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为什么要进行安全教育：

1.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安全培训是国家《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生

产经营单位的重要职责。国家通过一些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机构对企业的安全

生产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2.企业生存发展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一致化

的背景下，企业必须加强安全工作，提高公司的信誉度和竞争力。安全事故不

仅可以影响到员工、影响到股东、影响到客户、还要影响到企业在公众心目中

的形象，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3.员工自我保护的需要：有了安全一切美好的将来才成为可能。工作只有我们

获得相关安全操作常识之后，可以避免自己和他人受到伤害。

二、安全教育有关规定

根据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其

中规定：

1.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增强预

防事故、控制职业危害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2.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

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 学时。

3.新员工入厂和调换工种的人员，未经三级安全教育或考试不合格者，不准上

岗参加操作。操作工人必须持证上岗。电气、起重、焊接（切割）、等特种作

业的工人均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和技术考试合格后，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方

准独立操作。



[注]：①特种作业就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

他人及周围设备的安全有重大危害的作业。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为特种作

业人员。

②特种作业包括电工作业、金属焊接切割作业、起重机械（含电梯）作业、企

业内机动车辆驾驶、登高架设作业、锅炉压力容器操作等等。

③我公司的特种作业人员主要有：电工、行车工、叉车工、司机、焊工、气割

工、

4.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主要有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教育、“四新”教育和

变换岗安全教育。

[注]：“四新”安全教育指：凡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时，必

须对操作者及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的教育和培训，包括安全操作知识和技能培训

及应急措施的应用等。

  除了以上所将的三种安全教育外，还有复工安全教育、特种作业安全教育等。

复工安全教育是针对离开操作岗位较长时间的工人进行的安全教育。

基础知识篇

1 新员工“三级”安全教育的概念：

三级安全教育是指新入职员工的公司级安全教育、部门级安全教育、班、

组级安全教育。

2 什么是安全生产，它的意义是什么？

安全生产：是指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通过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

因素，防止事故的发生，使企业生产在保证劳动者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及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顺利进行。

包括两个方面的安全：



①人身安全（包括劳动者本人及相关人员）；

②设备安全、安全生产工作：为搞好安全生产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3 什么是安全技术？

安全技术：为了预防或消除事故根源，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有害于工

人人身安全健康或有损于机器设备的燃烧、爆炸、触电、绞辗、高空坠落、

尘毒污染等危险因素，从设计、工艺、生产组织、操作等方面所采取的各

种技术措施。

4 什么是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企业生产实际，将各级领导、职

能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应该做的事及应负

的责任加以明确规定的一种制度。

5 我国安全生产的方针，消防方针以及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安全生产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消防方针：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6 员工安全生产的主要职责：

①遵守有关设备维修保养制度的规定；

②自觉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③爱护和正确使用机器设备、工具，正确佩戴防护用品；

④关心安全生产情况，向有关领导或部门提出合理化建议；

⑤发现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要及时向组织或有关部门汇报；

⑥发生工伤事故，要及时抢救伤员、保护现场，报告领导，并协助调查工

作；

⑦努力学习和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熟练掌握本工种操作程序和安全操作

规程；

⑧积极参加各种安全活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和自我保护意识；

⑨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对个人安全生产负责

7 人本原理：

在生产生活中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人

本原理。

[注]：“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始终把人的地位放在第一，根据人的思想和

行为规律，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人的内在

潜力。

8 五同时

“五同时”是指：企业生产组织及领导者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

的时候，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



[注]：五同时”要求企业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组织管理环节中去。

 “五同时”使得企业在管理生产的同时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法

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如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

的有关制度、安全卫生技术规范、标准、技术措施，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等，

配置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

9 四不伤害原则：

四不伤害就是指在生产工作中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保护他人不受伤害。

[注]：员工的安全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家庭幸福的源泉，有了安全，

美好生活才有可能；他人生命与你的一样宝贵，不应该被忽视，保护同事、不

伤害他人是你应尽的义务；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变化的环境蕴含多种可能失控

的风险，你的生命安全不应该由他人来随意伤害，工作中应该做到不被他人伤

害。

10 三同时”的原则是指：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工程项目中，其劳

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注]：这一原则要求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在投产使用时，必须要有相应符合国

