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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管理标准

受限空间



  onfined spaces have usually limited or restricted means 

  for entry or exit and they are not designed for continuous

  occupancy; by virtue of its enclosed nature, it creates conditions that 

give rise to a likelihood of an accident, harm or injury of such a nature as to 

require emergency actions. Confined spaces often have poor ventilation which 

allows hazardous atmospheres to quickly develop, especially if the space is 

small. The hazards are not always obvious and may vary in time for the same 

confined space.

This standard i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all measures are taken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risk of exposure to the identified hazards.

SCOPE:
This document applies to all activities and sites of Ve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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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空间的出入方式通常受到一定限制，不适用于人员在其间持续作

业;受限空间的封闭特性创造了引发事故伤、害及危险的条件，需要采

取紧急措施。

受限空间往往通风欠佳，尤其是在空间狭小时会快速形成危险空气环

境。

通常，受限空间的危险都不明显，相同的受限空间在不同时间其内部危

险可能也不相同。

本标准旨在确保采取一切措施，预防和控制受限空间已识别的相关危

险。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威立雅活动及场所。

全球职业健康与安全 

https://oneintranet.veolia.com/corp-ehs-globaloccupationalhealthandsafety/standards/high-risk-management-standards


救命法则

受限空间
在进入受限空间前以及工作过程中，我会进行气体检测并且在
外面始终有一名监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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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定义

受限空间是指相对封闭(不一定完全封闭)的空间，其中或附近的危险物质或条件可能引发严重伤害。

受限空间是指符合以下条件的封闭或部分封闭的空间:

• 不适用于人员在其间持续作业。

• 当有人进入其中时，空间可能为非正常大气压力。

• 或有以下健康安全方面的风险:

- 氧气浓度不安全的空气环境(氧气含量在19.5%至23.5%之间为安全浓度);

- 可能有毒,或引发火灾、爆炸的污染物,包括气体、蒸气和粉尘;

- 或介入的性质  

- 或淹没。

在受限空间内作业的风险有:

• 受空气传播的污染物直接影响而昏迷、受伤或死亡;

• 点燃易燃污染物而发生火灾或爆炸;

• 营救困难、治疗受伤或昏迷人员困难;

• 因缺氧或被埋入灰、沙、水或其他液体等流体中而窒息;

• 长期接触有毒或致癌、致突变或有生殖毒性的(CMR)化学品而导致的危险。

受限空间常见于但不限于:储罐、水井或枯井、管道、输送管、烟囱、筒仓、容器、压力容器、地下下水道、污水

泵站、氯气和臭氧站、沟渠等难以出入的空间;隧道或其他封闭或部分封闭的结构、污泥储存区、锅炉及焚烧

炉内部、污染空气处理设备、排污池、天花板夹层、通风道、窄小空间、蒸馏塔等。

受限空间是指可容纳人进入的封闭或部分封闭空间。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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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空间举例

2.0  > 受限空间的主要危害

风险评估必须确定应当实施的控制措施:

• 识别潜在的风险；

• 识别风险源头和受影响的过程；

• 识别应当实施的控制措施；

• 跟进所实施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隧道 检修井 人孔

下水道地下室船舱

筒仓 沟渠 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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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 出入方式有限或受限

受限空间的狭小出入口为营救伤员或设备进出造成困难。某些情况下，出入口可能很大，但所处位置仍然进出困难。例如，进出地

下坑洞或筒仓高处的人孔可能需要用到梯子、升降机或其他设备，这类空间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往往难以逃脱和施救。

2.0.2 – 空气传播的污染物

>源头 >  举例(包括但不限于)

受限空间内积累的或产生的化

学品。

• 硫化氢积累(下水道和坑洞)。
• 例如在污水污泥坑中腐烂的有机物质自然释放的有毒物质。

受限空间内的施工。

• 使用的涂料、粘合剂、溶剂或清洁剂产生有毒气体和蒸气。

• 焊接或铜焊。

• 附近发动机的尾气。

• 在技术作业期间使用惰性气体(作为催化剂)。

自然污染物的进入,如周围土

地、土壤或地层的地下水和气体

进入受限空间。

• 酸性地下水作用于石灰岩,可能产生危险的二氧化碳积累。

• 地下水和腐烂的有机物质释放的甲烷。

• 氡气。

空气传播污染物的释放。 • 搅拌或移动污泥、泥浆或其他堆积物时。

生产过程。 • 储罐、容器等的残渣或内表面的残留物可能蒸发为气体或蒸气。

附近工厂、设施、服务或施工而

释放和积累的气体和液体。

• 受限空间附近工厂里的物质污染了地下的受限空间。

• 受限空间内或在附近作业的,采用液化石油气燃料的叉车排放的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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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空间登记表至少要注明每个受限空间的: 位置、存

