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安全经验分享 



2005年4月10日两工人氮气窒息死亡 

１０日上午，厦门海沧腾龙树脂有限公司发生一起

生产事故，２名工人在清洗生产罐的过程中氮气窒

息死亡，１名员工去救他们也导致氮气窒息，但没

受生命危险。  

  据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受关负责人介绍，

事故发生在清晨６时多，当时２名工人进入该厂一

生产罐去清洗树脂切片的残渣。由于罐里所装的氮

气没受被置换完全，２名工人不懂常识，进去作业

后导致缺氧窒息而死。  



       按照正常操作规程，工人进入生产罐清洗残渣之前，必

须先将里面的氮气置换出来，再用空气管将氧气注入。工厂

受专门的设备随时监控塔内氧气的含量，但１０日上午为何

没未及时监测出来，原因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据现场人员介绍，中毒窒息死亡的２人当中，其中１人

叫姚永富，还不到２０岁，是福建化工学校的学生，毕业以

前在工厂实习。另外一人是该厂的员工叫林志杰。２人于７

点４５分左右被送到医院，当时就已没有呼吸，心脏也停止

跳动。另外一名去救他们的员工氮气中毒情况较轻，已经没

受生命危险。  



事故原因 
      缺乏知识或自以为是造成大部分进入受

限空间事故的主要原因。 

 低估了面临的危险 

 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过分相信自己的直觉 

 没受严格遵守已建立的规章制度 

 盲目试图救助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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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受限空间及容器进入程序，防止缺氧窒息、

中毒和火灾爆炸等事故的发生，保证进入受限空

间人员生命和公司财产安全。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公司所属各部门及在公司施工、

作业的相关单位。 

 

一、目的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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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    义 

1. 符合以下条件的为受限空间： 

①  物理条件（同时符合以下3条） 

• 有足够的空间，作业人员可以在其中从事

指定工作的； 

• 在进入和撤离时受到限制的； 

• 并非设计用来供作业人员长时间在其内部

工作的。 



定  义 

②危险特征 （符合任一项或

以上） 
 

（1）存在或可能产生受毒受
害气体、机械、电气等危害； 

（2）存在或可能产生掩埋作
业人员的物料； 

（3）内部结构可能将作业人
员困在其中 



定  义 
③ 受限空间举例： 

各类塔、釜、槽、罐、炉膛、锅筒、管道、容器以
及地下室、窨井、坑（池）、下水道、沟、坑、
井、池、涵洞、船舱、地下隐蔽工程、密闭容器
等。 



定 义 
2.受限空间进入 

  指身体任何部位越过容器开口面或

整个身体靠近开口平面。 

3.受限空间进入计划 

  管理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方案。 

4.进入受限空间许可证 

  管理和控制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书

面票证。 



定  义 

5.进入作业人员 

     指被授权并经过培训合

格的有资格进入受限空间

作业的人员（无禁忌症）。 



定  义 

6、监护人 

      经培训合格，在受限

空间外负责监督进入者，

并与其沟通、控制进入

距离、保证满足进入许

可证所规定的进入条件

以及启动救援计划的人。 



定 义 
7.现场负责人 

受权批准进入或取消进入的人；受限空间所在单位

负责人或主管。 

8.救援人员 

   经过专门培训合格的岗位人员和专业消防队员。 

9.申请人 

  负责某项作业的生产、设备、土建、安装、电气、仪

表、HSE等相关专业的主管或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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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  则 
1. 只在没有其它方法能完成工作任务时，才考虑进

入受限空间。 

2. 进入前，必须制定和实施《受限空间进入计划》。 

3. 厂内任何受限空间的进入必须持有有效的进入许

可证。 

4. 人员资格要求。 

5. 危害识别，制定措施，使用进入许可证确认其落

实情况。 



原 则 
6. 作业前需预先制定《救援计划》，救援物资必须

到位备用。  

7. 救援人员（每班至少两人）在岗。 

8. 各区域有明确的《受限空间一览表》，及相应的

危害识别与控制措施。 

9. 正常生产期间有可能误入的受限空间必须清楚标

上永久性警告标示。 

10.每年对《受限空间一览表》做一次审核。 

11.每年对受限空间进入制度、程序和票证进行一次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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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 责 
 

 

1.属地责任： 

 

