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定 

 

1.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规定。 

2.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令和规定。 

3.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要求和目标。 

4.重大安全风险和影响。 

5.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作用和职责。 

6.应急准备和自救措施。 

7.安全生产现场管理和监督。 

8.事故调查和报告。 

9.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安全教育制度 

为保证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所有新进场或调换工种的人员

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并通过考试，才能上岗操作。特种作业人员

应参加主管部门举办的培训班，持证上岗。每月要对作业人员

进行一次安全专业知识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安全生产方针、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工程安全生产制度、各工种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以及防火、防毒、防尘、防爆和紧急情况安全防患

与自救等。 



 

安全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 

施工现场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是保证安全生

产体系成功实施的关键。教育和培训要贯彻全面、全员、全过

程的原则，覆盖所有人员，贯穿从施工准备到竣工交付的各个

阶段和方面。项目安全保证计划中要明确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

训的需求，指定安全教育和培训的责任部门或责任人，并通过

动态控制，确保只有经过安全教育的人员才能上岗。 

 

教育和培训的目的及范围 

教育和培训的目的是使每一层次和职能的人员都认识到遵

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和工作程序的重要性，

了解与工作有关的重大安全风险和影响，以及个人工作的改进

可能带来的安全因素。范围包括本企业和分包单位的职工。 

在建筑行业中，由于产品不固定、流动性大、存在高空、

露天作业等特殊性质，以及年轻新手的增多和安全知识的贫乏，

建筑工人的安全问题愈加突出。因此，开展安全教育显得尤为

重要，以确保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而“三级安全

教育”则是企业必须坚持的安全生产基本教育制度，由公司、

项目部和班组负责执行。 



 

公司级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有关安全生

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公司的安全手册、安全生产与

劳动保护生产过程中的目的、安全生产形势以及近年来建筑企

业发生的重大事故及应吸取的教训、发生事故后应采取的措施

等方面。 

 

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规章制度等方面，我国安全生产的方

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并要求企业生产必须是安全生产。

此外，我国还提出了“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以及“安全具有否决权”的原则，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始终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我国现行常用的安全法律、法规、

国家行业安全标准也有多项，如《安全生产法》、《建筑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 

 

此外，公司的《建筑施工安全手册》也是公司级安全教育

的重要内容。该手册包括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安全管

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旨在帮助工人更好地了

解和掌握安全知识，从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全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为了提高一线工人的安全意

识，公司根据农民工群体分散、施工现场流动性大、作业对象

多变、时间周期不固定、辨别危险能力差等因素，编写了这本

通俗易懂的安全生产知识读本。该读本内容广泛，是施工现场

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知识普及教育的好助手，主要涵

盖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建筑施工常用安全术语、

常见事故及预防、消防与急救等。 

 

安全生产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消除生产中的不安全、不卫生因素，防止伤亡

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从而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的安全与

健康。 

 

近年来，建筑企业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故，主要表现在高处

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触电、坍塌等。究其原因主要是

违反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安全教育不够、管理不严、违章作

业、防护缺陷等。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加强

安全防范措施，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现场负责人、施工员、

安全员和班组长应起带头模范作用，尽心尽责，做好上岗前的

安全教育。在抓工程进度、质量的同时，要摆正效益与安全之



间的关系，切实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认真执行“三查二反”，

即查思想侥幸麻痹心理、查放松安全管理、查规章制度的落实，

反违章指挥、反违章作业。领导应克服“三重三轻”思想，即重

生产轻安全、重进度轻安全、重效益轻安全，牢牢树立“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贯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

则，强化检查监督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健全制度，当生

产与安全相矛盾时，应先抓安全。 

 

发生事故时，应立即组织人员救护受伤害者，并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防止事故蔓延扩大。认真保护事故现场，凡与事故有

关的物体痕迹、状态不得破坏。抢救受伤者需要移动现场某些

物体时，必须做好现场标志。伤亡事故发生后，负伤者或事故

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直接或逐级报告企业负责人。工伤事故的

调查处理应遵守四个基本原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不放过

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过放、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

放过、事故责任人和相关人员及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未

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其目的就是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从中

接受教训，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事故重复发生。 

项目级安全教育内容 

 



一、事故形成机理 

 

事故”是由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上的缺陷共同偶合而成

的。事故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但是，造成“人失误”和“物故障”的这个直接原因常常是管理上

