限空间存在
可燃 性气体和爆炸性粉尘时，检测、照明、通讯设备应符合
防爆要求，作业人员应使用防爆工具，并配备可燃气体报警
仪等。

2．防护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定
期进行检验、维护，以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3．按照《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要求，在作业区
域设置安全警示措施，夜间作业应在明显处设置警示灯，无
关车 辆、行人不得进入作业区域。

4。在繁华地区作业时，应指派专人维护现场秩序，并在路
段两端设置安全标志。



5．各种防护设备、辅助设备应按照有关安全规范要求及现场
实际情况稳固安装或放置。

(二)作业危险评估

1．有毒有害气体检测

(1)有限空间内的空气含氧量不得少于19．5％，否则即为 缺
氧。其余常见有毒有害气体容许值详见附件2。

(2)宜采用比色法、仪器法或生物法等方便现场操作的简易
检测方法检测有限空间内的气体。

(3)气体检测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除配合有限空间作业
前的气体检测外，宜将管辖地段井下气体和工厂排污检测作
为一 项经常性业务，改进防护措施。

2．其它危险因素识别

(1)详细了解有限空间深度、广度及附近管渠情况。

(2)详细了解潮汐以及附近工厂污水排放情况。

(3)检测有限空间内的水流、水深及淤积深度。

(4)确认有限空间内的设备维护、检修等操作是否会导致人
身伤害。

(5)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有限空间中是否存在其它伤害点(如
机械、电气、石块、钢筋等)。

3．以上危险因素识别后，需作危险因素汇总和作业危险性评
估，判断作业是否可行以及制定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并
将以 上危险评估内容填入工作方案和作业票中。



(三)危害控制措施

1．作业管理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有关部门配合或安排
临时水泵，降低作业点水位。

2．至少提前30分钟进行通风。

3．管渠类有限空间作业，下井前必须提前开启工作井井盖及
上下游井盖进行自然通气，并用竹(木)棒搅动泥水，排出有
害 气体。

4．池体、储罐类有限空间作业，作业前应把池体、储罐的设
备、管渠及相关井室内的污泥和气体尽量排空，然后关闭与
相关 井室的阀门。

(1)池体、储罐排空，应先关闭相应的进出水管和泥管，然
后打开放空管，尽量排出井室内污水和污泥，过程中搅拌机
持续 搅拌(潜水搅拌机在露出电机防水外壳前持续搅拌)。在
排泥接近底部时，可用消防水冲洗或最低点放置小潜水排泥
泵排泥，同 时配合冲水或人工拨刮。清污泥完毕后，关闭放
空管。

(2)设备及其连接管道排空是通过逐步输送清水清洗或对设
备突发事件口冲洗的方法，将设备、管道内的污泥清理干净，
清 理后关闭设备进、出口阀门。

5．做好照明工作准备。

四、作业过程的安全操作要求

(一)一般安全要求

(详见附件3)，经批准后方可 作业。

2．操作人员井下作业时，应有两人监护。若进入管渠作业，



还应在管井内增加监护人员作中间联络。监护人员不得擅离
职 守。

同时在作业期间，操作人员和监护人员之间需要通过有效的
通信手段(如对讲机)定期保持联系。

3．尽量避免井下潜水作业，如确需潜水作业应按相关规定执
行。

4．每次井下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

5．设备、工具的升降、移动和传递过程，应注意防止设备损

坏或意外坠落。

6．人员作业应按照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开展，正确使用机械、
电气等应急设备。

7．作业现场根据气体检测结果判断是否可采用明火，未经许
可严禁动用明火。

8．井下作业时，作业管理人员应要求有关泵站配合(或现场
安排临时泵)，以持续。降低作业点水位。

9．有限空间内的重要操作或危险操作，如动用明火、设备泄
压等，需经作业负责人同意方可开展。

10．通风要求

(1)作业期间应持续进行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保持空气流
通，使含氧量达到规定值，并使有害气体浓度降至容许值(详
见 附件2)以下。

(2)人工通风时，一般可按管渠内平均风速0．8m／s计算 通风



机的风量。

(3)严禁用纯氧进行通风换气。

(4)如通风无法降低有毒气体浓度至容许值，人员应穿戴供
压缩空气的隔离式呼吸防护用品作业。

(5)易爆气体浓度在爆炸范围内时，严禁作业。

11．人员防护要求

(1)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安全绳必须可靠固定。下井
作业的，作业人员必须系安全绳(或三角架缆绳)，安全绳(三
角架缆绳)的另一端由井上的监护人员固定。

(2)作用点中的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过允许范围或含氧量不
足时，人员应使用全面罩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长管面具等隔
离式 呼吸防护用品进行防护，较深入的有限空间操作，建议
使用全面 罩正压隔离式呼吸防护用品。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应符合gb／t18664《呼吸防护用品的选
择、使用与维护》要求。缺氧条件下，应符合gb8958《缺氧
危 险作业安全规程》要求。

(3)应备齐应急通讯报警器材、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大功率
强制通风设备、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索、安全梯等应急设备。

12．下列人员不得从事井下作业：

(1)年龄在18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员。

(2)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妇女。

(3)有聋、哑、呆、傻等严重生理缺陷者。



(4)患有深度近视、癫痫、高血压、过敏性气管炎、哮喘、心
脏病等严重慢性病者。

(5)有外伤创口尚未愈合者。

(二)管渠类有限空间专项安全操作要求

1．维护人员不得进入以下管渠作业

(1)管径小于0．8m的管道或宽度小于0，8m的渠道。

(2)管内流速大于0．5m／s。

(3)水深大于0．5m。

(4)充满度大于50％。

2．检查管渠内部情况时，宜采用反光镜或电视检测仪等工
具。

3．凡井深不超过3m的，在穿竹片牵引钢丝绳和控制挖污泥
时，不宜下井操作。

4．宜采用电动或气动引绳器、机动绞车、高压冲洗车及吸泥
车等机具，·以改善劳动条件。

5．如采用橡胶气囊封堵作业管段(管道截面应为圆形或椭圆
形)，需考虑该管道管径是否在气囊的使用范围内，同时管道
变 形严重、崩坏或有碎石、棱角的，不应使用橡胶气囊作为
封堵工 具。

6．污水处理厂污泥管道一般为压力管，中途无检查井，检查
维护工作建议在管渠进、出口处开展。



(三)池体、储罐类有限空间专项安全操作要求

1．如有限空间内有人员作业，严禁打开进出水管和进泥管。

2．有限空间，内设备(一般是各种污水泵、污泥泵、格栅、
破 碎机、脱水机等)拆卸前，需先清空设备及其连接管渠内
的液体 或污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