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甘肃“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考试含

答案 

公司：________  部门：________ 姓名：________ 得分：________ 

 
 

一、单选题(100题) 

1.扑救爆炸物品火灾时，( )用沙土盖压，以防造成更大伤害。 

A.禁止 B.必须 C.可以 D.最好 

 

2.《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所称职业病是指哪些疾病？( ) 

A.劳动者在从事生产劳动时所患的疾病。 

B.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C.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 因接触生产中的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3.从业人员不服从管理，违章作业，造成重大事故的，构成( ) 。 

A.玩忽职守罪 B.重大责任事故罪 C.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4.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 )，加大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

员的投入保障力度。 

A.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B.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C.职业危害与预防制度 D.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5.发现人员触电时，应（ ），使之脱离电源。 

A.去找领导进行处理 B.立即用手拉开触电人员 C.用绝缘物体拨开电



源或触电者 

 

6.《安全生产法》 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特种作业（ ）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A.安全 B.许可 C.操作资格 

 

7.化学品泄漏事故发生时下面那种做法是错误的( )。 

A.报警 B.疏散围观人群 C.进行交通管制 D.所有人员参加事故救援 

 

8.根据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业病目录>的通知》，尘

肺病共有( )种。 

A.14 B.13 C.12 D.11 
 

9.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算，并

与主体工程( )。 

A.同时验收 B.同时检验 C.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D.同时使用 

 

10.从业人员对管理人员强令冒险作业的命令，应该（ ）。 

A.与管理人员讨价还价 B.服从指挥 C.拒绝 

 

11.下列关于火灾时进行逃生和自 救方法错误的是( )。 

A.利用疏散通道进行逃生。 

B.逃跑时应低头弯腰，必要时可以爬行。 

C.火灾时，可以通过阳台窗户跳下。 

D.身上着火，不能奔跑，应就地打滚压灭火苗。 



 
 

12.新建、扩建、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 )。 

A.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B.职业卫生预评价报告 C.职业安全预评价

报告 D.职业安全卫生预评价报告 

 

13.没有证据( )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应当

诊断为职业病。 

A.判定 B.否定 C.肯定 D.支持 

 

14.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

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 的罚款。 

A.二万元以下 B.三万元以下 C.五万元以下 D.十万元以下 

 

15.在梯子上工作时，梯子与地面的斜角度应为( )度左右。 

A.15 B.30 C.45 D.60 
 

16.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适用工矿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经营单

位开展安全生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对标准化工作咨询、服务( )管理和规

划等。 

A.自评 B.评审 C.修订 

 

17.生产经营单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减轻其对从业人员

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A.可以 B.不得以任何形式 C.通过协商， 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可以 



 

18.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从

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给予岗位津贴，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 )。 

A.疗养休假 B.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C.自费诊疗 D.定期教育培训 

 

19.公司 6S 应如何做？( ) 

A.做三个月就可以了 B.车间做就行了 C.随时随地都做，靠大家持续做

下去 D.第一次靠有计划地大家做，以后靠领导指挥着做 

 

20.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已经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

害的，由安监部门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政府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并处( )以下的罚款。 

A.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B.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C.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 D.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21.在室外遇到雷雨时，下列那种做法不容易出现危险( )。 

A.躲在大树下 B.躲在广告牌下 C.无处可躲时，双脚并拢，蹲下身子 

 

22.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在未断电的情况下，不能使用( )进行灭火。 

A.1211 灭火器 B.干粉灭火器 C.化学泡沫灭火器 D.二氧化碳灭火器 

 

23.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安全生产

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 ）。 

A.监督 B.管理 C.监督管理 D.综合监督管理 

 

24.( )是应急演练工作方案具体实施文件,帮助参演人员全面掌握演练进



程和内容。 

A.演练手册 B.演练脚本 C.演练方案 

 

25.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中，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 ）。 

A.安全生产责任制 B.安全生产奖励制度 C.安全生产承包责任制 D.安

全生产目标管理制 

 

26.去除蔬菜中有机磷类农药最好的方法是( )。 

A.充分漂洗 B.碱水冲洗 C.沸水浸泡 D.太阳照射 

 

27.将化学灭火剂喷入燃烧区参与燃烧反应、中止连锁反应而使燃烧反应

停止的灭火方法是( )。 

A.窒息法灭火 B.隔离法灭火 C.抑制法灭火 D.冷却法灭火 

 

28.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 ）的义务，有对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 ）的权利。 

A.宣传教育 舆论监督 B.宣传教育 监督举报 C.宣传贯彻 舆论监督 D.

宣传贯彻 监督举报 

 

29.易燃易爆试剂应放在（ ）。 

A.在铁柜中， 并要密封保存 

B.在铁柜中， 柜的顶部要有通风口 

C.在木柜中， 柜的顶部要有通风口 

D.在木柜中， 并要密封保存 

 



 

30.应急救援队伍要进行( )并要有记录和档案。 

A.专业培训 B.日常教育 C.定期整顿 

 

31.下列哪项是危险化学品伤害事故的间接原因？( ) 

A.没有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B.危险化学品生产人员不按规定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C.危险化学品生产场所有害物浓度超出卫生限值标准 

 
 

32.物品或工具使用后要能容易恢复到原位，没有复原或误放时能及时发

现是( ) 的重点。 

A.整顿 B.整理 C.清洁 D.清扫 

 

33.从事有害作业的职工，按规定接受职业性健康检查所占用的生产、工

作时间，应按( )处理。 

A.旷工 B.正常出勤 C.病假 D.事假 

 

34.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应每( )申报一次。 

A.一年 B.半年 C.三年 D.两年 

 

35.泡沫不能用于扑救以下物质火灾（ ）。 

A.金属钠 B.塑料 C.汽油 D.煤油 

 

36.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

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安监部门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处以( )



罚款。 

A.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B.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C.十万元以上 D.

