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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道建设过程中，制定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是提高施工风

险管控水平、预防生产故事、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完成的有效手段。

为了进一步规范长输管道工程建设的安全风险管理，中油建协HSE

委员会针对长输管道现场点多线长、管理难度大的特点，依据相关

标准规范整理了本课件，仅供长输管道参建人员参考、学习。



一、成立检查组织构成

1.1现场安全检查应按构成不同分为：企业、分公司（子公司）、基层单位

（工程项目）和机（班）四个层次。

1.2安全监督部门、监理机构组织的安全检查。

1.3安全检查应由相应层次的负责人组织实施。

1.4安全检查组由安全、生产、技术、设备等专业人员组成。



二、安全检查频次

2.1安全检查应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

2.2公司级的安全检查应每季度进行一次。

2.3项目部级安全检查应每月进行一次。

2.4班组安全检查应每周进行一次。

2.5各级组织应结合季节变化、环境风险以及具体施工特点等情况，开展各类

安全专项检查。



三、检查前准备

3.1检查人员应根据检查内容及要求准备检查表。

3.2检查人员应准备好检查需要的工具和劳动保护用品。

3.3检查人员应熟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风险点源等。



四、安全检查内容

4.1基础管理

4.1.1基础资料

4.1.1.1资料归档管理情况。

4.1.1.2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

4.1.1.3HSE管理相关文件、制度。

4.1.1.4教育培训及人员能力评价。

4.1.1.5危害因素识别、风险控制措施的制订。

4.1.1.6应急预案的编制、培训、演练、评估，应急物资的储备。

4.1.1.7安全技术措施的交底与实施。

4.1.1.8安全例会的开展，安全检查的频次、内容和问题的整改、关闭等。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





4.1.2现场基础管理

4.1.2.1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和使用情况。

4.1.2.2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

4.1.2.3设备设施的完整性。

4.1.2.4目视化管理与实施。

4.1.2.5交通及消防管理。

4.1.2.6环境管理。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至表B.63。



4.2现场管理

4.2.1管道安装

4.2.1.1测量放线、作业带清理作业

4.2.1.l.l做好通信保障设施的准备工作，确保作业过程通信畅通。

4.2.1.1.2根据环境特点，应配备急救药品、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4.2.1.1.3作业前应做好地上地下构筑物的踏勘.在特殊地区、地形

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作业前应制订相应的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4.2.1.1.4夜间作业应做好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





4.2.1.2管材装卸、运输作业

4.2.l.2.1管材装卸、捆绑、运输作业前应制订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

4.2.1.2.2起重作业过程应严格执行GB/T5972和GB6067.1的规定。

4.2.1.2.3在特殊气候条件下运输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

4.2.1.3现场弯管机作业

4.2.1.3.1弯管作业现场应制订冷弯管堆放、吊装、运输的安全技术措施。

4.2.1.3.2弯管作业现场应明确特殊气候条件下的作业要求和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





4.2.1.4管材堆放、布管作业

4.2.l.4.1管材堆放应根据管材规格严格执行GB50369的规定。

4.2.1.4.2布管过程中吊管机、挖掘机等设备的使用应执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采

用辅助设施布管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

4.2.1.5管口组对、焊接作业

4.2.l.5.1沟下作业应办理作业许可，作业现场应有专人监护。

4.2.1.5.2在特殊地形地貌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作业，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6。









4.2.1.6管道焊缝探伤检测作业

4.2.1.6.1检测作业前，应检查检测人员劳动保护用品是否齐全并有效，

作业过程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4.2.1.6.2应有专人负责射线机等特种设备的检查维护。

