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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的“安全带”是指修订后的《劳动安全卫生法》中所

述的“预防坠落设备”。

本培训教材由建筑业劳动事故预防协会根据令和 3 年度（2021 年度）
厚生劳动省的委托项目编写而成，由一般社团法人建筑技能人才机构
翻译并提供。关于翻译内容的准确性，请使用本培训教材的人员自行
对照原文，根据个人的判断予以使用。

本教育テキストは、令和３年度厚生労働省委託事業により建設業労働災害防
止協会が作成したものを一般社団法人建設技能人材機構が翻訳し情報提供し
ているものです。翻訳内容の適正については、本教育テキストの利用者が自
ら原著と対比して個人で判断し使用してください。



第1章   什么是建筑工地？

(1)在建筑工地工作的资格

“证”指持有证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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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上有各种施工机械等在运作，每种情况都需要特定的
资格。
另外，根据工作内容，有时需要指派直接管理工人的管理人员。
如果建筑工地的工人没有资格，将受到处罚。

在指定考试机构举办的考试中合格，并取得都道府县劳动局长
颁发的执照者。

“技”指完成技能培训者。

技能培训是由经都道府县劳动局注册的教育机构举办的培训课
程。这里指在此类教育机构完成培训者。

“特”指完成特别培训（包括准特别培训）者

特别培训是指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特定课程提供的培训。如
果企业没有合适的讲师，则由建灾防等安全健康机构代替公司
提供培训。这里指在企业或者安全健康机构等完成培训者。
“特”包括基于行政通告完成“准特别培训”者。

“责”指工作负责人

为了预防劳动事故，在开展需要安全健康管理的作业时，需要
指派工作负责人以直接监督工人。

本图显示了与建筑业特别相关的各类作业所需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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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起重机/吊杆式起重机 “证”“技”“特”

使用全身式安全带进行作业“特”

组装建筑物的钢骨等“责”

吊索作业“技”“特”

建设钢桥等“责”

建设混凝土桥梁等“责”

操作叉车“技”“特”

操作车辆系工程机械[基础工程用]“技”“特”

电弧焊“责”“特”

处理石棉“责”“特”

操作高空作业车“技”“特”

第1类或第2类缺氧危险作业“责”“特”

操作移动式起重机“证”“技”“特”

沉箱作业“特”

高压室内作业“证”

操作混凝土破碎机“责”

粉尘作业“特”

在崎岖地形驾驶搬运车辆“技”“特”

操作车辆系工程机械[整地/搬运/装载/挖掘用]“技”“特”

操作钻孔机“特”

操作挖掘机等“技”“特”

驾驶轨道动力车辆“特”

挖掘天然地基“责” 高空绳索作业“特”

隧道等的衬砌工程“责”“特”

挖掘隧道等“责”“特”

调整或操作千斤顶式升降设备“特”

处理有机溶剂“责”“特”

总体安全健康主管

领班/安全健康主管

操作混凝土泵车的作业装置“特”

组装挡土临时支架等“责”

建筑工人教育

操作压路机 “特” 更换手工研磨砂轮“特”

处理振动工具“特”

清除土壤放射性污染等“特”

处理低压电流“特”

组装木结构建筑等“责”

操作卷扬机“特”

气焊“证”“技”

组装模板临时支架等“责”

组装脚手架等“责”“特”

操作圆锯等“特”

拆除混凝土结构等“责”

操作车辆系工程机械[拆除用]“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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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筑工地的安全健康管理体制是什么？

总体安全健康主管

（总承包商）

（您的公司） （其他公司）

领班
（安全健康主管）

主任
（现场代理人）

总承包商安全
健康管理人 （首席技术官等）

总承包商公司员工 （安全负责人等）

领班
安全健康主管

工作负责人等
各类工作负责人
各类作业指挥官
各类引导员等

同事 （您本人） 其他工种的作业人员

（包括您的公司作为二级或三级分包商的情况。）

(2)建筑工地的特点
建筑工地与其他行业相比有以下显著特点：

① 建筑工地内的危险场所每天都会根据作业的进度而变化

【危险区域（开口、高处、地下等）】。

② 建筑工地上有许多大型机械（如车辆系工程机械和移动式起重机等）在运作。

万一被夹住或发生接触等，很容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

③ 来自不同类型企业的人员在同一个建筑工地上工作（钢骨组装企业、重型机械企业、设备工程企
业等）。

④ 根据作业的进展情况，同一场所工作人员的任务会经常发生变化。此外，作业条件会根据风、
雨、雪等天气条件而变化。

⑤ 建筑工地最常见的事故是坠落跌倒、工程机械事故
和山体滑坡，统称为“三大事故”。

⑥ 上下班途中和工地现场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预防事故和灾害的发生，建筑工地的每个人在组织结构中都有特定的角色。总承包商和分包商（合
作公司）共同开展安全健康管理的机制称为“总体安全健康管理体制”。
您的上司（领班）与总承包商主任合作，就如何进行安全作业和施工环境等提供指示和指导，确保工人
不会受到劳动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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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建筑工地的工作与安全健康

