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的工地作业安

全培训与管理
高温天气对工地作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夏季气温升高，工人们容易发生中

暑、脱水等健康问题，影响工作效率和安全。因此，加强高温下的工地作业

安全培训与管理，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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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高温天气对工人的健康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热应激

高温环境下，人体会通过出汗等方式散热，但当散热机制失效时，会导致热应激，如中暑、热衰竭等。

2

脱水

高温环境下，人体会大量出汗，导致水分流失，从而引发脱水，影响机体正常运作。

3

心血管负担

高温环境下，人体心血管系统会加速运转，加重心脏负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4

呼吸系统影响

高温环境下，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降低，导致人体呼吸困难，影响肺部

功能。

此外，高温天气还会影响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安全意识，增加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热应激症状及预防措施

热应激症状

高温作业可能导致热应激，如热痉挛、

热衰竭和中暑。热痉挛表现为肌肉痉挛

，热衰竭会感到头晕、恶心。中暑则是

最严重的热应激，可能危及生命。

预防措施

1. 逐步适应高温环境，避免突然

暴露在高温下。

2. 保持充足的饮水量，避免脱水。

3. 穿透气性好的浅色衣服，并戴

上帽子和护目镜。

4. 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剧烈活动

，适当休息。

5. 学习高温作业安全知识，了解

应急处理方法。



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和使用

安全帽

安全帽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免

受坠落物体的伤害，选择适

合头围的尺寸，佩戴牢固，

定期检查帽体的完好性。

安全眼镜

安全眼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

粉尘、飞溅物和强光照射，

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防冲击

眼镜，定期清洁镜片。

工作手套

工作手套可以保护双手免受

机械伤害，选择耐磨、防滑

、透气的材料，根据不同的

作业环境选择不同类型的手

套。

反光背心

反光背心可以提高工人在夜

间或光线不足环境下的可见

度，选择颜色鲜艳、反光效

果好的背心，保持干净整洁

。



工地供水和休息设施的安排

1 充足的饮用水

提供充足的饮用水，确保工人随时补充水分。 可以使用

大型饮水桶、水龙头或自动售水机。

2 遮阳凉棚

在工地设置遮阳凉棚，为工人提供休息和避暑的地方。

凉棚应足够大，能够容纳所有工人。

3 通风良好的休息室

设置通风良好的休息室，配备空调或风扇，并提供座椅

、床铺或躺椅，方便工人休息。

4 卫生设施

提供清洁的厕所和洗漱设施，方便工人保持个人卫生。



作业时间和强度的调整

调整作业时间

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

开高温时段，例如午后高温时段，可安

排休息或进行室内作业。

缩短作业时长

高温天气下，适当缩短作业时间，减少

工人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时间，降低热

应激风险。

降低作业强度

合理安排作业强度，避免高强度体力劳

动，可采取轮班作业、减少负重等措施

。



工人健康监测和紧急救援

实时监测

使用温度计、心率计等设备监

测工人的体温、心率等指标，

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应急预案

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包括中

暑、热衰竭、热痉挛等情况的

处理流程，以及紧急救援措施

。

培训演练

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提高

工人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

医疗保障

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并与附近的医院建立绿色通道

，确保工人的及时就医。



工地管理者的角色和责任

安全意识的宣导者

工地管理者应积极宣传安全

生产知识，加强安全意识教

育，引导工人养成良好的安

全作业习惯。

安全制度的执行者

工地管理者应严格执行安全

生产制度，对工人进行安全

检查，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杜绝违章作业。

安全隐患的排查者

工地管理者应定期组织安全

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并整改

安全隐患，确保工地安全运

行。

安全措施的保障者

工地管理者应确保安全防护

措施齐全有效，为工人提供

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保障

工人安全。



工人安全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应涵盖高温作业的风险、预防

措施、应急处理等方面。例如，中暑的

症状、预防中暑的方法、如何使用防暑

降温用品、如何进行紧急救援等。

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应灵活多样，包括课堂讲授、

案例分析、现场实操等。培训过程中应

结合实际情况，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并辅以图片、视频等直观的教学资料。



高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

预警系统

建立完善的高温预警系统，

实时监测气象数据，及时发

布高温预警信息。

应急预案

制定针对高温作业的应急预

案，明确应急组织、人员、

措施和流程。

应急演练

定期组织高温作业应急演练

，检验预案的有效性，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

信息沟通

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

给相关人员。



工地环境管理和微气候改善

绿化覆盖

在工地周围种植树木和灌木，

增加绿化面积，降低地表温度

，改善微气候。

遮阳设施

在工作区域设置遮阳棚或遮阳

网，为工人提供阴凉休息场所

，避免阳光直射。

通风系统

在闷热区域安装通风设备，加

强空气流通，降低气温，提高

工作环境舒适度。

降温措施

使用喷雾降温系统或洒水降温

，降低空气温度，为工人提供

降温服务。



工人饮食和营养补充

1 充足的水分

充足的水分对预防中暑至关

重要，工人应随时补充水分

，尤其是在高温作业期间。

2 高热量饮食

高温环境下，人体消耗能量

更快，需要摄入高热量的食

物，如肉类、蛋类和豆制品

，以补充体力。

3 富含电解质食物

汗液流失会带走大量的电解

质，补充含钾、钠、镁等电

解质的食物，如香蕉、西瓜

和运动饮料，有助于预防电

解质紊乱。

4 合理搭配

饮食应均衡搭配，包括主食

、蔬菜、水果和肉类，以保

证营养全面，提高抵抗力。



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控制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避免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作业，缩短作业时间，增加休息

时间。

分段作业模式

将高强度作业拆分成多个阶段，穿插休息和调整，避免长

时间连续作业。

轮班作业制度

合理安排作业人员轮班，确保每位工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避免过度疲劳。

作业强度评估

定期对工人的作业强度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

，避免超负荷作业。



工人体温和心率的监测

体温监测

使用红外线测温仪等设备，定期监测工

人的体温变化。对于体温异常的工人，

应及时采取降温措施，并进行必要的身

体检查。

心率监测

使用心率监测仪等设备，监测工人的心

率变化。对于心率异常的工人，应及时

采取休息或其他必要的医疗措施。



工人中暑症状的识别和处理

1 1. 识别中暑症状

及时识别中暑症状至关重要。注意工人的皮肤温度、肤

色、呼吸、意识、脉搏等变化，以及是否有头痛、恶心

、呕吐、眩晕等症状。

2 2. 采取紧急措施

发现中暑工人，应立即将其移至阴凉通风处，并采取降

温措施，如用冷水擦拭身体、用冰袋敷在额头、颈部等

部位。

3 3. 寻求医疗帮助

中暑症状严重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及时送往医

院进行治疗。

4 4. 观察和记录

对中暑工人进行观察和记录，及时了解其恢复情况，并

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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