4.2.1.6.3射线源的使用、存放应设专人负责，并做好记录。

4.2.1.6.4检测作业应正确使用悬浮液、渗透液等材料。

4.2.1.6.5在坡地、沟下以及夜间等特殊作业环境下作业应制订有效的

安全保障措施。

4.2.1.6.6固体、液体废弃物应分类回收处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7。





4.2.1.7防腐补口补伤作业

4.2.1.7.1作业现场应正确使用液化气瓶、喷砂除锈等设备设施，液化气

瓶应有质量检验标识，喷砂罐及其附属设施应设专人定期检查。

4.2.1.7.2作业时应做好员工防护措施，非作业人员严禁靠近。

4.2.1.7.3补口补伤材料应分类存放，并有专人负责检查。

4.2.1.7.4在坡地、沟下以及夜间等特殊作业环境下作业应制订有效的安

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8。





4.2.1.8管沟开挖作业

4.2.1.8.1挖出的土方堆放位置、高度及与管沟的距离应符合G1B50369的

规定，农田地段的生、熟土应分开。

4.2.1.8.2作业前应做好地上地下构筑物的踏勘，在特殊地区、地形以及

特殊气候条件下作业前应制订有效的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4.2.1.8.3靠近道路开挖或挖断道路时，应按照目视化管理规定设置围挡

和警示标识。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9。





4.2.1.9管线下沟作业

4.2.1.9.1吊管机数量、吨位、起吊点和起吊高度应符合GB50369的规定。

4.2.1.9.2现场应设专人统一指挥，对下沟管段环境进行安全检查确认，确保管沟内无人。

4.2.1.9.3未完成一次下沟任务时，管子应全部落地，沟口附近管子应采取支撑和锚固等安全

措施防止滚管。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0。

4.2.1.10回填、地貌恢复作业

4.2.1.10.1回填时应先回填生土后回填熟土，弃渣的堆放和外运应符合GB50369的规定。

4.2.1.10.2陡坡、河岸、沟岸等地段应有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

4.2.1.10.3地上地下建构筑物（光缆、电缆、管道等）应有明显标识并做好保护措施。

4.2.1.10.4戈壁滩地段地貌恢复后用砾石层覆盖，避免土壤流失。

4.2.1.10.5严禁超出规定的作业带施工。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1。





4.2.1.11通球扫线作业

4.2.1.11.1通球方案应经过审批合格。

4.2.1.11.2空压机、收球筒、阀门等设备、设施应完好，压力表经过检定合格。

4.2.1.11.3现场油料应远离作业区存放，消防和临时用电安全设施齐全。

4.2.1.11.4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非工作人员严禁靠近。

4.2.1.11.5发生管道泄漏或清管球被卡住需断管时，应遵循先泄压后处置的原则。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2。





5.2.1.12管线试压作业

5.2.1.12.1试压方案应经过审批合格。

5.2.1.12.2空压机、封头等设备、设施应完好，封头与管道连接焊口检测合格，

压力表经过检定合格。

5.2.1.12.3现场临时用电安全设施、消防设施、夜间施工设施应设专人检查并齐

全有效。

5.2.1.12.4对管道试压泄漏以及试压完毕泄压的处置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

5.2.1.12.5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应对沿线居民进行告知，并设专人进行安全巡视。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3。





4.2.2管道穿跨越

4.2.2.1大开挖施工

4.2.2.1.1公路开挖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开挖前先办理公路开挖许可手续。

b）临时便道应保持畅通。

c）现场应设专人指挥车辆通行。

d）开挖点两侧应设置硬质围护围挡和警示标

e）土石方应按要求安全堆放。

f）沟下作业应采取防坍塌措施。

g）夜间施工路口照明、警示设施应齐全。

h）施工完毕路面应恢复完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4。





4.2.2.1.2河流开挖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开挖前应获得气象、水利等相关方支持。