八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37.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从业人员如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 ）、

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A.事故隐患 B.设备缺陷 C.危险因素 

 

38.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 )或者本单

位负责人报告; 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A.工会 B.安监部门 C.主要负责人 D.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9.下列哪项不属机械设备事故的直接原因？( ) 

A.机械的紧急停车制动装置失灵 B.没有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 C.

机械操作人员在设备运转时检修设备 

 

40.厂长(经理)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 )领导责任。 

A.零 B.一半 C.全面 D.片面 

 

41.下列已经死亡的水产品中，不能再用于加工或食用的是( )。 

A.鳝鱼 B.甲鱼 C.河蟹 D.以上都是 

 

42.电气设备着火时，应首先切断电源，切断前只准用( )灭火。 

A.水 B.铁撬棍 C.不导电的灭火器材 

 

43.下列不属于防坠落护具的是( )。 



A.安全网 B.安全带 C.安全帽 D.密目式安全立网 

 

44.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责任主体是( ) 。 

A.职工 B.主要负责人 C.生产经营单位 D.安全管理人员 

 

45.( )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防控的责任主体。 

A.生产经营单位 B.安全监管部门 C.有关职能部门 

 

46.《安全生产法》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特种作业( )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A.许可 B.毕业 C.操作资格 D.安全 

 

47.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的故事

是( )。 

A.一般事故 B.较大事故 C.重大事故 D.特别重大事故 

 

48.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

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A.申报 B.申请 C.审查 D.备案 

 

49.下列不属于机械伤害的是( )。 

A.压伤 B.绞伤 C.高处坠落 D.物体打击 

 

50.在低压操作中，人体及所携带工具与带电体的距离不应小于( )m。 

A.0.20m B.0.15m C.0.10m D.0.05m 
 

51.皮肤若被低温（如固体二氧化碳、 液氮）冻伤，应（ ）。 



A.用火烘烤 B.马上送医院 C.应尽快浸入热水 D.用温水慢慢恢复体温 

 

52.整顿中的“3定”是指( )。 

A.定点、定方法、定标示; B.定容、定方法、定量; C.定点、定容、定量; 

D.定点、定人、定方法 

 

53.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的， 责令（ ）。 

A.限期改正 B.处二万元以下罚款 C.停产停业整顿 

 

54.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 )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惠。 

A.事故究责 B.隐患排查治理 C.安全生产管理 D.安全责任管理 

 

55.应急救援系统的应急响应程序按过程可分为( )。 

A.接警、 应急启动、 响应级别确定、 救援行动、 应急恢复和应急结

束 

B.接警、 应急启动、 救援行动、 响应级别确定、 应急恢复和应急结

束 

C.接警、 响应级别确定、 应急启动、 救援行动、 应急恢复和应急结

束 

D.接警、 响应级别确定、 应急启动、 应急恢复、 救援行动和应急结

束 

 
 



( )。

A.桌面演练 B.功能演练 C.综合演练 D.全面演练 

 

57.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导致突发事件发

生或者危害扩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 )。 

A.民事责任 B.行政处罚 C.刑事责任 

 

58.事故应急预案按行政区域可划分为( )。 

A.六级 B.五级 C.四级 D.三级 

 

59.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 ）。 

A.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B.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C.安全第一、 预防为

主、 综合治理 

 

60.下列不属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职业危害因素的是（ )。 

A.劳动中紧张过度 B.劳动中高温因素影响 C.劳动强度过大或劳动安

排不当 D.不良工作体位 

 

61.企业生产经营性活动的职业有害因素来源于生产过程、劳动过程以及

生产环境。下列职业有害因素中，属于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是( )。 

A.硫化氢 B.粉尘 C.高温 D.不良体位 

 

62.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其他不安全苗头，应立即向( )报告并撤出不

安全的现场。 

A.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B.保卫人员 C.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D.公安部门

 

63.《安全生产法》规定，个人经营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

条件所必须的资金投入，由（ ）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须的

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A.投资人 B.劳资双方 C.安全机构 

 

64.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达到( )毫安时，对人有致命的危害。 

A.50 B.60 C.80 D.100 
 

65.有关气体钢瓶的正确使用和操作，以下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各种压力表可通用 

B.可燃性气瓶（如 H2、 C2H2） 应与氧气瓶分开存放 

C.不可把气瓶内气体用光， 以防重新充气时发生危险 

D.检查减压阀是否关紧， 方法是逆时针旋转调压手柄至 螺杆松动为止 

 
 

6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把安

全生产纳入( )技能培训内容。 

A.农民工 B.实习生 C.从业人员 

 

67.一般事故由事故发生地的（ ）负责调查。 

A.县级政府 B.设区的市级政府 C.设区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68.对待 6S 检查和批评意见，属下应抱着( )的心态来执行。 

A.立即纠正、心存感激 B.应付了事、得过且过 C.纯粹找碴、百般狡辩 



( )及其原因和机制。 

A.事故因素 B.危险因素 C.事故评价 

 

70.生产经营单位对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 )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A.应该 B.必须 C.不必 D.不强求 

 

71.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 )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

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A.专门的技术 B.专门的经济 C.专门的责任追究 D.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 

 

72.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之前，一律认为（ ）。 

A.有电 B.无电 C.也许有电 

 

73.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并( ) 进

行组织演练。 

A.定期 B.不定期 C.6 个月 D.12 个月 

 

74.现场处置方案应当包括危险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特征、应急预案管

理应急处置要点和( )等内容。 

A.附件 B.应急保障 C.注意事项 

 

75.2017年 6 月是全国第十六个“安全生产月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 )。 

A.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B.安全责任，重在落实 C.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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