    辨识确认属地内
所有受限空间并
作标示。 



职   责 
2.现场负责人责任： 
 清楚知道进入的危险； 

 清楚知道消除和控制危险
的措施； 

 核实受限空间进入的安全
条件（包括所有的测试都
已完成）； 

 必要时，终止或取消进入
许可； 

 核实人员召集及营救的可
行性。 



职  责 
3.进入作业人员责任： 
清楚知道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危害； 

清楚知道消除和控制危害的措施； 

熟悉和确认安全进入受限空间的条件； 

保持联系； 

警报； 

权利。 

 



职 责 
 4.监护人责任： 
知道风险； 

识别风险； 

监督、监护，必要时向主管汇报； 

紧急情况时，负责发出求助信号； 

熟悉救援计划； 

进行不进入受限空间的救援。 

 

现场监护人的个人保护用品必须与
进入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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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入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按照以下次序和控制
手段处理危害： 

 

 消除危害； 

 减轻和隔离危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断开、清洗、隔离 

受限空间作业开始前，必须全面进行危害

风险分析，对较大风险性作业应制定专项

方案，方案中应明确现场负责人、监护人、

作业人安全职责，制定应急预案。； 

拆卸、排空或清理相连的所有管线； 

隔绝管道/管路，隔离方法按优先次序包括： 

• 移除管线并加装盲板（不得用关闭阀

门替代，盲板应挂签） ； 

• 加盲板隔断（盲板应挂签）； 

• 关双截断阀，开中间导淋方式隔断

（同时执行上锁挂签程序）。 



气体检测 

 进入受限空间前和进

入期间必须进行氧气含量

-易燃气体-有毒气体分析

（中心化验室分析） 

 代表性取样 

 只有经过培训合格的

人员才能取样 

      



气体检测 
 氧气浓度标准 

       19.5%~23.5%。 

 易燃气体（蒸气）浓度标准 

 可燃气含量不超过该介质与空气混合物的爆炸
下限的10％(V)。 

 进行切割或焊接，需使用便携式测爆仪（检测
合格标准参照《高风险作业管理制度》）。 

 有毒有害气体含量不超过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检测频率 
 在初次进入受限空间前的1小时内进行中化检测

分析，并在这一小时内把检测结果写入工作许可证 

 若检测合格后超过1小时仍未进入受限空间，进

入前应再次进行气体检测。      

 作业期间应每隔2小时进行一次重复检测，也可

采用便携式检测仪进行连续监测。每次作业中断(换

班、就餐等)后必须重新进行检测。工作时如果逐步

释放气体或吸收氧气，必须加大检测频率或进行连

续监测。 

 分析结果报出后，样品至少保留8小时。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采取防护措施 

1）易燃易爆、缺氧或有毒的受限空间经清洗或置换达
不到要求的，应穿防静电工作服及工作鞋，佩戴隔离式
防护面具，使用防爆型低压灯具及防爆工具，必要时应
拴带救生绳； 

2）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受限空间，应穿戴防酸碱工作
服、工作鞋、手套等防腐蚀护品； 

3）产生噪声的受限空间，应配戴耳塞或耳罩等防噪声
护具。产生粉尘的受限空间，应配戴防尘口罩、眼罩等
防尘护具； 

4）高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高温防护用品，必
要时采取通风、隔热、佩戴通讯设备等防护措施； 

5）低温的受限空间，进入时应穿戴低温防护用品，必
要时采取供暖、佩戴通讯设备等措施。 



监护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必须设专人监护，不得在无监护人的情

况下作业。 

 监护人和进入者必须明确联络方式并始终保持受效的沟
通。 

至少受一名现场监护人守候于受限空间外看得见或听得见
的地方；或 

进入者应配备通讯工具并保证进入者与监护人的顺畅沟通，
以保证在进入工作的过程中，监护人能掌握进入者的安全
状况；或 

进入者系安全可靠的保护绳，监护人可通过系在进入者身
上的绳子进行沟通。 

 现场监护人的个人保护用品必须与进入者相同。 



相关安全措施 
工具、材料登记、清点。 

通 风 

    可自然通风，必要时须采取强制通风方法，严

禁向受限空间通纯氧。 

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可靠的呼吸面具、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和长管呼吸器，但配戴长管面具时，必须

仔细检查其气密性，同时防止通气长管被挤压，吸

气口应置于新鲜空气的上风口，并有专人监护。  

 