b）导流渠、围堰堤坝设计应充分考虑施工安全。

c）土石方的堆放应符合GB50369的规定。

d）沟下作业应采取有效的防坍塌措施。

e）电气设施应采取防潮防水措施。

f）施工完毕河道恢复应符合河务部门的验收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5。





4.2.2.2顶管施工

5.2.2.2.1操作坑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受限空间、挖掘作业等作业许可。

b）开挖过程中应设专人监护。

c）土石方堆放高度及与坑沿的安全距离应符合GB50369的规定。

d）后背墙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安全要求。

e）操作坑沿周围应设置硬质围护围挡。

f）夜间施工作业照明和警示设施应齐全。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6。





4.2.2.2.2顶进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进入受限空间、吊装等作业许可。

b）进入操作坑前及掘进过程中应进行气体监测。

c）人工挖掘时应制订安全保障措施。

d）顶进、吊装作业时的人员站位应安全。

e）顶进过程中应随时检查后背墙及操作坑周边土体是否有无裂

纹、变形及其他异常情况。

f）吊装作业、夜间施工等作业环境应有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7。





4.2.2.2.3设备安装与拆除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进入受限空间、挖掘作业等作业许可。

b）火焰切割拆除作业时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c）吊装作业、夜间施工等作业环境应有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d）操作坑回填、护栏拆除应有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8。





4.2.2.3定向钻穿越施工

4.2.2.3.1扫线、施工便道修筑、场地平整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做好地上地下建构筑物（电线、电缆、管道、光缆等）的

踏勘，并做好标识和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b）根据作业所在地区的环境特点，作业人员应针对性地配备急救药品，

以及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

c）在特殊地区、地形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作业前应制订有效的施工安

全保障措施。

d）夜间作业应做好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19。





4.2.2.3.2设备进场、钻机组装、调试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氧气瓶、乙炔瓶应按GB9448的要求保管、使用。

b）泥浆坑应采取防渗措施，并在周边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c）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

保护，防雨防潮。

d）夜间作业应做好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0。





4.2.2.3.3泥浆配制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泥浆搅拌器的防护隔离设施应齐全有效。

b）泥浆罐防坠落设施齐全有效。

c）夜间施工设备应有警示灯，工装应有银光反射条，工地应照明良好。

d）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1。





5.2.2.3.4定向钻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员工应正确使用B型钳等工器具。

b）钻机场地和管线场地应保持通信畅通。

c）在钻进过程中，人员应与旋转的钻杆、钻具保持大于1m以上的安全距离。

d）采用滚轮架回拖时，吊装就位滚轮架应有专人监护。

e）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2。







4.2.2.3.5钻机拆卸、设备离场和地泥恢复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废弃泥浆和回收返浆时分离出来的泥沙应拉运到符合环保要求的指

定地点晾晒、填埋。

b）施工中产生的弃石、弃土等，应运至规定的专门存放地堆放，不得

向江河、湖泊、水库和专门存放地以外的沟渠倾倒；如经允许可将弃方

结合地貌恢复工作在作业带内进行摊平、

压实处理或集中整齐码放。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3。





4.2.2.4盾构施工

4.2.2.4.1竖井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进入受限空间、高处作业、吊装作业及临时用电等作业许可。

b）作业前应进行竖井施工专项施工方案交底。

c）现场物料摆放有序，上下进出通道应畅通。

d）竖井周围应设置硬质围挡。

e）开挖过程中应随时进行有害气体监测和周边沉降监测。

f）钢筋作业、模板作业、火焰切割应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g）电气作业、夜间施工等作业环境应有有效的安全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4。







4.2.2.4.2掘进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受限空间、吊装、临时用电等作业许可。