(3)进入建筑工地后发生劳动事故的情况
A 右图是关于死亡事故的图表，按进入建筑工地后第几天发生事故

进行了分类。近6成的致命事故发生在进入建筑工地后的7天内。

B  关于建筑业发生的劳动事故，通常有以下情况。

(A) 完全没有在建筑业工作的经验

ⓐ 对建筑工程的技术不熟练、不习惯。

ⓑ 不了解关于安全健康的管理措施等。

ⓒ 做出不安全行为或不遵守规定程序。

(B) 有在建筑业工作的经验
每个建筑工地都需要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和流程施工，工
人可能因无法发挥过去的经验，或者因忽视危险或出于习
惯而做出“不安全行为”。

第一天
26.0%

2天～7天
31.9%

30天以上
19.8%

15天～30天
12.9%

8天～14天
9.4%

7天以内
57.9%

（根据死亡事故分析结果制作）

按工地天数分类的事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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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安全
施工循环

安全早会
（全员）

安全会议
（危险预知）

作业开始前
点检

好！

工地主任
巡查

安全工程
讨论

作业过程中的
指导和监督

清理收拾各
自岗位

收工时的检查
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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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施工循环活动的注意事项 2　建筑工地的每日作业流程

为确保全体作业人员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能安全施工，建筑工地会制定“安全施工循环”，作为安全作业的
流程。
通过在建筑工地开展“安全施工循环”活动，我们在建造楼房、道路、隧道、桥梁等结构时努力确保“安
全”、“优质”、“高效”和“廉价”。

危险预知

安全早会

早会上会传达关于安全作业的信息和当天的
重要事项，请认真参加。

安全会议

领班等会说明当天的作业内容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发出
指示。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当场确认。
（检查身体状况、工作装备及保护装备）

作业开始前点检

每天在作业区域使用机械、设备、保护装备等之前务
必进行点检。

清理收拾各自岗位

为了确保第二天能够安全顺利地完成工作，
请对岗位进行整理和整顿，并对工具实施点
检和维护。

作业过程中的指导和监督

检查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循安全早会和安全
会议上给出的指示和决定。领班必须在现场直接指导
和监督工人，工人必须严格遵守领班的指示。

安全工程讨论

总承包商和合作公司主管就第二天的工作方
法进行沟通与协调，以确保安全作业。

收工时的检查和报告

领班等检查各岗位并向总承包商进行收工报告。
即使是施工中发生的轻伤也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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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道

在建材堆放区吸烟

随意坐在建材上面等

不走安全通道而抄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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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空作业车施工的示例 使用脚手架在架空电力线下施工的示例

屋顶作业示例

 1　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劳动事故发生？

第3章   劳动事故及其预防措施

(1)大家在预防劳动事故中的主要作用

 2　在建筑工地可能导致伤病的作业类型

(1)在脚手架等高处作业

为了预防劳动事故，请遵守以下规定。

① 遵守现场规则和作业流程。

② 遵守领班等主管的指示。

③正确使用安全帽（头盔）、安全带、防尘口罩等指定保护装备。

④ 未经允许不得拆除扶手等安全设施。

⑤ 对材料和工具进行整理、整顿、清扫和清洁。

(2)避免不安全行为
“不安全行为”是指做出危险的举动，无论本人是否意识到危险。比如，明知危险却仍然做出危险举动，
为了抄近道而不走安全通道，不遵守规定的作业流程而省去步骤等。

为了预防劳动事故，请在建筑工地避免以下情况。请充分了解并遵守施工现场的规则。

使用楼梯！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高空作业时务必使用安全带。

② 上下移动时使用升降设备（楼梯、梯子等）。

③ 使用指定的安全通道。

④ 在屋顶等场所处理金属管等长条状物品时，请注意附近的高空电线等。

⑤ 对作业区域进行整理和整顿，不要把东西留在通道上。

[可能发生的事故]
坠落跌倒造成的事故

注意

金属管

进入禁止入内区域

在安全通道上跑动

在楼梯上跑动

走路时手插在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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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日下挖掘施工的示例铺路施工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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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清除石棉的示例