在或可能存在的危害。

更新内容

2.0.3 – 危险的氧气浓度

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21% (v/v)，但19.5%至23.5%的氧气浓度被认为是安全的。

当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如下变化时可能导致氧气浓度显著下降，形成缺氧环境，并可能窒息：

• 氧气被生物作用产生的气体(如下水道中的甲烷)替代；

• 在清洗受限空间,去除易燃残留物或有毒烟尘的过程中,氧气被惰性气体替代；

• 由于金属罐和容器内部的表面氧化作用而耗尽氧气(例如生锈)；

• 在易燃物质燃烧过程中消耗氧气；

• 氧气被吸收或与密封筒仓内的颗粒、木屑、土壤或化学物质发生反应。

富氧环境可能增加火灾或爆炸的风险。富氧环境可因以下原因形成：

• 化学反应产生氧气，例如某些过氧化氢的反应；

• 氧气罐泄漏或使用氧炔设备时漏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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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颗粒和灰烬都可能引发淹没事故。

2.0.4 – 火灾及爆炸

火灾或爆炸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

• 化能 (化学、电、机械、核、热或连锁反应);

• 氧化反应(氧、臭氧、过氧化氢等);

• 燃料(气体、蒸气、固体)。

易燃易爆环境由易燃物质与空气的混合物构成,以气体、蒸气或雾的形式,形成一定的比例,遇极端温度、电弧或火花可引起爆炸。气

体、蒸气或雾只有在与空气混合后形成一定比例的混合物才会爆炸,称为爆炸下限(LEL)和爆炸上限(UEL)。

受限空间内使用的易燃物质或易燃残渣的蒸发作用、化学反应(例如下水道中的甲烷的形成)、或者含有的可燃粉尘(例如活性炭颗

粒筒仓内)可在受限空间内形成易燃易爆环境。

如果同时具备燃烧三要素,那么封闭的可燃环境可引起爆炸。

2.0.5 – 淹没

淹没是指被物体吞没或沉没而导致窒息。

可能引发淹没风险的物体包括沙子、液体、肥料、颗粒、煤炭、煤炭产品、灰烬及污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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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 其他危害

• 非受控引入的液体(气候事件:风暴、水灾、海平面上升),以及一些可能导致溺水、有毒蒸气和气体的固体或气体物质。

• 生物毒害如各类病毒、细菌等可能导致传染病、皮炎或诸如过敏性肺炎等各类肺部疾病(HP;也称为过敏性肺泡炎或外源性

过敏性肺泡炎,EAA)。

• 电的危险可能因电缆、变压器、电容器、继电器,或任何裸露终端及潮湿表面而引发。

• 机械危害可能引起某些重大人身伤害,如割伤、碾碎甚至截肢等。机械危害的来源有搅拌器、混合器、移动部件和各种工具,
如钻头、混凝土切割锯等。

• 有害物质可能会增加皮肤接触表面有害物质的几率。

• 噪声可能导致听力损失及引发其他健康问题,如精神压力或失去平衡。如遇紧急情况,还可能使员工听不到报警信号。

• 执行人工操作时,如果是在受限空间内,可能因各种物理约束而引发诸多问题。

• 其他可能导致危险或伤害的环境隐患包括:

- 作业、工艺流程或各类状况引起的热应力或冷应力

- 因光滑表面或障碍物引起滑倒、绊倒或跌伤;

- 照明不良

• 垂直开口的受限空间外部的危险。

如果受限空间入口或出口位于人行道或道路上,则要考虑各类交通隐患。员工进出受限空间时,有可能被过往交通车辆撞击

受伤。

在受限空间附近的作业可能会使受限空间内的空气受污染。常见的例子如内燃机排放的废气。如果在含有易燃气体的受限

空间附近区域从事热工及动火作业,还有可能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 还应考虑员工的其他生理和心理方面：

- 体能;

- 在受限空间内作业的能力(如幽闭恐惧症);

- 穿戴必要个人防护用品从事作业的能力(如呼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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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空间是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

2. 此空间在设计确定用途时并非让人进入持续作业

不是设计或用于人员持续占用的空间，是指通风不良*和/或照明不良和/或出入受限的空间。例如，空间

开口的大小使得人员进出困难，而且难以将一个人从这个空间搬运出来。

3. 此空间可能从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危害人的健康安全:

• 空气中的氧含量超出19.5%~23.5%的安全浓度；

• 空间内存在污染物质,如空气中含有气体、蒸气和粉尘在火灾或爆炸时可能造成伤害；

• 在受限空间内从事某些危险活动,如焊接、油漆、排污等；

• 化学或生物性空气污染物(当空气浓度超出接触限值,或可能造成健康危害、使人昏迷或窒息)；

• 淹没；

• 一些固体物质,如飞灰、颗粒、木屑、沙等流动物质不断积累后会形成瞬时空腔或过桥,然后会坍塌并

将人包围,导致窒息。

4. 空间内进行的活动的性质有可能产生健康安全风险 (焊接, 油漆, 等)

非受限空间

3.0 > 受限空间的识别过程

3.0.1 - 受限空间的识别

否

否

受限空间
是

* 通风不良是指空气更新不足以维持污染物浓度、氧气含量或爆炸气体浓度满足法规要求的极限。 

更
新
内
容

受限空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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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内容

最高 消除
能否彻底避免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能否采取其他方式作业？

最高

替代
能否改用危害较小的方式、材料或系统进入受限空间?

工程设计
能否使用机械系统使操作人员远离受限空间?

隔离

能否使用屏障将人有效隔开,远离危害?
是否有多重保护设备?
我们能否降低进入频率?

管理控制
能通过培训、增强监督、制定规程、人员轮班和设置标识等手段尽

量减少接触危险吗?

最低 个人防护用品
个人防护用品能否保护员工免受伤害或风险?

最低

3.0.2 - 受限空间登记表

现场范围内的受限空间的识别过程完成后，应建立并及时更新受限空间登记表。对每个受限空间应至少注明: 

• 受限空间的位置, 

• 存在的危险, 

• 和/或可能存在的危险。

受限空间登记表不包括那些由于作业活动的性质而可能成为受限空间的情况。例如，如果在沟槽内进行动火

作业，那么这个沟槽就满足受限空间的定义。

4.0 > 风险管理 – 控制级别

风险控制措施必须从最高层级的防护措施与可靠性渐次向最低层级逐级排列。

这种排序被称为控制层级或风险管理层级。

我们必须始终着眼于消除危险,这才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如果不可行,应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合理可行的措

施将风险降至最低:

健
康
安
全
防
护
措
施

控
制
措
施
的
可
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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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要求

适用范围

该高风险管理标准适用于所有受限空间进入行为。

该标准适用于所有在威立雅商业经营和活动场所工作的管理人员、员工、承包商、访客或其他任何人员。

适用该标准的同时,也应遵守现行法规、操作规程、国际标准及制造商和风险预防组织及机构健康安全建议的

各类要求。

基本要求

本标准内使用“必须”这一用语时表明此处为强制性要求。

使用“应当”这一用语时表明其主要意图是强制性要求,仅在特定情形下实行时可能不具备可行性。

组织

人员

技术

在进入受限空间前以及工作过程中，

我会进行气体检测并且在外面始终有

一名监护人员。
(救命法则)

更新内容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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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 人员要求

1. 必须向所有员工和承包商推行与本标准有关的救命法则。

2. 必须由具备一定资质且能胜任的合格人员参与计划、监督流程和进入受限空间的工作。

3.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员工的身体状况必须适宜受限空间作业。

4. 必须清晰定义主管和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人员的岗位与职责。 

5. 受限空间作业的所有相关人员(销售人员, 设计人员, 操作人员, 管理人员, 承包商人员, 等)必须完成该标准的在线培训课程

或面对面培训。在线培训每3年必须更新。

6. 所有要求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必须接受良好培训,承包商也不例外,培训后才能开始分配和开展作业活动。应确保员工

已掌握了必要的理解力、知识和技能,从而安全履行各自作为负责人、安全监护员或授权进入者的职责。培训结束后,公司必

须记录员工的培训情况。 工人至多间隔5年内必须进行再培训。

7. 必须向所有管理人员、员工和分包商提供良好的安全培训，指导他们正确使用、存放和维护集体防护装置和个人防护用品。

8. 必须能使用通用语言与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清晰沟通,要便于理解,清晰易懂,需要时提前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沟通信号

(如通过救生索、喇叭、对讲机)进行沟通。

9. 为了确保所有进入受限空间的作业都能正确地遵守该标准，必须由一名合格人员经常进行检查。

10. 必须对受限空间作业进行观察（如安全巡视、审核，等），同时关注参与作业的人员的行为。

11. 根据观察的结果采取下列措施：

● 如发现不符合标准中的关键要求，应立即停止工作直到满足要求；

● 如果发现不符合本标准中的非关键要求，应立即采取纠正/改正行动计划。

● 对做的好的进行表扬和分享。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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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 组织要求