b）作业前应制订盾构机进出井、盾构机始发、盾构机进洞、进仓作业等专项方

案，并交底实施。

c）现场物料摆放有序，上下进出通道应畅通。

d）掘进过程中应随时进行有害气体监测和周边沉降监测。

e）盾构掘进过程中隧道内应通风良好。

f）吊装作业、火焰切割、电气作业、夜间施工等作业环境应有有效的安全措施。

g）隧道内运输、管线接续、电缆接续安全措施应齐全。

h）泥浆处理、弃渣处理等作业应符合环境保护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5。





4.2.2.5隧道施工作业

隧道施工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办理进入受限空间等作业许可。

b）作业前应制订隧道施工专项施工方案，并交底实施。

c）现场物料摆放有序，上下进出通道无阻挡，排水系统应畅通。

d）掘进过程中应随时进行有害气体监测，保持隧道内通风良好。

e）隧道内爆破作业应遵守操作规程。

f）隧道内运输、管线接续、电缆接续应保障安全。

g）弃渣处理等作业应符合环境保护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6。





4.2.2.6跨越施工

5.2.2.6.1土建施工

5.2.2.6.1.1基础开挖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基坑开挖前应做好地质、水文、地下构筑物、线路等情况的

踏勘，并做好标识和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b）基坑周围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基坑应按要求采取支护措施。

c）夜间施工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7。





4.2.2.6.1.2钢筋绑扎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检查钢筋切割机、调直机的安全防护设施是否齐全有效，作业

时应做好员工的安全防护，非工作人员严禁靠近。

b）高空作业、夜间作业应制订具体的安全保障措施。

c）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8。





4.2.2.6.1.3脚手架搭、拆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脚手架搭、拆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b）剪刀撑、斜撑、抛撑应按标准设置。

c）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允许进行脚手架作业。

d）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e）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29。









4.2.2.6.1.4模板支护、拆卸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模板支护、拆卸应编制专项方案。

b）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c）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0。

4.2.2.6.1.5锚固墩浇筑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混凝土搅拌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应齐全有效。

b）高空作业、夜间作业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c）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d）冬、雨季施工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1。







4.2.2.6.2工艺施工

4.2.2.6.2.1猫道施工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b）地锚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c）现场的工具应有防滑固定措施，上、下传递工具、配件应用绳索系牢传

递，严禁扔、抛。

d）现场应保持通信畅通。

e）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f）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2。







4.2.2.6.2.2索系施工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b）员工应正确使用工器具。

c）钢丝绳应按规范正确使用。

d）现场应保持通信畅通。

e）特殊气候条件下施工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f）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g）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3。







4.2.2.6.2.3管桥施工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b）员工应正确使用工器具。

c）钢丝绳应按规范正确使用。

d）现场应保持通信畅通。

e）特殊气候条件下施工应制订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f）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g）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4。







4.2.3站场施工

5.2.3.1土建施工

5.2.3.1.1基础开挖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地上地下建构筑物（电线、电缆、管道、光缆等）应有标识，做好保护。

b）基坑应采取防护安全措施。

c）夜间施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5。





4.2.3.1.2钢筋绑扎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钢筋切割机、调直机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氧气瓶、乙炔瓶应按GB9448的要求保管、使用。

c）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d）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e）夜间施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6。

4.2.3.1.3脚手架搭、拆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脚手架搭、拆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脚手架搭拆时工具传递应符合规定。

c）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d）夜间施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7。







4.2.3.1.4模板支护、拆卸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模板支护、拆卸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模板拆卸应遵循操作程序。

c）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d）夜间施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8。

4.2.3.1.5混凝土浇筑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混凝土搅拌设备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混凝土泵车支护应稳固。

c）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d）冬季施工人员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e）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f）夜间施工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39。







4.2.3.2工艺安装

4.2.3.2.1喷砂除锈、防腐保温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现场应做好高处作业、交叉作业、夜间作业、喷砂除锈飞溅及高温烫伤的防护。

b）员工应正确使用设备设施、液化气瓶和手持电动工具。

c）防腐保温材料应设专人管理，按规定存放。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0。

5.2.3.2.2工艺安装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现场应做好临时用电作业、交叉作业、高处作业、起重作业、有限空间作业、

夜间作业、防火防爆的防护措施。

b）大型吊装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等作业应严格执行作业许可制度。

c）电气设备及线路应绝缘良好，接零接地规范，配漏电保护，防雨防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1。