(2)在高温潮湿的场所作业、在烈日下露天作业、在通风不良的闷热场所作业等 (3)拆除建筑物或翻修时清除石棉等作业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补充大量水分盐分或运动饮料。

② 休息时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或室内充分休息。

③ 上班前一天不要过度饮酒并保证充足睡眠。

④ 佩戴安全帽、冰凉圈等以预防中暑。

[可能发生的事故]
中暑

* “中暑”是指身体在高温潮湿的作业环境中失去调节能力，导致可能危及生命的各类症状。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因出汗而失去水分和盐分时，身体会启动体温调节功能。

但是，一旦超过极限，体温调节功能就会失效，造成体温升高。最初的症状是头痛、恶心、四肢
无力等。如果病情进一步恶化，可能导致昏迷甚至死亡。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施工前检查防尘口罩是否损坏，口罩与面部之间是否有缝隙。

② 遵照指示佩戴标准规格的防尘口罩、防护服、安全帽（头盔）、防护手套、安全鞋等。

③ 在高处（2米以上）作业时务必使用安全带。

④ 夏天施工时采取预防中暑措施（补充水分盐分、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休息等）。

[可能发生的事故]
石棉肺、间皮瘤、肺尘病、中暑等

* “间皮瘤”是一种恶性肿瘤，通常在胸膜或心包膜处发生。

“肺尘病”是一种肺部疾病，因长期吸入粉尘等并在肺部细胞内积聚而引起。

・石棉水泥

・住宅屋顶用石棉平板



使用起重机吊起建材的示例

驾驶员

信号员

吊索操作员 领班

使用移动式起重机进行吊索作业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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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房屋示例拆除建筑物示例

浮石

人工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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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理拆除作业中产生的废弃物等

(5)使用起重机等吊起建材等的作业（吊索作业）

(6)使用反铲挖掘机等施工设备进行挖掘、整地、搬运等作业

(7)铺设上下水道和人工斜坡挖掘作业

在处理拆除作业中产生的废弃物时，瓦砾中很可能含有石棉、粉尘等大量有害化学物质，因此需要小心
处理。

[必须遵守的规则]

[可能发生的事故]
粉尘造成的工伤（肺尘病）；脚踩钉子后造成的破伤风；化学品造成的烫伤；割伤、瘀伤、骨折；跌
倒等。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作业区域。

② 严禁站在悬挂的建材下方。

③ 必须由具备资格的人员进行吊索作业

（使用起重机等吊起建材时在建材和起重机上装配钢丝绳等作业）。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施工设备所在的禁止入内区域。

② 禁止进入反铲挖掘机等旋转式施工设备所在的作业区域。

③ 遵守作业指挥官、引导员、信号员等的指示。

④ 使用指定的安全通道。

[可能发生的事故]
建材坠落、起重机倒塌等造成的工伤

[可能发生的事故]
被设备夹住、卷入设备、坠落跌倒、被坠落物体击中等造成的工伤

① 处理废弃物时务必使用防尘口罩、防毒面罩、安全帽（头盔）、护目镜、橡胶手套（防护手套）、
厚实耐用的鞋子（安全鞋）等保护装备。

② 穿上长袖工作服，避免暴露皮肤。

③ 在电镀厂等的废墟中发现药瓶、罐、桶等容器时请勿触摸并向领班报告。

④ 如果发现石棉或表面附着棉絮状物体的钢骨等建材，请勿随意触摸并按照领班的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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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资格

狭小作业区通风示例地下室通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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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钻的示例 使用电动圆锯的示例

使用角磨机的示例

双重绝缘标志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保持安全坡度，禁止垂直挖到底。

② 检查是否有浮石等。

③ 在指定区域使用安全带。

④ 在挖掘的沟渠上下移动时使用梯子、楼梯等升降设备。

⑤ 如果发现漏水、裂纹、临时支架变形等异常情况，请报告主管。

施工现场的许多任务都需要法律规定的特
定资格。严禁让没有资格的人员执行这些
任务。

[可能发生的事故]
设备倒塌、坠落跌倒等造成的工伤

资格证书

(8)在上下水道、煤气管道等暗渠、窨井、储罐和筒仓内部、狭窄的地下室、船舱等场所作业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按照工作负责人的指示进行作业。