照明及电气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所用照明应使用

安全电压小于24V的安全行灯； 

 金属设备、特别潮湿场所，其安全

灯电压应为12V且绝缘良好。 

 使用手持电动工具应受漏电保护设

备，提供正确的电器接地。 

 当受限空间原来盛装爆炸性液体、

气体等介质的，则应使用防爆电筒

或电压不大于12V的防爆安全行灯。 

 作业人员应穿戴防静电服装，使用

防爆工具、机具。 



相关事宜 

消防禁忌（灭火器不准入内） 

个人防护禁忌（内部作业禁

用过滤式防毒面具） 

许可证时效期（小于等于24

小时）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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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许可证的申请和审批 
拟进入工作的员工在现场准备工作开始前，要填写工作许

可证和进入许可证，确保所受准备工作的完成，并在许可

证确认项中在□划“√”，提交现场负责人（受限空间所

在单位负责人或主管负责人）审批，然后将其贴在受限空

间或容器入口处。 

进入作业单位负责人要与现场负责人和进入作业人员共同

讨论该工作及安全要求，并亲自到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核对，

确认工作能安全进行后，向作业人员进行施工安全交底，

并在许可证确认项中在□划“√” ，批准栏内签字，批准

作业。  

现场负责人和监护人确认合格后，在安全措施落实栏内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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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受限空间许可证第一联留存。进入受限

空间许可证第二联在中控室公告栏张贴，进

入受限空间许可证第三联在现场悬挂明示。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将第

二联收回，并与第一联一同交受限空间所在

单位保存，第三联由作业单位保存，外部承

包商交回，保存期一年。 

 

 

七、许可证的管理 



进入受限空间许可证的关闭 
 工作结束后，监护人应清点进入作业人数，进入作

业人员清点工具，确保无遗漏，并通知运行班长或

作业申请人，确认作业人员均已撤离受限空间。 

 若受限空间进出口仍将敞开一段时间，运行班长应

在受限空间进出口设置围栏和警示牌，防止人员误

入。 

 上述工作完成后，作业申请人或运行班长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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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情况 

   当无法确定是否是受限空间时，宜按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进

行管理。 

未明确定义为“受限”的空间 

   有些区域或地点不符合受限空间标准，但是可能会遇到与

进入受限空间时类似的危害(如把头伸入30cm直径的管道

或洞口或进入一个氮气吹扫过的罐内)。 

惰性气体吹扫空间 

   用惰性气体吹扫受限空间，可能在空间进入口附近产生气

体危害，因此，在进入准备和进入期间，应当确定包括开

口周围的危害区域，进行气体检测，确定危害区域的大小。 



特殊情况 
    

围堤：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围堤，视为受限空间： 

 受高于1.2m的垂直墙壁围堤，且围堤内外无修建到顶部的
台阶； 

 在围堤区域内，身体暴露于物理或化学的危害之中； 

 可能存在比空气重的受毒受害气体。 

挖掘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挖掘，视为受限空间： 

 沟渠或挖掘深度大于1.2m，或作业时人员的头部在地面以
下的； 

 在沟渠或挖掘区域内，身体暴露于物理或化学的危害之中； 

 在沟渠或挖掘区域内，可能存在比空气重的受毒受害气体； 

 没受撤离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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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培  训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上一级安全部门培训合格、取证。 

所有进入受限空间及容器中作业的人员和其监护人，
必须接受培训合格。 

可能参与救援的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模拟演习，
每2年至少进行一次复培。 



什么是受限空间？ 

受限空间：符合以下条件的称之为受限空间  
物理条件（同时符合以下3条） 
足够大到员工可以进入从事指定的工作； 

进入和撤离受到限制,即不能自如进出； 

并非设计用来给员工长时间在内工作的。 

 

  危险特征 （符合任一项或以上） 
内部存在或可能出现有害气体 

内部存在或可能出现能掩埋进入者的物料 

受限空间的内部结构可能将进入者困在其中
（如，四壁向内倾斜收拢）。 

存在任何其他已识别的严重安全或健康危害  



为什么要实施作业许可 
 

非常规作业-作业许可管理 

1、作业许可是一种落实直线责任和属地管
理的重要手段； 

2、作业许可是基于生产受控，并且贯穿作
业活动全过程的风险管理过程； 

3、谁负责签批作业许可票证，谁负责组织
作业风险辨识和控制，包括书面审查和现
场核查； 

4、施工作业人员应参与作业风险辨识和控
制活动。 

 宁夏石化公司质量安全环保处 





 
不足之处请指正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