家规定标准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之配套使用，使劳动条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11 预防原理

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减少和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这就是预防原理。在可能发生人身伤害、设备或设施损坏和环境破坏的场合，

事先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注]：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发生重合，使能量逆流于人体，造成事故的发生。我们控制事故的

发生也就是从人和物两个方向入手，通过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

态，从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举例]：由于机床的旋转部位外露而造成的工人的手被绞伤。首先机床的危险

部位外露是由于设备本身存在安全隐患，也就的不安全的的状态。而人的手靠

近外露旋转部位，是属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只有是人的手伸进了危险部位、而

设备本身的旋转部位外露，事故才会发生。

人的不安全行为——是指造成人身伤亡事故的人为错误。包括引起事故发生的

不安全动作；也包括应该按照安全规程去做，而没有去做的行为。不安全行为

反映了事故发生的人的方面原因。

不安全行为分下列几类：１、操作错误，忽视安全，忽视警告；２、造成安全

装置失效；３、使用不安全设备；４、手代替工具操作；５、物体（指成品、

半成品、材料、工具、切屑等）存放不当；６、冒险进入危险场所；７、攀、

坐不安全位置（如平台护栏、汽车挡板等）；８、在起吊物下作业、停留；９、

机器运转时加油、修理、检查、调整、焊接、清扫等工作；10、有分散注意力

行为；11、在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作业或场合中，忽视其使用；12、不安

全装束（如在有旋转零件部位的设备旁穿肥大服装等）；13.对易燃易爆危险品

处理错误。

物的不安全状态——是指导致事故发生的物质条件。不安全状态反映事故发生

的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包括物、作业环境潜在的危险。不安全状态分下列几

类：１、防护、保险、信号等装置缺乏或有缺陷；２、设备、设施、工具、附

件有缺陷；３、个人防护用品用具有缺陷（如防护服、手套、护目镜、面罩、

安全带、安全鞋等）；４、生产场地（环境）不良。



法律法规篇

1 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 劳动保护的具体内容

①工作时间的限制和休息时间，体检制度；

②多项劳动安全和卫生标准及措施；

③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④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



3 员工的安全生产八大权利

①知情权——即有权了解其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和事故应急措施；

②建议权——即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

③批评权和检举、控告权——即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

④拒绝权——即有权拒绝违章作业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⑤紧急避险权——即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

或者在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⑥依法向本单位提出要求赔偿的权利；

⑦获得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劳动防护用品的权利；

⑧获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权利。

4 员工的安全生产四项义务

①遵章守纪，服从管理；

②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③参加培训，掌握安全生产技能；

④发现事故及时报告事故隐患。

5 工伤认定基本知识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②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受到事故伤害的；

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④患职业病的；

⑤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①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

死亡的；



②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③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

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职工有前款第①项、第②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职工有前款第③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①故意犯罪的；

②醉酒或者吸毒的；

③自残或者自杀的。

6 职业病防治

职业病是指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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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法

