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天气下的人力资

源管理
高温天气对员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人力资源部门

需要采取措施保障员工安全和健康，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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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对员工的影响

身体健康

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血管负担，增加中暑风险，影响员工的

身体健康。

工作效率

高温环境下员工更容易疲倦、注意力分散，工作效率下降。

情绪状态

高温天气会使员工更容易感到烦躁、焦虑，影响团队合作

和工作氛围。

安全风险

高温天气下，员工更容易出现意外事故，安全风险增加。



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隐患

中暑

高温环境下，人体容易出现

中暑症状，包括头晕、恶心

、呕吐、昏迷等。

脱水

高温环境下，人体大量出汗

，容易导致脱水，引起头痛

、疲劳、无力等症状。

皮肤问题

高温环境下，皮肤容易被晒

伤、晒黑，甚至出现红肿、

瘙痒等症状。

呼吸道疾病

高温环境下，空气中污染物

浓度较高，容易引发呼吸道

疾病，如支气管炎、哮喘等

。



高温天气下的工作效率下降

1 生理机能下降

高温环境下，人体体温升高，会导致心率加快、呼吸急

促、体力下降，进而影响工作效率。

2 注意力分散

高温环境下，人体会感到不适，注意力难以集中，导致

工作错误率增加，效率下降。

3 疲劳感加剧

高温环境下，人体会感到疲劳，无法长时间保持高强度

工作，工作效率自然会降低。

4 安全风险增加

高温环境下，员工容易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甚至发

生中暑，增加了工作安全风险。



高温天气下的员工情绪管理

理解情绪波动

高温天气会加剧员工的焦

虑、烦躁和易怒情绪。 员

工可能因工作效率下降而

感到压力，并对自身健康

状况感到担忧。

营造积极氛围

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如

提供充足的休息时间、舒

适的工作场所和人性化的

管理，可以缓解员工的负

面情绪。

提供支持和关怀

定期与员工沟通，了解他

们的情绪状况，并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 公司可

以组织一些活动或提供心

理咨询服务，帮助员工舒

缓压力。

灵活应对措施

根据员工情绪状况灵活调

整工作安排，例如允许员

工在高温时段进行休息、

减少工作量或调整工作时

间。



高温天气下的工作环境改善

通风系统改善

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系统，

确保新鲜空气流通，降低室

内温度。

空调设备维护

定期维护空调设备，确保其

正常运行，保持工作场所凉

爽舒适。

自然通风设计

充分利用自然通风，设计合

理的窗户和通风口，使新鲜

空气自然流通。

遮阳设施安装

安装遮阳设施，如百叶窗或

遮阳棚，减少阳光直射，降

低室内温度。



高温天气下的工作时间调整

弹性工作制

允许员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工作时间，例如早点上班，下午早

点下班，避免在最热的时间段工作。

缩短工作时间

在高温天气期间，可以考虑缩短工作时间，例如实行每天工作 

6 小时制，保证员工的休息和健康。

轮班制

将员工分成不同班次，在不同时间段工作，避免所有员工在最

热的时间段集中工作。

休假安排

鼓励员工在高温天气期间休假，例如安排高温休假或带薪休假

，帮助员工避暑休息。



高温天气下的休息时间增加

1 休息时间延长

合理延长休息时间，帮助员工缓

解高温带来的疲劳，提高工作效

率和安全意识。

2 灵活安排休息

根据员工身体状况和工作强度，

灵活安排休息时间，保证员工在

高温天气下拥有充足的休息和恢

复时间。

3 鼓励休息放松

鼓励员工在休息时间进行适当的

放松活动，例如午休、散步、喝

水等，帮助他们舒缓压力，保持

身心健康。



高温天气下的水和食物供应

充足的饮用水

提供充足的饮用水，确保员

工随时可以补充水分。鼓励

员工多喝水，避免脱水。

清凉解暑的食物

提供清凉解暑的食物，如水

果、蔬菜、凉茶等。避免提

供油腻、辛辣的食物。

冷饮和冰块

提供冷饮和冰块，帮助员工

降温解暑。注意冷饮的卫生

安全。

食物储存和卫生

确保食物的储存和卫生安全

，避免食物变质。定时清理

冰箱，保持食物新鲜。



高温天气下的通风和降温措施

加强通风

保持工作场所通风良好，

可以使用风扇、空调等设

备。定期打开窗户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

降温措施

提供冰水、冷饮等降温饮

品，鼓励员工穿着轻便的

服装。可考虑使用降温喷

雾、冰袋等降温工具。

工作环境改善

对工作场所进行遮阳处理

，减少阳光直射，为员工

提供阴凉休息场所。可考

虑在工作区域设置绿植，

改善环境温度。

个人防护

鼓励员工佩戴遮阳帽、防

晒霜等个人防护用品，减

少阳光暴晒。指导员工注

意防暑降温，避免过度劳

累。



高温天气下的安全防护措施

提供安全装备

为员工提供安全帽、防晒服

、防暑降温药品等安全装备

，确保员工在高温环境下安

全作业。

补充水分

要求员工在高温环境下及时

补充水分，避免脱水，防止

热射病等疾病发生。

合理安排休息

安排高温作业期间的休息时

间，避免长时间连续作业，

降低中暑风险。

加强安全培训

定期进行安全培训，提升员

工在高温环境下的安全意识

和应对能力，预防安全事故

发生。



高温天气下的员工培训和教育

高温安全知识

培训员工识别高温天气带来

的健康风险和采取必要的预

防措施。

高温作业规范

指导员工在高温环境下进行

安全作业，包括休息时间安

排、水分补充、服装选择等

。

应急措施培训

模拟高温环境下可能出现的

紧急情况，并培训员工如何

应对。

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海报、视频等多种形式

，向员工宣传高温天气下的

健康知识和安全意识。



高温天气下的绩效考核调整

目标导向

绩效考核应以目标为导向，评估员工在高温环境下的工作完成

情况，而非单纯关注工作时长或工作量。

灵活调整

考虑高温天气对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调整绩效考核指标和标

准，例如将部分与工作强度相关的指标进行适当降低。



高温天气下的薪酬福利政策

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可以帮助员工抵消高温带来的额外支出，提高员

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弹性工作时间

调整工作时间，让员工可以选择在气温较低的时间段工作

，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工作。

高温补贴

为员工提供高温补贴，帮助员工购买降温用品，改善工作

环境，保障员工健康。

健康保险

完善健康保险，为员工提供高温相关的健康保障，例如热

射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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