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登高作业工作总结(大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
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登高作业工作总结篇一

2、范围：适用于公司范围内登高作业

3、责任者：任务下达单位、登高作业单位、安环科、综合办

4、程序：

1)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内的一切高处作业。

2)高处作业的定义：厂区内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两米以上(含
两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为高处作业。虽然在两米以
下，但在作业地段坡度大于45度的斜坡下面或附近有洞、升
降口、坑、井、沟和风雪袭击、机械震动、设备和管道易泄
漏或有可能排放有害气体、液体、熔融物或有转动机械及其
他易伤人的物体等，应视为高处作业。

a)一般高处作业分级：

a)高处作业高度在2~5m时，为一级高处作业。

b)高处作业高度在5~15m时，为二级高处作业。

c)高处作业高度在15~30m时，为三级高处作业。



d)高处作业高度在30m以上时，称为特级高处作业。

b)特殊高处作业。

a)在阵风风力六级(风速10.8m/s)以上的情况下进行的高处作
业，称为强风高处作业。

b)在高温或低温情况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异温高处作业。

c)降雨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雨天高处作业。

d)降雪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雪天高处作业。

e)室外完全采用人工照明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夜间高处
作业。

f)在接近或接触带电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带电高处作
业。

g)在无立足或无牢靠立足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
悬空高处作业。

h)对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进行抢救的高处作业，称为
抢救高处作业。

i)凡是框架结构生产装置(设备)，虽有护栏但工作人员进行非
经常性作业时有可能发生意外的视为高处作业。

k)在无平台、护栏的塔、釜、炉、罐等设备、架空管道、汽
车、特种集装箱、天车轨道等上面进行作业时视为高处作业。

l)在高大塔、釜、炉、罐等设备内进行登高作业视为高处作业。

m)作业下部或附近有排液沟、排放管、液体贮池、熔融物或



在易燃、易爆、易中毒区域等部位登高作业视为部位登高作
业。

3)高处作业必须做到：

a)高处作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国务院《建筑安装工程安
全技术规程》中有关规定、及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高处作业
的安全规定。

b)凡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以及其他不适于高
处作业的人员不准登高作业。

c)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要求穿戴整齐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带
的栓挂不得低挂高用。不得用绳子代替，酒后人员不许登高
作业。

d)六级强风或其他恶劣气候条件下，禁止登高作业。抢险需
要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分管付总(或总工程师)要
现场指挥，确保安全。

e)凡高处作业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时，必须同时遵守所有的
有关安全作业的规定。交叉作业，必须戴安全帽，并设置安
全网。严禁上下垂直作业，必要时设专用防护棚或其他隔离
措施。

f)高处作业所用的工具、零件、材料等必须装入工具袋，上下
时手中不得拿物件;必须从指定的路线上下，不准在高处掷材
料工具或其他物品;不得将易滚、易滑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
手架上，工作完毕应及时将工具、零星材料、零部件等一切
易坠落物件清理干净，防止落下伤人，上下大型零件时，须
采取可靠的起吊工具。

g)登高作业严禁接近电线，特别是高压线路。应保持间
距2.5m以上。避免人体或导电体触及线路。(低压)



h)在吊笼内作业时，应事先对吊笼拉绳进行检查，吊笼所承
受的负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并要
有专人监护。

i)高处作业使用的脚手架，材料要坚固，能承受足够的负荷强
度。几何尺寸、性能要求，要按照《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
规程》及当地实际情况的安全要求。

j)使用各种梯子时，首先检查梯子要坚固，放置要牢稳，立梯
坡度一般以60度左右为宜，并应设防滑装置。梯顶无搭钩，
梯脚不能稳固时必须有人扶梯。人字梯拉绳须牢固。金属梯
不应在电气设备附近使用。大风中使用梯子必须戴安全帽，
并有专人监护。

k)冬季及雨雪天登高作业时，要有防滑措施。

l)在自然光线不足或者在夜间进行高处作业时，必须有充足的
照明。

m)在危险物品界区内或附近有放空管线工作时(即危险部位)，
要与操作者建立联系信号，设置突然发生异常现象所带来危
害的防护用品，以便突然停车、发生故障、突然大量排放有
害物质，便于自然防护及迅速撤离现场。