② 在窨井内上下时使用升降器等设备。

③ 使用安全带、安全帽（头盔）等必要的保护装备。

④ 检查是否从外部吸入了新鲜空气。

⑤ 禁止在通风不良的场所使用发动机驱动的电机。

[可能发生的事故]
缺氧；甲烷、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气体中毒；坠落跌倒；爆炸造成的工伤

* “缺氧”是指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低于18%时吸入空气的状态，可能出现头晕、失去知觉等症状，如 
果氧气浓度过低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 “硫化氢”存在于下水道等场所的污水污泥中，受到搅动时释放到空气中，被眼睛和呼吸道粘膜吸
收时会引起角膜损伤、嗅觉失灵、支气管炎等症状，甚至可能因呼吸困难或窒息而导致死亡。

(9)使用电动工具等进行作业

该安全标志显示在双重绝缘、无需接地
即可安全使用的电气产品上。

禁止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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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梯示例

梯子示例

17

×

振动工具示例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必须使用便携式圆锯上的安全装置（安全盖）和角磨机的手柄。

② 检查电源线缆等是否有损坏。

③ 必须接好地线。

④ 作业中需要移动时务必关闭电源。

⑤ 使用电钻或角磨机时不允许戴手套。

⑥ 使用配备漏电断路器的电源，以防止触电。

⑦ 检查设备是否为双重绝缘结构（铭牌上的双重绝缘标志）。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梯子上部伸出至少60厘米并锁住，然后牢固地安装在作业场所。

② 使用防滑脚垫，确保梯子牢固地安装在作业场所。

③ 请勿单手拿着物品上下移动。

[必须遵守的规则]
1 ) 使用适合作业的防尘口罩、防振手套、耳塞、护目镜及安全帽（头盔）。

2) 振动工具的使用时间通常在2小时以内。超出使用时间时，请按照领班的指示进行换班等。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搬起重物时弯曲膝盖、放低腰部并伸直后背。

② 放下重物时动作要柔和，不得乱扔。

③ 需要连续进行对腰部造成负担的作业时，请定期休息并伸展腰部。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使用前检查人字梯是否有损坏或弯曲，是否装有固定用金属件等。

② 将人字梯放置在平坦的场所，避免在地面开口和楼梯附近使用。

③ 不得站在人字梯顶部作业。

④ 必须使用固定用金属件。

⑤ 请勿携带工具等攀爬人字梯。

⑥ 请勿从人字梯探出身体，以避免造成危险。

⑦ 尽可能使用便携式工作台。

[可能发生的事故]
割伤、擦伤、触电

(10)使用人字梯等进行作业

(11)使用梯子作业

[可能发生的事故]
坠落跌倒

[可能发生的事故]
腰肌劳损、腰痛

(12)搬运重物、对腰部造成负担的作业

(13)使用振动工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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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喷涂作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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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症状

全身症状

气焊切割作业示例

易燃物

电弧焊作业示例

[可能发生的事故]
振动性白指等症状、粉尘造成的症状、肺尘病、听力障碍、碎屑飞散造成的工伤（眼部受伤等）

[可能发生的事故]

[蜜蜂蜇伤的症状]

烧伤、火灾造成的工伤、触电、爆炸、肺尘病、电光性眼炎

[可能发生的事故]
有机溶剂中毒

*   “振动工具”包括用于挖掘隧道的手持式凿岩机、用于錾平等作业的混凝土冲击钻、鹤嘴镐、     　 
 混凝土振动机、链锯、电锯切割机、割草机、便携式夯实机等。

* 稀释剂等有机溶剂广泛用于稀释涂料和粘合剂等溶剂。稀释剂等有机溶剂易挥发，

 通过呼吸道或皮肤进入体内后会引起头痛、头晕、恶心、失去知觉等症状。

 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死亡。

(14)在室内等场所进行的作业，包括涂漆、防水、喷涂保湿剂和隔热材料、使用其他有机溶剂等

(15)焊接和焊割作业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施工时确保作业区域周围没有易燃物。