1. 设备的采购、设计、安装和组装(包括租用和承包的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5.0.2.1 – 在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

1. 在开始工作之前，执行工作的团队(威立雅和/或承包商的员工)必须进行系统的工作安全分析(JSA)。它必须包括对将适用

的现有程序的审查。

2. 必须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受限空间进入程序文件,其中必须包括强制性要求。

3. 必须制定《变更管理程序》。当更改流程、更换设备及安全装置对受限空间进入的安全流程产生不利影响时,按照变更管理

程序要求实施。技术变更和组织变更必须符合现有风险评估的审查。

4. 必须对进入受限空间的活动进行风险分析，使用集体和个人防护设备。必须识别空气中的污染物和物理危害。

5. 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必须建立受限空间登记表，并放置在可能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方便查阅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

受限空间，至少 应注明，它的位置和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危险。

6. 在受限空间进行任何活动必须事先获得许可(请参阅附录受限空间工作许可证示例)。

7. 根据风险评估,员工必须在进入受限空间前确保:

• 有防护空气污染物的呼吸保护装备;

• 始终佩戴个人气体检测仪器;

• 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8. 如果在缺少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应安装适当的强制通风系统(考虑流量对于受限空间的体

积)，并在受限空间作业的全过程使用该系统，而不需要使用隔离式呼吸器。(详见附录通风尺寸图)。

9. 进入前,必须完成受限空间空气危害监测;应使用直接读数的气体检测仪,并根据生产厂商规定的频率进行有效校准。必须

在每次使用前对设备进行测试。

10. 必须对应隔离的危险能源和液体的潜在来源的上锁情况进行检查。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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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为一项最低要求，必须由接受过培训且合格的进入主管指导每项操作，必须确保采取消除及其他

控制措施。进入主管须:

• 审查进入许可证，确保风险已消除或控制措施已实施;

• 监管集体防护装置和个人防护用品;

• 进行空气测试; 制定进入过程中的监测计划;

• 判定是否达到允许进入的条件；授权可以进入作业，并实施监督；核实作业环境始终保持在安全状态

；终止进入作业，取消进入许可证；

• 知道紧急联系电话和沟通方式；

• 劝离未经授权的人员；

• 确保对作业队伍的监督(进/出, 监测等)。 

12. 进入受限空间前,必须制定书面的紧急救援和应急计划,并验证其可行性,传达给所有相关人员。

13. 必须查明潜在的事故情况，必须确定紧急措施，并随时准备部署。在工业现场，该计划应与客户协 
商制定。

14. 应急救援方案应当定期抽样检验。

5.0.2.2 – 在受限空间内作业期间

1. 进入期间以及有人在受限空间作业的全程,都必须有接受过培训且合格的受限空间安全监护员在

场。安全监护员必须与受限空间进入者随时保持沟通(如通过对讲机，或采用救生索，电喇叭等)。进
入前,必须向所有进入者解释并确保其理解沟通信号。该监护员是进入者的保证人(保证如实记录出

入者登记表)。

2. 监护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受限空间，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

3. 在受限空间作业时必须获得书面进入许可证:

• 授权进入前,进入主管必须完成“受限空间进入前检查清单”。每个受限空间都必须单独签发许可证。

• 填写完成的检查清单和进入许可证必须在授权进入前交于现场监护员,并在进入作业全程由其保存

在现场。

• 在许可证上签字和进入受限空间前,进入者必须熟知安全进入条件,包括空气监测情况。

• 如遇下列情况,进入者必须及时撤离:

- 气体检测仪的警报响起;

- 呼吸设备失灵;

- 强制通风停止;

- 监护员要求进入者撤离;

- 监护员告知出现的问题,如附近的仪器警报声响起或警报灯亮起;

- 任何个人防护用品失效,受限空间内部出现危险迹象或结构变化。

更新内容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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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限空间进入作业完成后的管理

• 作业完成后,进入者必须通知进入主管,必须并在作业结束前取回工具和设备,清理作业场所。

• 监护员必须检查现场,确认没有人逗留在受限空间中并确保已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将受限空间复原至

正常服务状态。

• 在许可证的“终止进入”部分签字,从而取消受限空间进入许可证。许可证完成后必须存档至少一年。

• 进入主管必须在作业完成后终止人员进入,并确保受限空间已恢复正常状态。

• 如适用时,解锁前必须与客户或工厂协调执行换锁或其他安全程序。

5. 承包商计划要求

     当需要许可证的受限空间交由承包商进行作业时,用工单位必须:

• 通知承包商,工作场所包含需要许可证才能进入的受限空间,进入许可证获批是强制性要求。

• 告知承包商已识别的危险及发生过的受限空间的经历。

• 告知承包商在这些特定受限空间内或附近作业时程序及预防措施。

• 在受限空间内或附近需要协同作业时,与承包商进行协调有关进入事项。

• 在作业结束时,与承包商总结执行情况。

5.0.3 – 技术要求

1. 登记表上的所有受限空间的入口处必须张贴警示和限制进入的标识。 标识的例子:

2. 必须在人员进入受限空间前，隔离所有潜在的危险能量(水力或液压系统、化学品、气动系统、机械系

统等)；必须确保作业区域的安全（例如：采用上锁/挂牌等措施）；必须清楚地辨识出需要隔离上锁的设

备，并在计划程序中列明，以防出错。

3. 确保未经授权人员不得进入受限空间。

4. 除了风险分析期间确定的基本个人防护装备外，受限空间内的所有作业人员都必须配备单独的多气

体探测仪，并具备与主管沟通的手段。

更新内容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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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词汇表

安全进入条件: 允许进入受限空间所必须具备的安全条件,能够确保进入需要许可证的受限空间的员工可以安全进入并在其中安全

作业。

授权监护员: 留在受限空间外,负责监控并保持与授权进入者随时沟通的人员,履行监护的全部职责。

授权进入者: 授权进入受限空间并履行进入者全部职责的员工。

合格人员:.通过培训及经验获得执行任务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所需能力包括能使员工意识到某种状况带来的风险以及应对风险

所需的措施。

可控危险: 尽管危险仍然存在,但对于该危险已通过集体防护装置、个人防护用品得以控制,则称其为“可控”危险。

已消除的危险: 当危险被彻底移除时,称作危险已被“消除”。

淹没: 一个人被液体或细小的(可流动的)固体物质包围并困住，这种物质可以吸入，通过填充或堵塞呼吸系统而导致死亡；或者可

以对身体施加足够的力量，通过勒紧、收缩或挤压而导致死亡。

进入: 指的是人员通过入口进入需要许可证的受限空间的行为,包括在空间中进行作业活动。进入者身体任何部分一旦通过入口进

入受限空间即视作进入。

进入许可证: 公司提供的书面或打印文件,包含允许及控制进入需要许可证的受限空间的必要信息。

进入主管: 经授权的合格人员,负责确定受限空间是否具备进入的安全条件,授权许可进入作业,并实施监督;根据要求终止进入并履

行进入主管的全部职责。

危险空气环境: 可能将员工暴露于死亡风险、丧失功能、功能受损或危害自救能力、受伤或急性疾病的大气环境。

动火及热工作业: 任何涉及燃烧、焊接、铆接或类似的明火作业,以及产生点火源燃的其他作业,如钻孔、喷砂和加热等。

隔离: 停止受限空间内部的设施运转,并完全保护受限空间防止危险能量或物质意外释放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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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 指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低于19.5%。

富氧: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高于23.5%。

持证人员: 既有能力胜任,又拥有公认的学位、证书或专业资质的人员。

救援服务人员: 被指定前去营救受限空间内受困者的人员。

加强通风: 通过机械手段不断向受限空间供应新鲜空气，以保持可接受的空气水平。

通风:.通风:向受限空间内注入空气，以控制污染物的浓度，并维持人体可接受的氧气水平。它可以有两种类

型:自然的，通过受限空间内的开口，或机械的，通过永久通风系统。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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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风险分析 (包括物理的危险) - 由作业主管和OHSE人员填写

R
is

ks

❏爆炸风险 (存在可燃蒸汽/物质)

存在的物体:    
❏固体
❏液体

❏机械设备重启
❏进来的物体

❏高处坠落

❏导电的外壳

❏动火作业

❏工作协同

❏其它风险 (窒息、缺氧、有毒气体,...)
❏其它风险 (噪音，危险通道，突出的物体)

❏防爆设备 (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
❏灭火器

❏开始作业前，对受限空间进行排空和清理 
❏除尘
❏加湿
❏排水

❏设备保护 (需上锁挂牌)
❏开始作业前，现场检查测试确保能量源已锁定

❏使用批准的防坠落装置(安全带，安全绳，防坠器等)
❏安全帽，有帽带和紧固扣

❏使用低电压照明
❏如使用电动工具和设备，应使用隔离变压器

❏动火作业许可证
执行许可证上描述的预防措施

❏辨识其它作业方的风险(工作协同)

❏其它措施: 
❏个人使用的多气体探测仪:_____________________
❏吊装设备:_____________________
❏防护面罩的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
险

预
防
措
施

作业开始日期 作业结束日期 最长期限: 1天

作业现场 参考 (如有相关)

作业区域 
(进行作业活动的特定区域)

装置的名称

作业类别

- 授权作业清单
- 上锁挂牌: 流体，电气，机械 ,...
- 修理，维护，测试,...

