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下的施工安全注

意事项
高温作业环境对工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夏季施工安全至关重要，需要采取

有效措施降低高温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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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反应

1

体温升高

人体无法有效散热，体温持续上升。

2

心率加快

心脏加速搏动，以加速血液循环。

3

呼吸加深

呼吸频率和深度增加，以增加氧气摄入。

4

出汗增加

身体通过出汗排出热量，以降低体温。

高温环境会对人体造成一系列生理反应，其中包括体温升高、心率加快、呼吸加深以及出汗增加。这些反应是人体试图调节体温、保持正常生理

功能的表现。然而，如果高温持续或强度过大，人体调节能力会下降，可能导致热应激甚至热中暑等健康问题。



高温环境下的热应力

高温环境下，人体会受到热应力的影响，这是人体在高温环境下试图维持体温平衡而产生的生理反应。热应力会导致一系列生理变化，

影响人体的正常功能，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1

热辐射

来自太阳或高温物体辐射的热量

2

热传导

通过直接接触高温物体而传递的热量

3

对流

空气或水流带走的热量

热应力主要来自三种途径：热辐射、热传导和对流。这些热量的摄入会使人体核心温度升高，导致一系列生理反应，例如心率加快、呼

吸加快、出汗增加等。



高温环境下的热中暑症状

1轻度中暑

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呕吐、乏力

、皮肤潮红、出汗过多。

2 中度中暑

中度中暑症状包括体温升高、脉搏加快、呼吸加快

、血压下降、皮肤潮红、大量出汗、精神萎靡、意

识模糊。3重度中暑

重度中暑症状包括高热、昏迷、抽搐、血压下降、

呼吸困难、瞳孔散大、休克，甚至死亡。



高温环境下的预防措施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避开高温时段，将高强度工作安排在气温较低的时间段进行。

提供遮阳休息区域

为工人提供阴凉的休息场所，并配置充足的饮用水和防暑降温用品。

加强现场通风降温

使用风机、喷雾等设备，改善工作环境，降低作业场所的温度。

定期检查施工现场环境

及时发现并消除高温环境下的安全隐患，确保施工现场安全。



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

1

防暑服

选择轻便、透气的防暑服

，例如棉质或涤纶材料，

减少闷热感。

2

防晒帽

戴宽沿的防晒帽遮蔽阳光

，保护头部和颈部免受紫

外线伤害。

3

防护眼镜

佩戴防护眼镜，避免强烈

的阳光直射眼睛，保护视

力。

4

其他

根据具体工作环境，可选

择佩戴遮阳口罩、防晒手

套等，减少高温对皮肤的

伤害。



饮水和补充电解质的重要性

防止脱水

高温作业会导致大量汗液流失，造成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缺失，进而导致脱水，影响身体机能。

维持体液平衡

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能够维持体内体液平衡，有效预防中暑，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提高工作效率

充足的水分和电解质能够维持身体能量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因疲劳导致的意外事故。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1

避开高温时段

尽量在早晚温度较低时段作业

2

分段作业

将工作任务分成多个短时段完成

3

适时休息

每工作一段时间后，需休息片刻

4

轮班制

轮换作业，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可以有效降低高温对工人的影响。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作业。在高温天气下，工人应该采取分段作业的方式，

并适时休息，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此外，可以考虑采用轮班制，让工人轮流作业，减轻高温带来的负荷。



提供遮阳休息区域

在施工现场设置遮阳休息区域是保障工人高温作业安全的重要措施。合理的休息区域能够为工人提供避暑空间，帮助他们有效缓解

高温带来的身体压力，降低中暑风险。

1

树荫遮挡

利用树木或搭设遮阳棚，为工人提供自然或人工遮阳。

2

通风良好

确保休息区域通风良好，避免闷热。

3

舒适设施

配备座椅、饮水机等，为工人提供舒适休息条件。

施工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遮阳休息区域，并配备必要的设施，确保工人能够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休息。



加强现场通风降温

使用大型风扇

在施工现场设置大型风扇，例如工业风扇或吊扇，加强空气流动，降低体感温度。

设置遮阳棚

在作业区域搭建遮阳棚，阻挡阳光直射，降低地面温度，创造更舒适的作业环境。

喷洒水雾

定期使用喷雾设备向作业区域喷洒水雾，可以快速降低空气温度，减轻高温带来的不适感。

安装通风系统

在封闭的作业空间安装通风系统，例如排风扇或空调，有效改善室内空气流通，降低温度。



落实工人健康监测

1

体温监测

每天测量体温，记录异常情况

2

健康问卷

了解工人身体状况，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3

定期体检

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

4

心理疏导

缓解高温带来的心理压力

在高温环境下，定期对工人进行健康监测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体温监测，还应包括健康问卷调查、定期体检以及心理疏导等。 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确保工人的身心健康。



建立应急救助预案

高温环境下，中暑是常见的安全事故。及时有效的应急救助是保障施工人员安全的关键。

1

制定应急预案

明确中暑应急流程

2

配备急救人员

具备必要的急救知识和技能

3

准备急救物资

配备充足的急救药品和器械

4

加强培训演练

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5

建立联动机制

与当地医疗机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应急预案应包含中暑的识别、急救措施、人员分工、信息传递、医疗救治等内容。 定期组织演练，确保预案可操作，提高应急响应速度。



加强对工人的培训教育

1安全意识培训

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知识培训，重点讲解高温作业的

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

2 应急处理培训

模拟高温中暑等突发事件，进行应急处理演练，提

高工人的应急处置能力。
3个人防护培训

讲解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在高温环

境下的防护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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