② 作业时使用指定的焊接或焊割用遮光护目镜、防尘口罩、安全鞋、皮手套等。

③ 不得用肉眼直视电弧焊火花。

(16)蜜蜂蜇伤对策
曾发生过工人在施工时因蜂蜇导致死亡的案例。日本的蜜蜂中有攻击和蜇人习性的包括胡蜂和马蜂。
许多蜇伤事件发生在山区及周边地区。

剧痛

轻微症状包括疲劳和呼吸困难。中度症状包括胸闷、腹泻、恶心。严重症状包括失
明、耳聋、失去知觉。最严重时可能因过敏性休克而死亡。

*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过敏反应，会引起呼吸道水肿，甚至导致窒息和死亡。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按照工作负责人的指示进行作业。

② 确保作业时通风良好。

③ 根据作业环境，使用供气面罩或防毒面罩。

④ 使用安全帽（头盔）、护目镜等指定的保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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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预知会议示例安全早会示例

休息区 整理、整顿、清扫、清洁

防蜂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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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① 如果被蜜蜂蜇伤，请在两分钟内吸出毒液。

② 如果症状严重，请立即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必须遵守的规则]
① 遵守建筑工地规则。

② 提前检查作业现场。

③ 必须参加安全早会、危险预知会议等安全活动。

④ 穿上适合作业的服装。

⑤ 必须使用规定的保护装备。

⑥ 遵守安全标志。

⑦ 听从信号员和引导员的指示。

⑧ 遵守规定的作业流程。

⑨ 请勿接近禁止入内区域和危险区域。

⑩ 了解灭火器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⑪ 如果发现不安全的场所，请报告主管。

⑫ 请在指定区域吸烟。

⑬ 落实整理、整顿、清扫、清洁。

⑭ 即使是轻伤也要向领班等报告。

[接受健康检查的好处]
① 可以把握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

② 如果生病了可以及早开始治疗。

 请注意，根据体检时发现的疾病，您可能需要从事与之前不同的工作。

[如何避免被蜜蜂蜇伤]
① 施工时穿白色服装，避免穿黑色服装。如条件不允许，请选择黄色等亮色的服装。

② 蜜蜂对刺激和振动很敏感。附近有蜜蜂时，请戴上防蜂帽以保护脸部。

③ 如果发现蜂巢，请及时将其击落或喷洒杀虫剂将其清除。

④ 如果发现蜂巢，请用黄色胶带标记危险区域并避免进入。

* 请注意，通常所说的氨水对蜂蜇完全没有效果。

安全第一
○○建设

灭
火
器

(18)健康检查

(17)其他作业时的通用注意事项

在建筑工地，根据施工性质可能产生各种伤病，但工人平时必须在健康的状况下作业。

为了把握自己的健康状况，请务必按照指示接受健康检查。

体检车

正在检查

“健康检查”除了雇用工人或调换工作时进行的检查外，还包括每年一次的“定期健康检查”及每半年
一次的“特殊健康检查”。特殊健康检查的对象是平时接触有机溶剂、

使用振动工具、接触粉尘等从事特殊作业的员工。

* 定期健康检查与特殊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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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健康管理]
① 避免暴饮暴食。

② 始终保持工装清洁。

③ 身体出现异常时立即到医疗机构就诊。

④ 休假日和休息时间注意休息，以恢复疲劳。

⑤ 上班前先做热身运动。

(19)心理健康对策
根据《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义务落实精神压力检查制度，对其直接雇用的员工实施心
理健康对策。
然而，建筑业工人感受到精神压力的场所是建筑工地，获得工伤赔偿（精神障碍）认定的员工大多都是
现场工人。因此，我们认为就建筑业而言，除了规定的法律措施外，还有必要在建筑工地采取对策。
鉴于此，建灾防协会推出了“建灾防健康危险预知及匿名精神压力检查”。这套方法运用了安全施工循
环，可以在建筑工地轻松实施并取得效果。