4.2.3.2.3工艺设备焊缝探伤检测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放射源应以单独库房存放，防护到位，设置电离辐射危险标识，专人管理，进出库记录完整。

b）按规定办理探伤检测作业许可手续，并在指定的时间、区域内进行指定的作业内容。

c）作业前应对相关方进行辐射危险防护告知。

d）检测作业人员应随身携带辐射剂量检测仪器。

e）夜间射线检测作业应设置安全警戒边界和红色警戒灯。

f）检测结束后应做好警戒解除和固体、液体废弃物的处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2。

5.2.3.2.4吹扫、试压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作业前应检查压力表等计量器具是否检定合格，在检定周期内使用。

b）试压机械设备、临时管道应经专人检查确保完好并正确操作。

c）试压过程应有专人监护，非工作人员严禁靠近试压区域。

d）夜间作业应制订夜间作业安全保障措施。

e）试压水排放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不得任意排放。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3。









4.2.3.3站场装修

4.2.3.3.1地面、楼面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搅拌机等施工设备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d）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4。

4.2.3.3.2吊顶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5。







4.2.3.3.3内外墙砖作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脚手架作业时作业层材料放置及重量限定应符合JGJ130的要求，

脚手架上作业上、下传递工具应用绳索系牢传递。

d）搅拌机等施工设备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e）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6。





4.2.3.3.4细部工程——门窗套等作业应满足以下原则：

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脚手架上作业上、下传递工具应用绳索系牢传递。

d）射钉枪使用应遵循安全操作规程。

e）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7。

4.2.3.3.5涂料粉刷作业应满足以下原则：

a）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脚手架上作业上、下传递工具应用绳索系牢传递。

c）易燃漆料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8。







4.2.3.3.6门窗安装作业应满足以下原则：

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脚手架上作业上、下传递工具应用绳索系牢传递。

d）易燃漆料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e）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49。

4.2.3.3.7电气设备、照明安装作业应满足以下原则：a）手持电动工具应遵循“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原

则。

b）高空作业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c）脚手架上作业上、下传递工具应用绳索系牢传递。

d）配电箱、架空线路及导线、电气设备等安装应符合GB50150和GB/T3787的规定。

e）临时用电应符合JGJ46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0。







4.2.4储罐施工

4.2.4.1罐基础作业

4.2.4.1.1现场设备应接地良好，采用单独的电源开关.电缆线应绝缘良好、无破损。

4.2.4.1.2临时油罐、油箱存放场地或有防火要求场所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并配备消

防器材，按时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有效。

4.2.4.1.3基坑开挖前应先探明地下构筑物情况，如果有构筑物，需设明显警示标识。

4.2.4.1.4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1。







4.2.4.2预制作业

4.2.4.2.1现场设备应接地良好，采用单独的电源开关，电缆线应绝缘良好、无破损。

4.2.4.2.2临时油罐、油箱存放场地或有防火要求场所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并配备消防器材，

按时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有效。

4.2.4.2.3起重作业、气割作业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4.2.4.2.4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2。

4.2.4.3储罐安装作业

4.2.4.3.1现场设备应接地良好，采用单独的电源开关，电缆线应绝缘良好、无破损。

4.2.4.3.2临时油罐、油箱存放场地或有防火要求场所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并配备消防器材，

按时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有效。

4.2.4.3.3起重作业、气割作业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4.2.4.3.4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3。













4.2.4.4防腐保温与试压、试漏作业

4.2.4.4.1现场设备应接地良好，采用单独的电源开关，电缆线应绝缘良好、无破损。

4.2.4.4.2临时油罐、油箱存放场地或有防火要求场所应有醒目的警示标识，并配备消

防器材，按时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安全有效。

4.2.4.4.3起重作业、气割作业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4.2.4.4.4涂漆作业、试压作业应严格执行施工方案，并落实安全措施。