律都有对于职业病预防方面的规定，一般来说，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疾病

才能称为职业病。职业病的诊断，一般由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的，具有一定

专门条件的单位进行。最常见的职业病有尘肺、职业中毒、职业性皮肤病

等。



确诊职业病，关系到工人能否享受国家的劳动保险待遇，故不仅是医学上

的问题，也涉及到正确执行国家的劳动保护政策，一般说，正确诊断依赖

于下列三个条件：

①询问职业史

包括工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机会和接触程度，环境条件等资料，为深

入了解病因，除口头询问外，有时需要直接到现场观察，才能作出正确的

判断，接触史的资料，仅有定性还不够，还应该是定量的，即环境监测资

料或工龄的记录。

②体格检查

与一般临床所用方法类同，但对某一类职业因素所致疾病，如职业史比较

明确，则可根据发病特点，选择某些项目重点检查。

③实验室检查

有一些职业病，临床表现不明显，常靠实验室检查。

7 特殊作业工种内容：

1、电工作业：含发电、送电、配电工、变电运行工、变电检修工、维护

电工、外线电工、直流电工等；

2、金属焊接作业：含电焊工、气焊工切割作业。含焊接工，切割工；



3、起重机械作业：含起重机司机、司索工、起重机指挥、电梯司机、安

全检测与维修工等；

4、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含叉车司机、装载机司机、小矿车司机、电瓶

车司机等；

5、登高架设作业：含 2 米以上登高作业、脚手架装接和拆除作业、脚手

架维修作业等；

6、锅炉作业（含水质化验）：司炉工、（包括：常压和有压锅炉或称蒸

汽锅炉和热水锅炉）承压锅炉的水质化验工；

7、压力容器作业：含大型空气压缩机操作工等；

8、制冷作业：含制冷设备安装、操作、维修工；

9、爆破作业：含地面工程爆破、井工爆破工；

10、矿山通风作业：含主扇风机操作工，测风测尘工等；

11、矿山排水作业：含矿井主排水泵工，尾矿坝作业工；

12、矿山安全检查作业：专职安全检查员等；

13、矿山提升运输作业：含信号工，把罐（把钩）工等；

14、采掘（剥）作业；

15、矿山救护作业；



16、危险物品作业：含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品、放射性物品的操作、运

输押运工和储存保管员；

17、机动车驾驶员；

18、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其他作业

安全管理篇

1 安全管理十须知

①一个方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②二条守则：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③四不伤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

④四不放过：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领导责任未追究不放

过；广大职工未得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⑤五个须知：知道本单位安全工作重点部位；知道本单位安全责任体系和

管理网络；知道本单位安全操作规程和标准；知道本单位存在的事故隐患

和防范措施；知道并掌握事故抢险预案。

⑥六个不变：坚持“安全第一”的思想不变；企业法人代表作为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不变；行之有效的安全规章制度不变；从严强化安全生产



力度不变；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原则不变；充分依靠职工的安全生产管理

办法不变。

⑦七个检查：查认识；查机构；查制度；查台账；查设备；查隐患；查措

施。

⑧八个结合：建立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突出重点与兼顾全面结合；

职能部门管理与齐抓共管相结合；防微杜渐与突出保障体系相结合；弘扬

安全文化与常抓不懈相结合；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相结合；落实责任制度

与完善责任追究制相结合；强化安全管理与推行安全生产确认制相结合。

⑨九个到位：领导责任到位；教育培训到位；安管人员到位；规章执行到

位；技术技能到位；防范措施到位；检查力度到位；整改处罚到位；全员

意识到位。

⑩十大不安全心理因素：侥幸；麻痹；偷懒；逞能；莽撞；心急；烦躁；

赌气；自满；好奇

2 安全生产十不准

①不戴安全帽，不准进入施工现场；

②高空作业不挂安全网、不系安全带，不准施工；

③穿高跟鞋、拖鞋、赤脚不准作业；



④工作时间不准喝酒，酒后不准作业；

⑤高空作业所用物料不准随便抛下；

⑥电源开关不准一闸多用；

⑦机械设备不准带病运行；

⑧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不完善不准使用；

⑨吊车无人指挥、看不清起落点不准吊装；

⑩防火禁区不准吸烟；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3 安全生产的“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

4 四不伤害：即自己不伤害自己，自己不伤害他人，自己不被他人伤害，

保护他人不被伤害。

5 三违：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

6 三无：个人无违章、岗位无隐患、班组无事故。

7 雨季“八防”：防中暑、防雷击触电、防物体打击、防淹溺、防车祸、防

洪汛、防坍塌、防中毒。

8 冬季六防：防冻、防滑、防火灾、防爆炸、防中毒、防机械伤害。



9 三同时：即安全卫生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入使用。

10 在生产中必须做到“五同时”：即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

的同时必须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

11 安全生产六大纪律：

①进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扣好帽扣，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②二米以上的高空作业，无安全设施的必须戴好安全带，扣好保险钩；