“建灾防健康危险预知及匿名精神压力检查”以《劳动安全卫生法》修订后新规定的精神压力检查
 制度为主旨，是一套在建筑工地直接实施的对策。

建灾防健康危险预知及匿名精神压力检查

运用了安全施工循环的心理健康对策

《职业压力简易问卷》（简易版23项）

自主性对策

安全早会

每日活动

工地主任巡查

清理收拾各
自岗位

收工时的
检查和报告

安全工程讨论

领班在作业
过程中提供
指导和监督

安全会议

危险预知

作业点检

现场危险预知

匿名精神压力检查
（施工期间多次进行）

健康危险预知
（每天进行）

领班每天向工人了解睡眠、饮食及身体状况。这将帮助工人了解自己的
身体状况，以便及时应对，同时改善施工现场的沟通。

通过问卷的形式把握工作现场各公司员工的精神压力状况，根据结果
营造更轻松舒适的工作环境。

健康危险预知检查项目

您的睡眠质量如何？

您的饮食质量如何？

您的身体状况如何？

（简易版23项）
职业压力简易问卷

实施日期

施工场所

A.以下询问您的工作情况。请选择最符合的选项。

B.您最近一个月内是否出现过以下状况？请选择最符合的选项。

C.以下是关于您在工作场所与他人沟通的问题。请选择最符合的选项。

1. 我必须完成很多工作
2. 我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
3.  我必须拼命工作
8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
9. 我可以自行决定工作的顺序和方法
10. 我的意见会在现场的工作方针中得到体现

符合 大致符合
有点

不符合 不符合

非常频繁 时常 有时 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 有时有 经常有
几乎每天

都有

7. 感到很累
8. 精疲力竭
9. 身体无力
10. 感到精神紧张
11. 感到焦虑
12. 心神不宁
13. 感到抑郁
14. 什么事都觉得很麻烦
16 心情郁闷
27. 没胃口
29. 睡不好觉

您经常与上司和同事轻松沟通吗？
1. 上司
2. 同事

遇到困难时，您经常与上司和同事沟通吗？
1. 上司
2. 同事

在您遇到个人问题时，上司和同事经常听您倾诉吗？
1. 上司
2. 同事

*谢谢您的配合。
出处：《基于劳动安全卫生法的精神压力检查制度实施手册》 厚生劳动省 2015年5月

所属公司

性别 男 / 女

健康危险预知

匿名精神压力检查



向各相关方发出紧急通知

发生事故

现场
发现人

领班或总承包商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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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紧急情况下的联络与疏散体制

(1)遇到紧急情况时立即通知附近的同事或领班

1. 穿着合适的服装，使用合适的保护装备

• 即使是轻伤也要向领班报告

• 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大声向周围人呼喊并通知领班等。

• 如果发生触电、缺氧等事故，存在救援人员遭遇“二次事故
”的风险。请听从主管指示，不要擅自行动。

有人吗？

(2)应对事故的防灾训练
充分发挥日常训练的成果，在发生事故时予以应对。

 1　正确使用保护装备等

为了避免受伤，请务必正确佩戴和使用保护装备。

第4章   安全健康保护装备等的使用

正确佩戴安全帽并系紧帽带。
不要用毛巾遮住脸部或颈部。

穿上安全鞋、作业安全
袜等适合施工内容的装备。

穿上符合您体型的干净服装。

•按照安装顺序佩戴安全带。
•不要将危险或不必要的物品放入口袋。
•将上衣的下摆整齐地塞进裤子。

扣紧袖口的纽扣。

裤腿不要露在鞋外。

使用遮光护目镜
阻挡有害射线

电弧焊面罩

按有害物质类型
佩戴口罩

佩戴电弧焊手套、
防振手套等

进行粉尘作业时
佩戴护目镜

安全帽

在嘈杂的地方使用耳塞

在高处作业时使用全身式安全带

穿上防止足部受伤的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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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罩示例

吸收罐
吸收罐

面罩主体

绳带

防尘口罩示例一次性防尘口罩示例 风扇式呼吸防护用具示例

过滤器

绳带

绳带

电池

27

空气呼吸器示例

空气泵

压力调节器

腰部安全带示例全身式安全带示例

 2　预防劳动事故的保护装备

1) 呼吸防护用具

在产生粉尘或有毒气体的区域作业时，请使用防尘口罩或防毒面罩。在有缺氧等危险的区域作业时，
请使用空气呼吸器等呼吸防护用具。

(1)防尘口罩

防尘口罩能防止您将空气中的粉尘吸入肺部。

防尘口罩包括一次性防尘口罩、可更换式防尘口罩、风扇式呼吸防护用具等。

请根据粉尘等异物的类型、作业内容等选择防尘口罩。

(2)防毒面罩

防毒面罩能通过滤毒罐净化含有毒气体的空气。

使用前请检查吸收罐的使用期限（吸毒能力失效的
时间，在确认面罩具有排毒能力后才能使用。

(3)空气呼吸器等

空气呼吸器能提供新鲜空气，因此在缺氧等环境下也可
以使用。空气呼吸器包括空气泵型和软管型。

2) 安全带

在高处的作业平台、没有扶手的区域或其他指定区域作业时，请务必使用安全带。

安全带有两种类型：“全身式安全带”和“腰部安全带”。请使用适合建筑工地作业内容和高度的安全带。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不得在氧气浓度低于18%的场所使用。