n)坑、井、沟、池、吊装孔等都必须有栏杆栏护或盖板盖严，
盖板必须坚固，几何尺寸符合安全要求。

o)上石棉瓦(或薄板材料、轻型材料)、瓦楞铁、塑料屋顶工
作时，必须铺设坚固、防滑的脚手板，如果工作面有玻璃时
必须加以固定。

p)非生产高处作业如：打扫卫生、贴刷标语，擦玻璃等需要
登高也要按高处作业要求去做，系好安全带，并且要把安全



带栓在牢固的构筑物上。

4)高处作业审批程序：

a)由申请作业单位下达任务，并介绍作业周围环境，接受作
业任务的单位，制定具体安全措施。最后由作业单位(车间)
按规定办理登高审批手续。

b)生产过程遇有一般临时故障，必须马上登高处理时，班长
要亲自监护(或指定专人)。并且穿戴好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不必办理高处作业许可证。

c) 5m以下的一般高处作业，由车间主任上报，分厂厂长、安
环科主管逐级审批签字，为一级高处作业许可证。

d)15m以下的一般高处作业，由车间主任上报、分厂厂长、
安环科主管、综合办主任逐级审批签字，为二级高处作业许
可证。

d) 15m以上(含)的一般高处作业、特殊高处作业及危险部位
高处作业，由车间主任上报，分厂厂长、安环科长、综合办
主任、总厂长、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逐级审批，为三级高处
作业许可证。

5)执行高处作业许可证的几点说明：

a)高处作业许可证为两联，一联审批单位存查，一联交作业
单位，以便及时检查，一旦发生事故，按照相关规定追查责
任。

b)该许可证适用于各个环节、各个时期的一切高处作业过程。
凡是下达的施工任务中，符合高处作业定义的作业必须执行。

c)如施工期较长，项目负责人必须每天检查登高设施的安全



状况，并且督促作业人员检查个人防护用品是否坏损、是否
符合安全要求。

5、违反规定的处理

登高作业工作总结篇二

为规范登高作业安全管理，减少登高作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确保员工生命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华能赤峰书声风电场

本制度所指登高作业是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位
置有可能坠落的作业。登高作业分为一般登高作业和特殊登
高作业两类。

（二）符合以下情况的高处作业为特殊登高作业；

在作业基准面30米（含30米）以上的高处作业、高温或低温、
雨雪天气、夜间、接近或接触带电体、无立足点或无牢靠立
足点、突发灾害抢救、有限空间内等环境进行的登高作业及
在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超出允许浓度的场所进行的登
高作业。

登高作业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标准》。
进行登高作业需向生产办提出申请，由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办理
《登高作业许可证》，一般登高作业由生产办审批，特殊登
高作业由公司安全环保部进行检查确认后，公司主管安全领
导负责审批。未办理作业票，严禁作业。

一、凡是坠落高度在2米以上（含2米）的作业，均称为登高
作业，高度虽不足2米，但作业地段的下面是坡度大于45°的
斜坡，附近有坑、井、有转动设备或堆放容易伤人的物品，
工作条件特殊（风雪天气），有机械震动的地方，在有毒气



体存在的房内工作时，均应按登高作业的规定执行。

二、在进行登高作业时，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戴好安
全帽，作业现场必须设置安全护梯或安全网（强度合格）等
防护设施，遇有六级以上大风、暴雨或雷电天气时，应停止
高处作业。

三、登高作业的.人员必须经安全教育合格，并熟悉现场环境
和施工安全要求，对患有职业禁忌证和年老体弱、疲劳过度、
视力不准及酒后等人员不准进行登高作业。

四、进行登高作业的人员一般不应交叉作业，凡因工作需要，
必须交叉作业时，要设安全网、防护碰等安全设施，否则不
准作业。

五、高处拆除工作，必须提前作好方案，并落实到人。

六、铺设易折、易碎、薄型屋面建筑材料（石棉瓦、石膏板、
薄木板等）时，必须有保证施工安全的措施。

七、登高作业所用的工具、零件、材料等必须装入工具袋，
上下时手中不得拿物件，且必须从指定的路线上下，禁止从
上往下或从下往上抛扔工具、物体或杂物等，不得将易滚易
滑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手架上，工作完毕时应及时将各种
工具、零部件等清理干净，防止坠落伤人，上下输送大型物
件时，必须使用可靠的起吊设备。

八、进行登高作业前，应检查脚手架、跳板等上面是否有水、
泥、冰等，如果有，要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当结冰、积雪
严重而无法清除时，应停止高处作业。

九、在易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房上部及塔顶上作业时，要设
专人监护，发现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时，应立急停止工作，工
作人员马上撤离现场。



