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 机械伤害事故心得
体会(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篇一

1、安装、维修或拆除施工机械，必须由专业机修人员完成。
各类机械操作人员应做到：

1）掌握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和所用设备的基本性能。

2）使用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备好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并检查机械各个部位和保护设施是否完好、严禁设备
带“病”运转。

3）施工机械必须设专人、专机、专保养制度。

2、施工方必须建立安全岗位责任制，明确各施工机具负责人。
值班人员、维修人员必须掌握必要的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合
格并取得合格证，经常参加安全学习。

3、无证不许上岗操作，发现非专业操作人员从事机械操作应
及时制止。

4、加强安全教育，树立安全生产的观点，教育所有机械操作
人员懂得安全生产的重大意义。建立建全有关安全法规、规
程和制度，不得违章作业。

5、加强运行维护和检修工作，认真做好机械设备的定期巡视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及时准确地填写好工作记录。
如遇雨、雪、等恶劣天气时，应对各种加工机械的电动机做
好防雨、雪措施。

二、现场机械管理

施工现场钢筋加工机械和木工加工机械（无齿锯）都放置在
安全防护棚内。各机组负责人必须正确操作所用机械。

各种安全操作规程如下：

1）使用前必须检查刀片有无裂纹，刀片固定螺丝是否紧固。
皮带轮侧面的防护栏和传动部分的防护罩是否齐全。

2）机械未达到正常转速时，不得切料。切断时应注视刀片来
往间隙，双手握紧钢筋迅速送入，并向刀片一侧稍用力压紧，
不准两手分在刀片两边俯身送料。

3）禁止切断直径超过机械名牌规定的钢筋和烧红的钢筋。多
根钢筋一次切断时必须换算钢筋截面。

4）切断短料时，手握一端的长度不得小于40厘米，贴近刀片
的手与刀片之间至少保持15厘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下的钢
筋长度小于30厘米时，切断前必须用套管或夹具压住短头防
止回弹伤人。

5）切断较长的钢筋，应设专人帮扶钢筋，扶钢筋人员应与掌
握机器人员动作一致，并听从其指挥，不得任意拉、拽。

6）机械运转中严禁用手直接清除刀口附近的断头和杂物。钢
筋摆动范围内及刀口附近，非操作人员不准停留。

7）工作完毕应拉闸断电，锁好开关箱，并将工作地点清扫干
净，机器擦净和加注润滑油脂。



弯曲机操作规程

1）机械安装必须注意机身应安全接地，电源不允许直接接在
按钮上，应另装铁壳开关控制电源。

1）使用前检查机件是否齐全，所选的动齿轮是否和所弯钢筋
直径机转速符合。并经过试运转，认为合格方可操作。

2）操作时应将钢筋需弯的一头安稳在转盘固定镢头的间隙内，
另一端紧靠机身固定镢头，用一手压紧，必须注意机身镢头
确实安在档住钢筋的一侧，方可开动机器。

3）更换转盘上的固定镢头，应在运转停止后再更换。

4）严禁弯曲超过机械名牌规定直径的钢筋和吊装起重索具用
的吊钩。

5）弯曲钢筋的旋转半径内，和机身不设固定镢头的一侧不准
站人。弯曲的半成品应码放整齐，弯钩一般不得上翘。

6）弯曲较长钢筋，应有专人帮扶钢筋，帮扶人员应按操作人
员指挥手势进退，不得任意推送。

7）工作完毕应将工作场所及机身清扫干净，缝坑中的积锈应
用手动鼓风器（皮老虎）吹掉，禁止用手指抠挖。

对焊机操作规程

1、操作人员必须熟知所用机械和技术性能和主要部件的位置
及应用。

2、对焊机应安装在室内并应有可靠的接地（或接零）。多台
对焊机安装在一起时，机间距离至少要在3米以上。并分别接
在不同的电源上。每台均应有各自的控制开关。开关箱至机
身的导线应加保护套管。导线的截面应不小于规定的截面面