② 不得在产生有毒气体的场所使用。

③ 请更换用脏的过滤器。

④ 不得使用变形或损坏的产品。

⑤ 使用一次性产品时请遵守规定的使用期限。

⑥ 一次性产品不得在清洗后重复使用。

⑦ 确保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不要在口罩内垫上毛巾等物品。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不得在氧气浓度低于18%的场所使用。

② 确认作业区域有毒气体的浓度低于使用限值。

③ 请根据气体类型选择吸收罐。

④ 戴上面罩后检查其是否与面部紧密贴合。

⑤ 使用前进行点检并在使用后进行保养。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确保面罩与面部紧密贴合，不要在面罩内垫上毛巾等
物品。请注意，如果您的胡须太厚，外界的有害气
体可能通过缝隙进入。

② 使用前对指定项目实施点检。

③ 确认规定的使用时间。请特别注意，使用时间可能因
实际的呼吸量而异。

④ 使用软管型面罩（供气面罩）时，请在供气侧配备监控人员等。

胸带

腰带

腿带

半圆环

钩子

缓冲器

挂绳

骨盆带

可拆卸式连接带

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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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鞋

安全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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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护目镜示例 焊接面罩示例护目镜示例

耳塞 反光背心救生衣 手套

建灾防统一安全标志一览 建灾防统一安全标志网站

3) 安全帽（头盔）
头部一旦受伤可能致命。为了保护头部，请务必按照说明正确佩戴
安全帽。
请根据使用目的选择合适的安全帽，包括飞散物和坠落物防护安全
帽、防跌落安全帽、电力施工安全帽（工作电压7000V以下）等。

5) 护目镜
在建筑物拆除作业、錾平作业、角磨机作业、焊接作业等施工中，为了保护眼睛免受飞散物体、粉尘
和有害射线的伤害，请佩戴合适的“护目镜”和“遮光护目镜”。

6) 其他保护装备（示例）
请根据作业场所和内容，正确使用保护装备。

7) 建筑工地使用的安全健康标志（示例）
在建筑工地，危险区域和需要遵守规则的区域会张贴各类标志。请了解标志的含义并遵守规定。

4) 安全鞋
请选择并使用适合作业内容的安全鞋。

安全鞋的目的是在重物坠落或踩到钉子等时防止足部受伤。

安全鞋的用途包括高空作业、焊接作业、拆除作业（可能踩
到钉子时、接触酸碱类物质的作业等。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使用能够承受佩戴人员及其设备总重量的安全带。

② 佩戴安全带时请检查所有安全部件是否到位，佩戴时确保安全带牢固不松动。

③ 将安全带以正确方式挂在指定位置。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调节头带和下巴扣，使安全帽贴合您的头部。

② 收紧下巴扣，确保安全帽不松动。

③ 耳朵应位于下巴扣绳带的V形部分。

④ 请直接佩戴安全帽，不要垫上毛巾或戴上棒球帽等。

⑤ 如果吸收冲击用吊带或头带弄脏，请及时更换。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① 进行废弃物处理等作业时，如果有踩到钉子等的危险，请使用含防踩穿功能的安全鞋。

② 普通安全鞋（使用防滑合成橡胶鞋底）适合在有大量碎屑和油污的场所使用。

③ 系紧鞋带。

④ 每周保养一次。检查是否有钉子、玻璃等异物以及是否有划痕、磨损、撕裂等情况。如果破损严
重请更换。

衬垫 帽体

吸收冲击用吊带

头带

下巴扣

禁止入内

注意脚下 当心触电 注意路肩 当心缺氧当心墜落

正在使用有机溶剂 佩戴安全帽 整理整顿使用安全带

注意开口

灭火器 AED设备位置警报设备

禁烟 禁止明火 禁止停车 当心碰头

最大装载负荷 吸烟区 担架 安全通道 上下楼梯 休息区

外语标志示例
这是向外籍员工制作的标志，用日语和5国外语对标
志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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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 发生事故

不安全状况

＋
不安全行为

Ⅰ　劳动事故的发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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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事故是由机器设备等的“不安全状况”和工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近来，由不安全行为（尤其是工人的失误和差错）造成的劳动事故频发，比如“作业时的姿势不合理”、
“操作失误”、“进入危险场所”、“未穿上防护服装”、“未使用保护装备”等。