有缺陷，后者虽是间接原因，但它是背景因素，而且是事故发

生的本质原因。 

 

为了保证安全生产，降低事故伤亡率，除了依靠科学的安

全管理和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外，还应广泛开展安全生产的宣

传教育。这样，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才能真正认识到安全

生产的重要性、必须性，懂得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科学性，

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并自觉地遵守国家和企业各项安全生

产法规、法令、各规章制度。 

 

二、施工现场一般安全管理规定 

 

1.参加本企业生产的工人应热爱本职工作，努力研究，提

高政治、文化、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积极参加安全生产的各

种活动，提出改进安全工作的意见，搞好安全生产。 



 

2.遵守劳动纪律，服从领导和安全检查人员的指挥，工作

时思想集中，坚守岗位，未经许可不得从事非本工种作业，严

禁酒后上岗。 

 

3.参加施工的工人（包括学徒工、实生、代培人员和民工）

要熟知本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不得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对违章指挥的指令有权拒绝，并有

责任制止他人违章作业。 

 

4.听从班组长和现场施工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服从分配，

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好作业任务。 

 

5.特种作业人员（如电工、焊工、架子工、信号工、起重

机司机等）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发给操作证，才

准上岗独立操作。 

 

6.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戴好安全帽，禁止穿“三鞋”（拖

鞋、高跟鞋、硬底鞋）或光脚上班。在没有防护设施的情况下

高空、悬边和陡峭玻璃施工时，必须系好安全带。在上下交叉



作业有危险的出入口处，必须有防护棚或其他隔离设施。在距

地面 2米以上作业时，必须有防护栏杆、挡板或安全网。安全

帽、安全带、安全网要定期检查，不符合要求的，严禁使用。 

 

7.施工现场的各种设施、临边防护、安全标志、警示牌、

安全操作规程牌等，不得任意拆除或挪动。如果必须移动，必

须经现场施工安全负责人同意。 

 

8.施工现场的洞、坑、沟、升降口等危险处，应有防护设

施或明显安全标志。 

23.在现场，非操作人员不得操作电源开关、电线线路和

各种机械设备。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时，必须穿戴好个人防护用

品，电源线要架空以确保安全。 

 

24.物料提升机严禁载人，若违章载人，将按有关规定罚

款处理。 

 

25.在起重机械工作时，任何人不得从起重臂或吊物下通

过。 

 



26.在吊篮运行中，任何人不得将头、手、身体等部位伸

入吊篮内。吊篮升空后不得从吊篮下通过，吊篮未停稳前，任

何人不得入内取物。 

 

27.在砂浆机运转时，机筒口的砂浆不准用铁锹、扫帚刮

扫。砂浆机料口的防护棚要完好，不准站在砂浆机的防护棚上

倒水泥，以防工具或脚滑掉进砂浆机造成事故。 

 

28.在砼搅拌机运行中，任何人不得用手或工具伸入筒内

扒料、出料。进料口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方停留或通

过。作业人员如必须在料坑内清理，应将混凝土搅拌机的料斗

升起，用铁链或保险销销住后方可在料斗的下方进行清理工作。 

 

29.夜间施工应有足够的灯光，照明灯具应架高使用。室

内灯具距离地面不低于 2.5米，室外灯具距离地面不得低于 3

米。线路应架空，导线绝缘应良好，灯具不得挂或绑在金属构

件上。 

 



女工在怀孕期间对原工作不能胜任时，应根据医生的证明调换

轻便工作。 

 

以下是安全生产六大纪律： 

 

1.进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扣好帽带，并正确使用个人

劳动防护用品。 

 

2.在 2米以上的高处和悬空作业时，必须戴好安全带并扣

好保险钩，确保安全。 

 

3.高处作业时，不准往下或向上乱抛材料和工具等物件。 

 

4.各种电动机械设备必须有可靠有效的安全接地和防雷装

置，方能开动使用。 

 

5.不懂电气和机械的人员，严禁使用和玩弄机电设备。 

 



吊杆垂直下方不准站人。 

 

以下是十项安全技术措施： 

 

1.按规定使用安全 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 

 

2.机械设备防护装置必须齐全有效。 

 

3.塔吊等起重设备必须有限位保险装置，不准“带病”运转，

不准超负荷作业，不准在运转中维修保养。 

 

4.架设电线线路必须符合当地电业局的规定，电气设备必

须全部接零接地。 

 

5.电动机械和手持电动工具要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6.脚手架材料及脚手架的搭设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7.各种缆风绳及其设置必须符合规范要求。 



8.