积。

3、操作前应对焊机各部件进行检查。

4、操作场所附近的易燃物应清除干净，并备有消防设备。操
作人员必须戴防护镜和手套，站立的地面应垫木板或其它绝
缘材料。

5、操作人员必须正确地调整和使用焊接电流，使与所焊接的
钢筋截面相适应。严禁焊接超过规定直径的钢筋。

6、较长钢筋对焊时应放在支架上。随机配合搬运钢筋的人员
应注意防止火花烫伤。搬运时，应注意焊接处烫手。

7、冬季焊接工作完毕后，应将焊机内的冷却水放净，以免冻
坏冷却系统。

木工圆锯机操作规程

1、操作前必须对主要部件进行检查，正常后方可使用。

2、锯片上方必须安装保险挡板和滴水装置，在锯片后面，离
齿10―15mm处，必须安装弧形楔刀。锯片的安装应保持与
轴同心。

3、操作人员应戴防护眼镜，站在锯片一侧，禁止站在和面对
锯片旋转的离心力方向操作，手不得跨越锯片。

4、锯料长度应不小于500mm，上锯人员的手离锯齿不得少
于300mm，接近端头时，应用推棍送料。下手应待木料推出
工作台后，才允许接料。接料后不允许猛拉。长度不
足500mm和超过锯片半径的木料，严禁上锯。

5、锯短料时，一律使用推棍，不得直接使用手推。推料的速



度不得太快，用力不得过猛。接料必须使用刨钩。八、如锯
线走偏，应逐渐纠正，不得猛扳，以免损坏锯片。如被锯的
木料卡住锯片时，应立即停车处理。

6、锯台要保持清洁。锯台面上的碎料必须随时清除，但严禁
用手直接拣拾。清除锯末或调整部件，必须在机械停止运转
后再进行。严禁机械运转时作清扫、调整工作。

三、其他准备工作

为了预防机械事故的发生把损失降至最低，我项目部专门成
立了应急小组任命王修良为组长，杨军为副组长，急救员为
曹静，组员包括吕义坡、雷宇、黄海永、李素静、曹三民。

曹静为卫生员（兼职），配备卫生箱，箱内备各种常见和急
救药品、卫生器械。发生险情后，最先发现险情的人，报告
抢救卫生员曹静、安全员吕义坡，并简要说明险情发生部位
和情况。电气工长曹三民立即切断机械电源，关闭机械。安
全员吕义坡立即拔打120或999急救电话，说明事故地点和伤
者情况。救援工作由应急小组组长王修良负责指挥，应急小
组全部集合，听从王修良指挥。由专人等候急救车，直接带
到事故现场。在急救车到来前，卫生员曹静进行伤员的初步
救治工作。

外伤总的处理原则：对大量出血的患者，宜首先采取止血方
法；对切割伤、刺伤等小伤口，若能挤出少量血液反而能排
出细菌和尘垢；对伤口宜用清洁的水洗净，对无法彻底清洁
的伤口，须用清洁的布覆盖其表面，不可直接用棉花、卫生
纸覆盖。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篇二

机械事故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遭遇的风险之一。机械
事故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可



能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甚至致命的危险。在我短暂的职业生
涯中，我亲身经历了一次机械事故，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机械
事故的可怕和必要采取的预防措施。以下是我从那次事故中
所得出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集中注意力。在那次
事故中，我明显感受到自己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的后果。当
时，我正在使用一台较为陈旧的旋床，由于久未进行维护和
检修，一根没有替换的破旧零件脱落导致整个机器出现故障，
差点伤及我的手臂。如果我能够时刻保持警惕，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那么这次伤害就可以避免。因此，我深刻认识到，
在面对机械设备时，任何轻视和疏忽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
后果，我们必须始终提高警惕和保持专注。

其次，负责任的态度是预防机械事故的关键。在那次事故中，
我发现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长期以来忽视了设备的维护和检
修工作。虽然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责任，但我认识到每个人都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和环境负责。维护设备不仅仅是为了保护
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因此，我们必
须时刻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主动检查设备，及时报告问题，
并积极参与维护和修理工作。

再次，安全培训和教育是预防机械事故的基础。经过那次事
故后，我意识到公司在安全培训和教育方面的不足。虽然在
我入职时接受过一些基本的安全培训，但却没有深入学习和
熟悉具体的操作细节。如果我有更深入的安全培训和教育，
就能更好地识别潜在的危险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因此，
公司和个人都应该重视安全培训和教育，不仅仅是满足法律
的要求，更是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和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
健康。

最后，机械事故发生后的事后处理和改进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那次事故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设备的安全性，
包括更频繁的维护和检修、更新陈旧的设备以及加强员工的



安全意识等。这些改进措施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
事故，更是为了提高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和员工的工作环境。
因此，任何机械事故的处理都不应该仅限于事故本身，而应
该包括事故的原因和改进的措施，以减少类似事故的再次发
生。