◆刚来建筑工地的员工在不了解施工现场的情况
下进入禁止入内区域，被反铲挖掘机击伤（新
员工要特别小心）。

[人为失误造成的事故案例]

1. 由于缺乏知识或经验而造成误判
（缺乏知识或经验、对业务不熟悉）

◆用反铲挖掘机卸下悬挂的混凝土管时（用于非
规定用途），吊索断裂并砸到附近作业的一名工
人。

2. 没关系，不会有事的
（轻视危险、平时的习惯）

◆一不留神进入了悬吊重物的下方，被正在下降
的重物砸到。

3. 漫不经心、心不在焉
（不注意）

◆不使用梯子，而是从附近的低处跳下，扭伤了
脚。

4. 嫌麻烦、投机取巧
（抄近道、省去必要步骤）

◆在组装脚手架的作业中，用扳手拧紧螺母时不
慎滑倒，急忙想把眼看就要坠落的扳手抓住，
结果自己从脚手架上跌落。

5. 因专注于一件事而忽略周围的情况
（现场行动能力）

◆临时堆放的模板材料就要倾倒，赶紧想要拦住，
结果被压在下方。

6. 惊慌失措
（慌乱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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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脚手架结构名词

门式脚手架

金属管脚手架示例

◆便携式电动搅拌器的旋转部分被异物卡住，停
止了转动。试图取出异物时，自以为电源已被
切断（错觉）。在取出异物的那一刻，搅拌部
件开始旋转，造成手指受伤。

7. 误会、自以为是
（错觉）

◆搬运剩余建材时被过道上的断坡绊倒。

8. 由于年龄而反应迟缓
（高龄人士的身体机能下降）

◆因疲劳而感到头晕，从脚手架跌落下来。

9. 疲劳、疾病、忧虑

◆反复敲钉子时，由于单调的节奏造成分心，不
慎敲到手指。

10. 单调的作业导致集中力下降

电源关了，所以没关系。

电源打开

Ⅱ　建筑工地常用的施工设备和工具名称

下梁架

扶手

扶手柱

山墙侧扶手

楼梯口扶手架

中梁架
踢脚板

交叉斜撑

立杆

千斤顶底座金属件

悬臂梁

悬臂梁

扶手

扶手

踢脚板

脚手架板

立柱

中梁架

踢脚板

斜撑

底座固定横木
垫板

紧固金属件
（直角型夹具）

紧固金属件
（自由型夹具）

接头金属件
（金属管接头）

固定型底座金属件

横向强化
组件

斜撑

中梁架

门式脚手架楼梯

垫板

横杆

底座固定横木



常见模板临时支架结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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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挡土临时支架结构名词

常见木制建筑物结构名词

常见露天挖掘施工现场名词

管道支撑型示例

组合式示例

塞管

顶板

钢板桩壁

交接角强化组件

支撑梁强化组件

背板（横板桩）

固定桩 山体滑坡防护墙支架

栋梁

小屋束
（垂直承重组件）

垂木

小屋梁
（支撑屋顶的横梁）

人工斜坡

人工斜坡

人工斜坡

垂直挖到底

坡顶

浮石

坡底

通路

横梁

柱子

基座

地基混凝土
（带状地基）地面

屋檐高度

母屋（支撑屋顶的水平建材）

支撑梁 中间桩

水平连接杆

管道支架

斜撑

底座固定横木

垫板

支撑板

调节螺丝
（外螺纹）

调节螺丝
（内螺纹）

插销孔

支力销

套管

基座

顶板

立杆

交叉斜撑

木制垫板

千斤顶底座金属件

模板

横梁

千斤顶底座

斜撑

底座固定横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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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

轴锁

软电缆

复位按钮

配电板接地端子插座

漏电断路器

接地线

接地夹

刷架盖

握手

插头

漏电断路器

插座

测试按钮
接线用断路器

接地端子
电流方向显示

插座

砂轮罩
砂轮

开关

锯齿

锯齿支架

安全罩

动力部分（电机）

底座（基板）

常见电动工具结构名词

[便携式圆锯]

常见电气设备结构名称

[电缆线盘]

[配电板]

[角磨机]

シャフトロック

ホイールカバー研削砥石
けんさくといし

グリップ

ブラシホルダキャップ
ハンドル

スイッチ

のこ歯

刃物支持部

安全カバー

動力部（モーター）

ベース（定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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