十、登高作业地点应与架空电线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距普
通电线1米以上，距普通高压线2.5米以上，并要防止运输的
导体材料触碰电线。

十一、登高作业必须设专人监护。

十二、夜间登高作业应有充足的照明。

一、担任高处作业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患有精神病、癫痫病
及经医师鉴定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高处作业病症
的人员，不准参加高处作业。凡发现工作人员身体不适、饮
酒、情绪异常时，不得登高作业。

二、在没有脚手架或者在没有栏杆的脚手架上工作，高度超
过1.5m时，必须使用安全带，或采取其它可靠的安全措施。

三、高处作业时要使用的安全工器具（如配备安全带、登高
用具、围栏等）必须检查合格后方可作业。

四、高处作业应一律使用工具袋，较大的工具应用绳拴在牢
固的构件上，不准随便乱放，以防止从高空坠落发生事故；
作业过程中不准将工具及材料上下投掷，要用绳系牢后往下
或往上吊送，以免打伤下方工作人员或击毁脚手架。

五、登塔作业至少两人，应携带手机或对讲机，保持通讯畅
通。

六、塔内攀爬前，登塔人员应将风机手动转入服务状态或就
地控制状态，打开塔筒和机舱的照明；需要断开风机箱变低
压侧断路器的，应在断路器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合闸，有
人工作”的安全警示牌。

七、在塔内攀爬前，登塔人员应先检查使用的安全防护工具
和风机登高设施是否有效。



八、初次登塔人员在采取防止坠落的安全措施后，可接受塔
内攀爬培训并有监护人陪同辅导。

九、塔内攀爬时，一个人在爬梯上攀爬，下一个人必须等上
一个人攀爬到顶部离开爬梯，关闭盖板或已经穿过一节塔筒
到达平台关闭盖板后才可以攀爬。

十、攀爬时若发现爬梯、平台或机舱底板上有油脂应立即擦
拭清理干净，防止打滑坠落。

十一、塔内攀爬时，无论上升还是下降，每次通过平台后都
要关闭盖板门；到达安全滑轨尽头时，在顶部平台的盖板门
关闭前不得解开防滑锁扣。

十二、安全带挂钩应挂在规定的位置或牢固可靠的位置，严
禁脱钩作业。

十三、塔内攀爬时，工具和备件要通过结实可靠的安全袋装
运，不应随身携带，防止坠落伤人。

十四、工具、备件等材料应放在风机平台上，作业时关闭盖
板，防止从高空坠落发生事故。

十五、在风电机机舱或平台上工作，为了防止工具和备件器
材掉落，应关闭塔筒所有平台盖板。

十六、高处作业时，与该项工作无关的人员在工作地点的区
域下方内不应长时间通行或逗留，必要时应设临时围栏隔离
或装设其它安全警示标志。

十七、风速超过12m/s不得打开机舱盖或进入轮毂内进行工作，
风速超过14m/s应关闭机舱盖。

十八、禁止在雷雨天气及夜间没有充足的照明情况下进行露



天高处作业。雷雨天气，应马上停止工作，立即撤离风力发
电机组，禁止在风力发电机组附近逗留。

一、高处作业相关人员的职责

（四）生产部门职责：负责监督检查高处作业安全措施的落
实，签发高处作业票。

（五）其他签字领导的职责：对特殊高处作业安全措施的组
织、安排、作业负总责。

登高作业工作总结篇三

为确保勘测外业登高作业生产活动中，操作员工的生命安全
和仪器设备的工作安全，防止发生登高作业安全事故，特制
定本规定。

适用于勘测外业登山攀岩;高空操作等登高生产作业。

3.1生产部门负责人，为登高作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负
责登高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有效执行。

3.2 项目生产现场负责人，应熟悉现场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
度，并严格执行。对登高作业安全负直接责任。

3.3项目生产安全员，适时把握危险源并实施防范策划，督办
日常登高作业安全工作。

4.1 总体要求

(1)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适时组织宣传教育，
使员工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树立安全保护意识。

(2)针对项目野外生产情况，做好危险源初始识别、评价，并



制定控制措施。

(3)从事登高作业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良好，患有有关禁忌症
的人员，禁止从事相关登高作业。