总结起来，机械事故伤害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难以避免的一
种风险。通过深入体会和反思，我认识到机械事故具有严重
性和可怕性，并得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时
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负责任的态度，重视安全培训和教育，
并在事故发生后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预防机械事故的发生，并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篇三

7.1值班电话：

7.2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

8事故后处理工作

8.1配合有关部门查明事故原因及责任人。

8.2以书面形式向上级写出报告，包括发生事故时间、地点、
受伤(死亡)人员姓名、性别、年龄、工种、伤害程度、受伤
部位。

8.3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8.4组织所有人员进行事故教育。

8.5向所有人员宣读事故结果，及对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篇四

1目的.

依据《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强化机械伤害事故的
应急管理，明确应急准备和响应流程。

2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重大机械伤害作业的应急管理。

3细则

3.1公司主要设备有起重机、冲剪压设备，其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别有：起重伤害、机械伤害（以下统称为机械伤害）

3.2应急准备

3.2.1组织机构与职责

组长：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

组员：生产部部长、管理部部长、安全科科长、焊接科科长、
设备专员、专职安全人员

3.2.2起重机操作工需经市安监部门组织的起重机械操作培训，
领取上岗资格证方可作业。

3.2.3各种机械需定期维护保养，各种安全防护装置、限位装
置灵敏可靠。

3.2.4起重机械吨位标示清晰，建立吊具档案，吊具强度符合
安全要求。

3.3应急响应条件



3.3.1当发生重大机械伤害事故时启动应急响应预案。

3.4重大机械伤害应急处理

3.4.1发生重大机械伤害事故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救护伤员，按
《现场急救处理程序》进行处理，且立即拔打120,并派人等
候在交叉路口处，指引救护车迅速赶到事故现场，争取医务
人员接替救治。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救治前，现场人员应及时
组织现场抢救。或由公司车辆送到就近医院急救。

3.4.2及时上报至公司安全生产责任人，按工伤事故分级上报。

3.4.3保护好事故现场，按事故分级上报。

4相关文档

《现场急救处理程序》

机械伤害事故的心得篇五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机械化的普及，机械事故
伤害的发生频率也日益增加。这些事故所带来的伤害给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避免
机械事故伤害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通过个人亲身的经历
和学习，我得出了一些关于机械事故伤害的心得体会，希望
能对广大人们有所借鉴和启示。

首先，机械使用者要具备充分的机械知识和安全意识。在使
用机械之前，必须了解机械的结构、使用方法、操作要领以
及安全事项。只有了解了机械的特点和使用要领，才能更好
地预防和避免事故的发生。同时，机械使用者还要增强安全
意识，时刻保持警惕，不得大意马虎。更重要的是，在操作
机械之前，要认真检查机械的工作状态和安全设施是否完好，
确保可以安全地使用。



其次，机械事故伤害的预防还需要重视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和
规范操作。首先，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是保证机械操作的重要
条件之一。工作场所应具备通风良好、无明火、无易燃易爆
物品等基本安全条件。其次，操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操作，不能违反规定和程序，不得随意调整或篡改设施
和仪器。此外，操作人员还要熟悉机械的止动器和安全装置
的使用方法，合理调整设备的运行参数，确保机械的运行在
安全范围内。

然后，机械事故伤害的预防还需要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维护。
机械设备在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老化和损坏，如果不及时进
行修理和更换，就会给使用者带来安全隐患。因此，定期检
查和维护机械设备是非常必要的。在维护中，除了注意设备
的故障和损坏，还要检查设备的安全装置是否完好，并及时
修复和更换。此外，还要保持机械设备的清洁和整洁，避免
积尘堆积和缺乏润滑造成的故障和事故。

最后，机械使用者需要保持冷静和机智，在遇到故障和事故
时要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在面对机械事故时，很多人会感
到慌乱和惊慌失措，这样很容易导致事故的严重后果。因此，
机械使用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及时分析和判断事故的原因
和性质，并迅速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还要
及时报警并做好现场的安全疏散工作，确保事故不会引发更
大范围的伤害。

总之，在机械事故伤害问题上，预防总是比后悔重要。因此，
机械使用者应当充分了解机械知识和安全意识，关注工作环
境的安全性和规范操作，加强机械设备的维护，并保持冷静
和机智。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避免机械事故
伤害的发生，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健康，为工作和生活创造更
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