③高处作业时，不准往下面乱抛材料和工具等物件；

④各种电动机械设备，必须有可靠的安全接地和防雷装置，方能开动使用；

⑤不懂电器和机械的人员严禁使用和玩弄机电设备；

⑥吊装区域非操作人员严禁入内，把杆下方不准站人。

12 安全颜色

我国规定的安全色是用来表达禁止、警告、指令、提示等安全信息含义的

颜色。它的作用是使人们能够迅速发现和分辨安全标志，提醒人们注意安

全，预防发生事故。我国安全色标准规定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为安全



色。同时规定安全色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颜色范围内，不能褪色、变色或被

污染，以免同别的颜色混淆，产生误认。

安全色的定义：

红色：很醒目,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兴奋性和刺激性，红色光光波较长，不

易被尘雾所散射，在较远的地方也容易辨认，红色的注目性高，视认性也

很好。所以用来表示危险、禁止、停止。用于禁止标志。机器设备上的紧

急停止手柄或按扭以及禁止触动的部位通常用红色，有时也表示防火；

蓝色：蓝色的注目性和视认性都不太好，但与白色配合使用效果显著，特

别是在太阳光下比较明显。所以被选为含指令标志的颜色，即必须遵守；

黄色：与黑色组成的条纹是视认性最高的色彩，特别能引起人们的主意，

所以被选为警告色，含义是警告和注意。如厂内危险机器和警戒线，行车

道中线、安全帽等；

绿色：注目性和视认性虽然太高，但绿色是新鲜、年轻、青春的象征，具

有和平、永远、生长、安全等心理效用，所以绿色提示安全信息，含义是

提示，表示安全状态或可以通行。车间内的安全通道，行人和车辆通行标

志，消防设备和其他安全防护设备的位置表示都用绿色。

13 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是由安全色、几何图形和图形符号构成。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

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四类。常见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2894-2008、GB13495-92《消防安全标志》如下：



14.对比色是指使安全色更加醒目的反衬色，四种安全色的相对应对比色只有黑

白两种颜色，如下表所示：

安全色 对比色

红 白色

黄 黑色

蓝 白色

绿 白色



 

[注]：a.对比色有黑白两种颜色，黄色安全色的对比为黑色；红、蓝、绿安全

色的对比色均为白色。而黑、白色互为对比色。

b.黑色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警告标志的几何图形和公共信息

标志。白色则作为安全标志中红、绿、蓝三色的背景色，也可以用于安全标志

的文字和图形符号及安全通道、交通上的标线及铁路站台上的安全线等。

3.识别色：人们在各种气瓶上涂上各种颜色和字体来区分它们，就是利用

了安全色和对比色来识别

序号 介质名称 瓶体 字样 字色

1 氢 淡绿 氢 大红

2 氧 淡酞蓝 氧 黑

3 氨 淡黄 液氨 黑

4 空气 黑 空气 白

5 乙炔 白 乙炔不可近火 大红

[注]：在我们公司经常见到的有乙炔和氧气气瓶，这两种气体主要用于进行气

割、气烘等作业。属于易燃易爆、危险性比较大的压力容器。

安全线：

在企业中用以划分安全区域与危险区域的分界线。厂房内安全通道的标示

线，铁路站台上的安全线都是属于此列。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安全线用白色

（公司是用黄色线划分），宽度不小于 60mm。在生产过程中，有了安全线的标

示，我们就能区分安全区域和危险区域，有利于我们对危险区域的认识和判

断。



15 灭火设施的正确使用

⑴固定灭火系统：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预作用灭火系统等。

⑵移动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栓、水桶、铁锹等。

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消火栓的正确使用方法



16 进入现场前的防护措施



  (a)头部防护                              (b)耳部防护

(c)手脚防护                                (d)坠落防护

17 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图解

（一）安全帽佩戴

四步掌握正确安全帽佩戴方法









（二）安全带佩戴

1、准备工作：

首先，抓住安全带的背部 D 型环，摇动安全带，让所有的带子都复位。

其次，解开胸带，腿带和腰带上的带扣，松开所有的带子。

2、开始穿戴：



①肩带处提起安全带

②将安全带穿在肩部

③将胸部纽扣扣好

④系好左腿带或扣索

⑤系好右腿带或扣索

⑥调节腿带直到合适

⑦调节肩带到合适⑧穿戴完毕，开始工作。

（三）耳塞佩戴



（四）随弃型防颗粒物口罩佩戴

头戴式佩戴动作    



 耳戴式佩戴动作   

颈戴式佩戴动作 

（五）防护面罩佩戴



第一、二步

第三、四步

第五步

（六）防护眼镜选择与佩戴



       

18 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全厂员工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增强法制观

念，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政策、法令、规定。严格遵守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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