(4)加强日常性的安生生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对存在的重大安全问题及时上报。

(5)每年一次由部门管理者指定专人对登高作业的器具进行检
查，并记录。

4.2 登山作业安全规定

4.2.1须脚穿橡胶底性质防滑鞋子，安全登山从脚下做起。

4.2.2山体坡度超过30°以上需登山作业时，须2人及其以上
相伴登山，必要时携带安全绳索登山作业。雨雪天气，禁止
攀爬30°以上的山体陡坡。

4.2.3在登山过程中，应选择安全区域行进，避免在有坠石危
险的.地方或陡崖边行走。

4.2.4向山区深部行进，应做好沿途各种固定的目标向导，必
要时绘出路线图，以避免迷路。

4.2.5在夏季登山作业，要带足饮用水，以不断补充身体所需
的水分，避免发生虚脱、中暑。

4.2.6在山顶作业遇雷雨天气，应及时躲至相对低洼处或干燥
掩体遮挡的地方，及时关掉无线通讯设备，严禁将有关杆、
架、伞、锄头、铁锹等扛在肩上，以防雷击。

4.2.7登山作业必要时应随身携带急救药品，以便在发生摔伤、
碰伤、扭伤时派上用场。



4.2.8在山林中作业时，切勿乱丢烟蒂，离去时须彻底消除燃
火隐患。

4.3 高空作业安全规定

4.3.1高空作业分级

只要从事在坠落高空离基准面2米(含2米)以上或有坠落可能
存在的工作，均称高空作业。高空作业分为三级:

(1)一级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度在2米―5 米。

(2)二级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度在5米―15米。

(3)三级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度在15米―30米。

(4)特级高空作业:高空作业高度在30米以上。

4.3.2高空作业场地要求

(1)确保有足够的工作场地和空间。

(2)操作平台上应显著地标明容许荷载值。操作平台上人员和
物料的总重量，严禁超过设计的容许荷载。

(3)操作平台有开口部的，要安装扶栏或安全网;

(4)确保作业区域充足的光亮度。

4.3.3高空作业人员防护要求

(1)从事高空作业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良好，患有高血压、心
脏病、严重贫血、癫痫病以及其他不适于高空作业的人员，
禁止从事高空作业。



(2)在工作区的每个人都要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用具。(工
作服、安全帽、安全鞋等)。

(3)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区时不得佩戴会被钩住、挂住的珠宝首
饰或其它装饰品。头发及胡须不得妨碍防护用品的有效功能。

4.3.4设施设备的选择要求

(1)所使用的安全带必须完好并适合于该项工作的特殊工作要
求。安全带配有的短绳必须用尼龙或强度相当的材料制作;短
绳的长度必须能够调节。

(4)所使用的梯子，应保证踏板完好无损，无缺陷及开裂现象，
立脚无弯曲变形。

(7)施工现场应使用符合要求的钢管脚手架，禁止使用竹木脚
手架。

(3)使用的安全帽应经检验合格(安全帽必须经过冲击实验和
防触电保护实验)。

(4)基本装备应由同一家制造商提供，如更换购买厂家，则采
购管理者应对新采用的基本配备的质量、安全性能进行评估。

4.3.5高空作业实施要求

(1)作业现场要按规定设置足够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必
须醒目，并得到妥善保护。

(2)高空作业前，操作者必须对所有高空作业器具的有效性进
行确认。

(3)离地面2m以上高度作业人员，应系上符合要求的安全带。



(4)高空作业现场应指定专们监护人员，监督高空作业人员遵
守规章制度，防护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发现危险情况时责
令其停止作业。

(5)员工进入施工区必须戴检验合格的安全帽。

(6)作业人员衣着要灵便，禁止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

(7)使用梯子登高作业时，梯子的闭锁部件应完好，底部坚实
防滑。

(8)在六级风以上和雷电、暴雨、大雾等恶劣气候条件下影响
施工安全时，禁止进行露天高处作业。高处作业要与架空电
线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9)夜间高处作业应有充足的照明。

(9)高处作业严禁上下投掷工具、材料和杂物等，所用工具
套(袋)内，有防止坠落的措施。在同一坠落平面上，一般不
得进行上下交叉高处作业，如需进行交叉作业，中间应有隔
离措施。

(11)15m以上(含15m)的高空作业必须办理高空作业审批手续，
“高空作业审批表”由作业负责人填写，现场安全负责人审
批，安全员进行监督检查。

登高作业工作总结篇四

2、范围：适用于公司登高作业

3、责任者：安全部、登高作业单位

4、程序：



4.1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内的一切高处作业。

4.2高处作业的定义：化工企业内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两米以上
(含两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为高处作业。虽然在两
米以下，但在作业地段坡度大于45度的斜坡下面或附近有洞、
升降口、坑、井、沟和风雪袭击、机械震动、设备和管道易
泄漏或有可能排放有害气体、液体、熔融物或有转动机械及
其他易伤人的物体等，应视为高处作业。