附录 1  >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举例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适用于进入任何预先识别的受限空间 

文件轨迹 : 开发--> QHSE部 --> 开发 编号 : 

提醒:进入受限空间必须申领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受限空间是指一个足够大的空间或结构，可以让人进入并进行工作。它有有限的
进出口和自然通风。它不是为连续使用而设计的，当人在里面时必须有正常的大气压力。这很可能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

作业主管: 工人: 监护员: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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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举例

强制性的先决条件 -  由许可证持票人和QHSE人员填写

❏执行作业操作程序

❏检查排水/设备卸压 

❏必须的上锁 (验证作业/上锁挂牌许可证)

❏必须的设备 (气体检测仪, PPE, 等)

❏进入前的气体检测

❏通道和出口标识，现场标线

❏作业过程中有监护员在外面(已培训的合格人员)

❏作业人员和主管之间通过视觉/声音进行联络

❏ to date检查作业设备/PPE是否合适并符合要求

❏撤离指引(已批准的应急计划并已传达)
(已辨识紧急情况并提供救援设备，包括撤离的方式)

❏提供了合适的灭火设施
(灭火器，动火许可证-如需要)

❏完成的风险分析和现场目视检查

❏准备了受限空间进入的登记表

❏工人就在附近并已知晓相关信息

❏ 合适的通风 (如需要，提供机械通 风) 和照明

❏ 作业过程的强制通风 (吸风模式)
❏ 作业过程的强制通风 (送风模式)
❏ 进入受限空间前打开开口 /通风(1小时)

气体测量结果 - 进入前

在xxxxxx进行了测量
                                                                   阈值

                                                              
气体* 结果 低 高

O2 (氧气): 19.5% 23.5%

CO (一氧化碳): 20 ppm 50 ppm

H2S (硫化氢): 5 ppm 10 ppm

CH4 (甲烷): 10% 20%

其它气体1:

其它气体2:

其它气体3:

其它气体4:

其它气体5:

其它气体6:

使用的测量设备进行了标定 : _________________

SCBA进行了检测 : _________________
* 开始作业前必须对空气污染物和物理风险进行辨识

对于该作业活动是否有预防计划? 是否需要对计划进行修改?❏否❏是 ❏否❏是

个人防护用品, 同事之间相互检查:

文件: 是否有这个受限空间的登记表，相关人员的资质信息，最新的预防计划?

培训: 所有相关人员(现场经理，主管，作业人员)是否都接受了充分的培训?

是否利用5分钟时间给相关人员（包括承包商）提醒需要遵守的程序和需要进行哪些检查?

❏ 许可证交付: 作业负责人获得授权，在遵守事先进行的风险分析和已明确的作业条件的情况下，QHSE相关人员同意该作业可以
继续进行。 

开始作业前必须在下面签字.
提示: 如果在风险分析或对设备/材料进行检查时发现任何缺陷，就不能签发许可证。

许可证有效期  : 开始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 _________   结束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 _________

❏  ❏  

❏其它 

❏  

❏  

❏  

❏  

❏  ❏  ❏  ❏  

其它 (待定) 

❏否❏是

❏否❏是

❏否❏是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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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举例

作业开始: 签字 作业结束: 签字

作业主管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作业主管

姓名 + 日期 + 签字

QHSE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QHSE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作业结束

❏ 我声明签发该许可证所针对的工作已全部完成, 
❏ 所有人员（包括应急人员，主管等）已经撤离该区域, 所有的工具和设备已从受限空间撤出，

❏ 在关闭许可证前，所有措施已经恢复到该受限空间能正常运行的状态，包括上锁挂牌,
❏ 已经通知相关方，该作业已经结束，相关设备处于安全状态 
❏ 受限空间恢复到原先的工作状态. 