有防护设施。 

 

9.严禁赤脚或穿高跟鞋、拖鞋进入施工现场，高空作业不

准穿硬底和带钉易滑的鞋靴。 

在施工现场，危险地区应设置警戒标志，并在夜间使用红

灯警示。此外，还要遵守起重吊装 十不吊”规定和气割、电焊

“十不烧”规定，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施工过程中不发

生事故。 

 

2.起重吊装“十不吊”规定：对于细长和多根物件，必须捆

扎牢靠并采用多点起吊，不允许使用单头“千斤”或捆扎不牢靠

的方式进行吊装。同时，吊砌块必须使用安全可靠的砌块夹具，

吊砖必须使用砖笼，并堆放整齐。盛器中的扣件、螺栓、预埋

件等零星物件要堆放稳妥，叠放整齐。此外，不允许在楼板、

大梁等吊物上站人。 

 

3.气割、电焊“十不烧”规定：要求焊工持证上岗，并严格

遵守焊、割作业的操作规程。对于装有可燃气体、易燃液体和



割作业。在焊、割部位附近易燃易爆物品存在的情况下，必须

进行清理或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

 

4.施工现场主要事故类别和常见多发性事故的特点：施工

现场的事故类别主要表现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事故、

坍塌事故和机械伤害。常见多发性事故的特点包括工人违章作

业、违章指挥、随意破坏防护设施、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等。 

 

5.事故的预防措施：在施工现场，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操作

规程，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防护能力。同时，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管和管理，确保

施工过程中不发生事故。 

在进入工地之前，新工人必须认真研究和掌握本工种的安

全技术操作规程，并接受安全知识教育和培训。只有经过考核

合格后，才能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操作。 

 

特殊工种人员和机械操作工必须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持

有有效的安全操作证才能上岗操作。 



做好安全措施或作业安全交底。不得盲目进行操作。 

 

对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岗位，必须有

安全措施，并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和安全交底。不得盲目操作。 

 

在脚手架、吊篮、塔吊、物料提升机、外用人货电梯、起

重机械、电焊机、钢筋机械、木工平刨、圆盘锯、搅拌机、电

焊机、打桩机等设施设备和现浇混凝土模板支撑、外脚手架等

搭设安装后，必须经过验收合格才能进行操作。 

 

作业场所必须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人

身和国家财产安全。否则，不得盲目操作。 

 

班组长及以上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存在冒险作业情况时，

不得盲目操作。 

 

对于高处作业、带电作业、禁火区作业、易燃易爆作业、

爆破性作业、有中毒或窒息危险的作业和科研实验等危险作业，



未经安全交底或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不得盲目操作。

 

如果存在自己伤害自己、自己伤害他人或被他人伤害的不

安全因素，不得盲目操作。 

 

为防止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必须遵守以下十四项基本安

全要求： 

 

1.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穿着整齐，严禁穿硬底或易滑鞋、高

跟鞋，工具必须随手放入工具袋。 

 

2.登高作业必须从规定的爬道上下，严禁攀登脚手架、井

字架或利用绳索上下，也不得攀登起重臂或随同运料的吊篮上

下。 

 

3.在高处或脚手架上行走时，不要东张西望；在休息时不

要将身体靠在栏杆上，更不要坐在栏杆上休息，不准在脚手架

上午休。 

 



4.高处作业人员严禁相互打闹，以免失足发生坠落事故。

在进行攀登作业时，攀登用具结构必须牢固可靠，使用必须正

确。 

 

5.各类手持机具使用前应检查，确保安全牢靠。洞口临边

作业应防止物体坠落。 

 

6.进行悬空作业时，应设立牢靠的立足点并正确系挂安全

带，现场应视具体情况配置防护栏、防护网或其他安全设施等。 

 

7.高处作业时，所有物料应堆放平稳，不可放置在临边或

洞口附近，并不可妨碍通行。不准往下或向上乱抛材料和工具

等物件。 

 

8.钢架板在使用前应检查有无断裂或缺小拼板，竹木架板

使用前要检查有无腐烂、断裂。 

9.在进行外墙安装、支设模板、砌墙等作业前，必须搭设

好外脚步手架或设置好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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