4.2.1一般高处作业分级：

4.2.1.1.高处作业高度在2~5m时，为一级高处作业。

4.2.1.2.高处作业高度在5~15m时，为二级高处作业。

4.2.1.3.高处作业高度在15~30m时，为三级高处作业。

4.2.1.4.高处作业高度在30m以上时，称为特级高处作业。

4.2.2特殊高处作业。

4.2.2.1.在阵风风力六级(风速10.8m/s)以上的情况下进行的
高处作业，称为强风高处作业。

4.2.2.2.在高温或低温情况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异温高处
作业。

4.2.2.3.降雨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雨天高处作业。

4.2.2.4.降雪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雪天高处作业。

4.2.2.5.室外完全采用人工照明时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夜
间高处作业。



4.2.2.6.在接近或接触带电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称为带
电高处作业。

4.2.2.7.在无立足或无牢靠立足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
称为悬空高处作业。

4.2.2.8.对突然发生的各种灾害事故，进行抢救的高处作业，
称为抢救高处作业。

4.2.3在化工企业内下列情况为化工工况高处作业：

4.2.3.1.凡是框架结构化工生产装置，虽有护栏，但工作人
员进行非经常性作业时有可能发生意外的视为高处作业。

4.2.3.2.在无平台、护栏的塔、釜、炉、罐等化工设备、架
空管道、汽车、特种集装箱上进行作业时视为高处作业。

4.2.3.3.在高大塔、釜、炉、罐等化工设备内进行登高作业
视为高处作业。

4.2.3.4.作业下部或附近有排液沟、排放管、液体贮池、熔
融物或在易燃、易爆、易中毒区域等部位登高作业视为部位
登高作业。

4.3化工企业高处作业必须做到：

4.3.1.高处作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国务院《建筑安装工
程安全技术规程》中有关规定、化工部颁发的《安全管理制
度》第十二章第四节及当地劳动部门制定的有关高处作业的
安全规定。

4.3.2.凡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以及其他不适
于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准登高作业。

4.3.3.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要求穿戴整齐个人防护用品，安



全带的栓挂不得低挂高用。不得用绳子代替，酒后人员不许
登高作业。

4.3.4.六级强风或其他恶劣气候条件下，禁止登高作业。抢
险需要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分管付总(或总工程
师)要现场指挥，确保安全。

4.3.5.凡高处作业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时，必须同时遵守所
有的有关安全作业的规定。交叉作业，必须戴安全帽，并设
置安全网。严禁上下垂直作业，必要时设专用防护棚或其他
隔离措施。

4.3.6.高处作业所用的工具、零件、材料等必须装入工具袋，
上下时手中不得拿物件;必须从指定的路线上下，不准在高处
掷材料工具或其他物品;不得将易滚、易滑的工具、材料堆放
在脚手架上，工作完毕应及时将工具、零星材料、零部件等
一切易坠落物件清理干净，防止落下伤人，上下大型零件时，
须采取可靠的起吊工具。

4.3.7.登高作业严禁接近电线，特别是高压线路。应保持间
距2.5m以上。避免人体或导电体触及线路。(低压)

4.3.8.在吊笼内作业时，应事先对吊笼拉绳进行检查，吊笼
所承受的负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
并要有专人监护。

4.3.9.高处作业使用的脚手架，材料要坚固，能承受足够的
负荷强度。几何尺寸、性能要求，要按照《建筑安装工程安
全技术规程》及当地实际情况的安全要求。

4.3.10.使用各种梯子时，首先检查梯子要坚固，放置要牢稳，
立梯坡度一般以60度左右为宜，并应设防滑装置。梯顶无搭
钩，梯脚不能稳固时必须有人扶梯。人字梯拉绳须牢固。金
属梯不应在电气设备附近使用。大风中使用梯子必须戴安全



帽，并有专人监护。

4.3.11.冬季及雨雪天登高作业时，要有防滑措施。

4.3.12.在自然光线不足或者在夜间进行高处作业时，必须有
充足的照明。

4.3.13.在化工危险物品生产的界区内或附近有放空管线工作时
(即化工危险部位)，要与操作者建立联系信号，设置突然发
生异常现象所带来危害的防护用品，以便突然停车、发生故
障、突然大量排放有害物质，便于自然防护及迅速撤离现场。