作业开始: 签字 作业结束: 签字

监护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监护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电话:

作业人员

姓名 + 日期 + 签字

任务评价 - 没有满足要求的方面

针对不足之处，提出反馈意见以便下次作业时加以改进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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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 通风量图表

为了设立有效的机械通风，可以参考下面的图表，根据工作区域的容积来选择通风机的类型:

受限空间地面面积，单位:平方米

在蓝色区域，要求风机至少1000m3/h. 
在红色区域,要求至少2000m3/h的风机. 
在绿色区域，要求至少 4400m3/h的风机

对于上图白色区域所包含的容积，在没有足够容量的风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靠近风机的地方，应按照厂家对风机排气量给出的特

性，遵守0.3m/s的通风速度。

受
限
空
间
天
花
板
高
度
，
单
位
：
米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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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符合 不符合 重要程度

人员要求

1. 必须向所有员工和承包商推行与本标准有关的救命法则。 1: 关键 

2. 必须由具备一定资质且能胜任的合格人员参与计划、监督流程和进入受限空间的工作。 1: 关键 

3. 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员工的身体状况必须适宜受限空间作业。 1: 关键 

4. 必须清晰定义主管和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人员的岗位与职责。 1: 关键 

5. 受限空间作业的所有相关人员(销售人员, 设计人员, 操作人员, 管理人员, 承包商人员, 等)必
须完成该标准的在线培训课程或面对面培训。在线培训每3年必须更新。

2: 重要

6. 所有要求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必须接受良好培训,承包商也不例外,培训后才能开始分配    
和开展作业活动。应确保员工已掌握了必要的理解力、知识和技能,从而安全履行各自作为负

责人、安全监护员或授权进入者的职责。培训结束后,公司必须记录员工的培训情况。 工人至

多间隔5年内必须进行再培训。

1: 关键 

7. 必须向所有管理人员、员工和分包商提供良好的安全培训，指导他们正确使用、存放和维护集

体防护装置和个人防护用品。
2: 重要

8. 必须能使用通用语言与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清晰沟通,要便于理解,清晰易懂,需要时提前 
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沟通信号(如通过救生索、喇叭、对讲机)进行沟通。

1: 关键 

9. 为了确保所有进入受限空间的作业都能正确地遵守该标准，必须由一名合格人员经常进行检  
查。

2: 重要

10. 必须对受限空间作业进行观察（如安全巡视、审核，等），同时关注参与作业的人员的行为。 2: 重要

11. 根据观察的结果采取下列措施：

● 如发现不符合标准中的关键要求，应立即停止工作直到满足要求；

● 如果发现不符合本标准中的非关键要求，应立即采取纠正/改正行动计划。

● 对做的好的进行表扬和分享。

1: 关键 

附录 3  > 适用性及合规性评估

在现场观察阶段，如果有一个优先级为1的需求（关键的）不符合要求，作业必须停止，直到恢复符合要求

C: 符合
NC: 不符合
P: 定义的优先级 

1: 关键 = 为避免发生严重事故而必须满足的的基本要求。
2: 重要 = 为避免发生事故而应最大程度得以满足的重要要求。

3: 有用 = 有助于增强预防效果的有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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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符合 不符合 重要程度

组织要求

1. 设施和设备的设计应考虑到本标准关于设施正常运行的要求，以减少维修和预防性/修复性

维护期间的风险，并保证在发生事故时紧急服务部门能迅速有效地进行开展行动。
1: 关键 

在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

1. 在开始工作之前，执行工作的团队(威立雅和/或承包商的员工)必须进行系统的工作安全分析

(JSA)。它必须包括对将适用的现有程序的审查。

2: 重要 

2. 必须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受限空间进入程序文件,其中必须包括强制性要求。 1: 关键 

3. 必须制定《变更管理程序》。当更改流程、更换设备及安全装置对受限空间进入的安全流程产

生不利影响时,按照变更管理程序要求实施。技术变更和组织变更必须符合现有风险评估的

审查。

2: 重要 

4. 必须对进入受限空间的活动进行风险分析，使用集体和个人防护设备。必须识别空气中的污

染物和物理危害。
1: 关键 

5. 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 必须建立受限空间登记表，并放置在可能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人员   
方便查阅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受限空间，至少 应注明，它的位置和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危险。

2: 重要 

6. 在受限空间进行任何活动必须事先获得许可(请参阅附录受限空间工作许可证示例)。 1: 关键 

7. 根据风险评估,员工必须在进入受限空间前确保：

• 有防护空气污染物的呼吸保护装备;
• 始终佩戴个人气体检测仪器;
• 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1: 关键 

8. 如果在缺少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应安装适当的强制通风系统 
(考虑流量对于受限空间的体积)，并在受限空间作业的全过程使用该系统，而不需要使用隔