4.2.4.4.5防腐保温时办理高处作业许可，并遵守高空作业规范。

4.2.4.4.6夜间施工应制订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4。







4.2.4.5储罐焊缝探伤检测作业

4.2.4.5.1放射源应单独库房存放，防护到位，设置电离辐射危险标识，专人

管理，进出库记录完整。

4.2.4.5.2按规定办理探伤检测作业许可手续，并在指定的时间、区域内进行

指定的作业内容。

4.2.4.5.3作业前应对相关方进行辐射危险防护告知。

4.2.4.5.4检测作业人员应随身携带辐射剂量检测仪器。

4.2.4.5.5夜间射线检测作业应设置安全警戒边界和红色警戒灯。

4.2.4.5.6渗透探伤作业现场不应有明火，现场保持良好的通风。

4.2.4.5.7检测结束后应做好警戒解除和固体、液体废弃物的处置。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5。





4.2.5爆破作业

4.2.5.1爆破器材运输

4.2.5.1.1爆炸物品应有公安部门颁发的运输证。

4.2.5.l.2爆炸物品包装应符合GB6722的规定，严禁性质相抵触爆炸物品、人员

及易燃、易爆物品与爆炸物品混合运输。

4.2.5.1.3爆破运输车辆的行驶应符合GB6722的规定，运输线路、时间应提前规

划并通知交管部门及公安部门。

4.2.5.1.4爆破器材应禁用一般民用运输车辆等运输工具运输等。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6。

4.2.5.2爆破器材装卸

4.2.5.2.1爆炸物品装卸应符合GA838的规定。

4.2.5.2.2人工运输爆炸物品时应符合GB6722的规定。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7。







4.2.5.3爆破器材储存

4.2.5.3.1爆破器材库地点的设置应符合GB6722的规定。

4.2.5.3.2爆破器材库房结构、通风、照明、防雷及周围环境等应符合GA838的规定。

4.2.5.3.3雷管储存应符合GB6722的规定。

4.2.5.3.4爆破器材库存量符合当地公安部门核准要求。

4.2.5.3.5库房内爆炸器材堆放应符合GA837的规定。

4.2.5.3.6人员进入库房应遵守管理规定。

4.2.5.3.7爆破器材出入库应进行质量检验。

4.2.5.3.8爆破器材出入库应有记录等。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8。

4.2.5.4打眼

4.2.5.4.1坡度作业设备应遵守安全防护要求。

4.2.5.4.2悬崖、陡壁打眼人员应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4.2.5.4.3换钻杆时应有专人监护等。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59。









4.2.5.5填装炸药

4.2.5.5.1应填写作业许可。

4.2.5.5.2现场临时炸药存放应符合GB6722的规定。

4.2.5.5.3特殊天气应严禁作业。

4.2.5.5.4必须用木制炮棍填充炸药。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60。

4.2.5.6爆破

4.2.5.6.1爆破现场应有目视化标识并采取警戒措施。

4.2.5.6.2爆破后应及时检查并排除盲炮、哑炮。

4.2.5.6.3剩余炸药应及时回收等。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61。







4.2.6交通管理

4.2.6.1驾驶员应持证上岗。

4.2.6.2车辆关键机构、部件以及安全附件应完好、有效。

4.2.6.3车辆保养、维修记录应齐全。

4.2.6.4车辆安全防护及应急设施应齐全。

4.2.6.5安全驾驶、乘车、载人、载货情况。

4.2.6.6恶劣气象条件、路面状况及危险路段的安全驾驶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62。





4.3营地管理

4.3.1营地选址，各功能区块布局，安全保卫和防护设施。

4.3.2营地供电、照明，营房用电、取暖、消防、防中毒、防暑等设施。

4.3.3食堂卫生，食材存放、加工，厨师健康状况及工作服穿戴情况。

4.3.4厕所卫生情况，浴室防触电、防滑、防中毒窒息措施。

4.3.5临时燃油存储设施、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区的安全防护措施。

4.3.6生活（工业）垃圾、废液等的处置情况。

4.3.7营地目视化。

具体检查内容及要求见表B.63。







END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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