4.3.14.坑、井、沟、池、吊装孔等都必须有栏杆栏护或盖板
盖严，盖板必须坚固，几何尺寸符合安全要求。

4.3.15.上石棉瓦(或薄板材料、轻型材料)、瓦楞铁、塑料屋
顶工作时，必须铺设坚固、防滑的脚手板，如果工作面有玻
璃时必须加以固定。

4.3.16.非生产高处作业如：打扫卫生、贴刷标语，擦玻璃等
需要登高也要按高处作业要求去做，系好安全带，并且要把
安全带栓在牢固的构筑物上。

4.4高处作业审批程序：

4.4.1.由申请作业单位下达任务，并介绍作业周围环境，接
受作业任务的单位，制定具体安全措施。最后按规定办理登
高审批手续。

4.4.2.生产过程遇有一般临时故障，必须马上登高处理时，
班长要亲自监护(或指定专人)。并且穿戴好必要的个人防护
用品，不必办理高处作业许可证。

4.4.3.10m以下的一般高处作业及化工工况高处作业，由安全



部主管审批签字，为一级高处作业许可证。

4.4.4.10m以上的一般高处作业，特殊高处作业及化工危险部
位高处作业，由安全部部长审批，为二级高处作业许可证。

4.5执行化工高处作业许可证的几点说明：

4.5.1

.化工高处作业许可证为两联，一联审批单位存查，一联交施
工单位，以便及时检查，一旦发生事故，按照相关规定追查
责任。

4.5.2.该许可证适用于各个环节、各个时期的一切高处作业
过程。凡是下达的施工任务中，符合高处作业定义的作业必
须执行。

登高作业工作总结篇五

一、凡在高地面2米及以上的地点进行的工作，都应视作高处
作业。凡能在地面上预先作好的工作，都必须在地面上作，
尽量减少高处作业。

二、担任高处作业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患有精神病、癫痫病
及经医师鉴定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不宜从事高处作业病的
人员，不准参加高处作业。凡发现工作人员有饮酒、精神不
振时，禁止登高作业。

三、高处作业均须先搭建脚手架或采取防止队坠落措施，方
可进行。

四、在坝顶、陡坡、屋顶、悬崖、杆塔、吊桥以及其他危险
的边沿进行工作，临空一面应装设安全网或防护栏杆，否则
工作人员须使用安全带。



五、峭壁、陡坡的场地或人行道上的冰雪、碎石、泥土须经
常清理，靠外面一侧须设1米高的'栏杆。在栏杆内侧设18厘
米高的侧板或土埂，以防坠物伤人。

六、在没有脚手架或者在没有栏杆的脚手架上工作，高度超
过1.5米，必须使用安全带，或采取其他可靠的安全措施。

七、安全带在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并应定期(每隔6个月)进行
静荷重试验，试验荷重为225公斤，试验时间为5分钟，试验
后检查是否有变形、破裂等，并做好试验记录。不合格的安
全带应及时处理。

八、安全带的挂钩或绳子应挂在结实牢固的构件上或专为挂
安全带用的钢丝绳上。禁止挂在移动或不牢固的物件上。

九、高处工作应一律使用工具袋。较大的工具应用绳拴在牢
固的构件上，不准随便乱放，以防止从高空坠落发生事故。

十、在进行高处工作时，除有关人员处，不准他人在工作地
点的下面行或逗留，工作地点下面应围栏或装设其他保护装
置，防止落物伤人。如在格栅式的平台上工作，为了防止工
具和器材掉落，应铺设木板。

十一、不准将工具及材料上下投掷，要用绳系牢后往下或往
上吊送，以免打伤下方工作人员或击毁脚手架。

十二、上下层同时进行工作时，中间必须搭设严密牢固的防
护隔板，罩棚或其他隔离设施，工作人员必须戴安全帽。

十三、冬季在低于零下十度进行露天高处工作，必要时应该
在施工地区附近设有取暖的休息所，取暖设备应有专人管理，
注意防火。

十四、在6级及以上的大风以及暴雨、打雷、大雾等恶劣天气，



应停止露天高处作业。

十五、禁止登在不坚固的结构上(如石棉瓦屋顶)进行工作。
为了防止误登，应在这种结构的必要地点挂上警告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