离式呼吸器。(详见附录通风尺寸图)。

1: 关键 

9. 进入前,必须完成受限空间空气危害监测;应使用直接读数的气体检测仪,并根据生产厂商规

定的频率进行有效校准。必须在每次使用前对设备进行测试。
1: 关键 

10. 必须对应隔离的危险能源和液体的潜在来源的上锁情况进行检查。 1: 关键 

附录 3  > 适用性及合规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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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符合 不符合 重要程度

组织要求

11. 作为一项最低要求, 必须由接受过培训且合格的进入主管指导每项操作,必须确保采取消

除及其他控制措施。进入主管须:
• 审查进入许可证,确保风险已消除或控制措施已实施;
• 监管集体防护装置和个人防护用品;
• 进行空气测试; 制定进入过程中的监测计划;
• 判定是否达到允许进入的条件；授权可以进入作业，并实施监督；核实作业环境始终保持

在安全状态；终止进入作业，取消进入许可证;
• 知道紧急联系电话和沟通方式；

• 清除未经授权的人员；

• 确保对作业队伍的监督(进/出, 测量等)。 

1: 关键 

12. 进入受限空间前,必须制定书面的紧急救援和应急计划,并验证其可行性,传达给所有相关

人员。
1: 关键 

13. 必须查明潜在的事故情况，必须确定紧急措施，并随时准备部署。在工业现场，该计划应与

客户协商制定。
1: 关键 

14. 应急救援方案应当定期抽样检验。 2: 重要

在受限空间内作业期间

1. 进入期间以及有人在受限空间作业的全程,都必须有接受过培训且合格的受限空间安全监

护员在场。安全监护员必须与受限空间进入者随时保持沟通(如通过对讲机，或采用救生索

，电喇叭等)。进入前,必须向所有进入者解释并确保其理解沟通信号。该监护员是进入者的

保证人(保证如实记录出入者登记表)。

1: 关键 

2. 监护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受限空间，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 1: 关键 

3. 在受限空间作业时必须获得书面进入许可证:
• 授权进入前,进入主管必须完成“受限空间进入前检查清单”。每个受限空间都必须单独签

发许可证。

• 填写完成的检查清单和进入许可证必须在授权进入前交于现场监护员,并在进入作业全

程由其保存在现场。

• 在许可证上签字和进入受限空间前,进入者必须熟知安全进入条件,包括空气监测情况。

• 如遇下列情况,进入者必须及时撤离:
- 气体检测仪的警报响起;
- 呼吸设备失灵;
- 强制通风停止;
- 监护员要求进入者撤离;
- 监护员告知出现的问题,如附近的仪器警报声响起或警报灯亮起;
- 任何个人防护用品失效,受限空间内部出现危险迹象或结构变化。

1: 关键 

附录 3  > 适用性及合规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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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符合 不符合 重要程度

组织要求

4. 受限空间进入作业完成后的管理

• 作业完成后,进入者必须通知进入主管,必须并在作业结束前取回工具和设备,清理作业

场所。

• 监护员必须检查现场,确认没有人逗留在受限空间中并确保已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将受限

空间复原至正常服务状态。

• 在许可证的“终止进入”部分签字,从而取消受限空间进入许可证。许可证完成后必须存档

至少一年。

• 进入主管必须在作业完成后终止人员进入,并确保受限空间已恢复正常状态。

• 如适用时,解锁前必须与客户或工厂协调执行换锁或其他安全程序。

1: 关键 

5. 承包商计划要求

• 当需要许可证的受限空间交由承包商进行作业时,用工单位必须:
• 通知承包商,工作场所包含需要许可证才能进入的受限空间,进入许可证获批是强制性要

求。

• 告知承包商已识别的危险及发生过的受限空间的经历。

• 告知承包商在这些特定受限空间内或附近作业时程序及预防措施。

• 在受限空间内或附近需要协同作业时,与承包商进行协调有关进入事项。

• 在作业结束时,与承包商总结执行情况。

1: 关键 

技术要求

1. 登记表上的所有受限空间的入口处必须张贴警示和限制进入的标识。 2: 重要

2. 必须在人员进入受限空间前，隔离所有潜在的危险能量(水力或液压系统、化学品、气动系

统、机械系统等)；必须确保作业区域的安全（例如：采用上锁/挂牌等措施）；必须清楚地辨识出

需要隔离上锁的设备，并在计划程序中列明，以防出错。

1: 关键 

3. 确保未经授权人员不得进入受限空间。 2: 重要 

4. 除了风险分析期间确定的基本个人防护装备外，受限空间内的所有作业人员都必须配备单独

的多气体探测仪，并具备与主管沟通的手段。
1: 关键 

附录 3  > 适用性及合规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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