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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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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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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职业健康与安全 

在威立雅设施内以及公共道路上，出于工作需要的 驾驶行为可能给公司活

动造成各种危险和增加风险。

在同时有各种类型的车辆和行人的公共道路上工作对于威立雅员工以及第

三方人员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本标准的目的是确保采取一切措施预防和减少接触与此类活动相关隐患的

风险。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威立雅的所有活动和场区。也适用于在威立雅场区之外，在

公共或私人道路上的驾车及非驾车活动。

第一版：2016
第二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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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法则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我绝不会出现酒驾和毒驾行为。

在开车时，我会系好安全带，且不会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我会远离行驶中的车辆或运转的设备。

救命法则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在转弯和倒车前，我会使用信号灯，减速，并检查周边环境。

救命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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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场内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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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定义

公司内的交通包括所有人员流动，无论使用交通工具与否。

在场内发生的内部交通包括：

• 机械、车辆类运动。

• 行人交通，包括行动不便人士的活动。

本标准适用于威立雅所有场地和由威立雅管理负责的场外工作区，包括：

• 威立雅所有员工；

• 分包公司；

• 第三方人员（驾驶员、访客、客户、送货人员等）。

2.0 > 主要职业性交通隐患和风险

2.0.1 主要隐患    

车辆和机械运动

发生在场内的主要交通隐患与车辆和机械运动相关。这种隐患涉及机械之间，以及机械和行人之间的碰撞风险。

需要尽量减少各种交通流的交汇点，避免碰撞风险。

地面状况

在封闭性场地，不良地面状况（坑洞、表面湿滑、突起物等）会对机械驾驶员（经过坑洞时造成冲击）、行人（跌倒）

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机械不稳甚至翻倒。因此，地面维护必须纳入场地维护和清理安排之中。

高差

与地面状况一样，高差变化过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事故，如机械翻倒、行人滑倒或摔倒等。因此，这必须限制些区

域的可进入性，合理安排作业，并确保始终遵守制造商规定的最大高差（如：卸货区、尾板、台坎、堆料、入口坡道

等）。

运行中的设备

除了机械和车辆，其他类型的设备也可能在场地内运行。例如，装卸垃圾箱和货柜，打开或关闭垃圾箱门之类的

情况。

货物掉落或翻倒

在场内进行搬运或入库时发生货物翻倒或掉落。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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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主要事故类别 

这些主要隐患导致五大类由场内交通流造成的事故：

• 人员被车辆撞倒或碾压；

• 人员被从车上掉落的货物砸到；

• 人员从车上跌落（如：上下车时、脚踏板踩空、装货时等）；

• 翻车；

• 撞车。

2.0.3–场内交通风险评估  

在所有威立雅场地，以及在客户场地由威立雅管理的单个或多个交通区，必须进行深入评估，以及减少与上述五类

事故相关的风险。

胜任此类运输安全风险评估的负责人必须确保在工作场地对特定地点进行评估。

采用意面图法，对职业性交通流进行深入分析，将用于起草：

• 交通规划，实现有效分流；

• 安全规程；

• 为在场内作业的公司制订事故预防方案；

• 安全通报。

该分析同样有助于突出工作区域与应急集合点的关系。

所有员工、分包商，访客都必须接受培训和通知到位，确保他们充分认识到场内风险，以及为降低整体风险他们必

须采取的措施。

对风险评估的审核必须每年进行至少一次，或者在有理由怀疑风险评估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进行，如出现未遂事故和

场所风险级别发生重大变化时。例如：引入新车辆；变更交通路线；变更使用场地的人员类型或数量，或引入新作业

或流程。

必须有一名称职的交通协调员负责及时更新各场地的交通安排。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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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交通流量图/概要        

交通流量图由作业组（部门经理、员工代表、作业人员等）在QHSE管理体系专家的支持下绘制，确保遵循该方法。

运行中的交通流量图

基于场地平面图（平面图及主要设施）

第一阶段

数据收集

• 编制进出交通流一览表

• 编制场所内部车流一览表

• 编制其他车辆及其车流一览表

• 编制行人流一览表

• 运用量化数据描述每种交通流

• 实地走访，检查风险区域，与员工交谈，并观察实时交通流。

第二阶段

准备和绘制现有交通流示意图

• 标明建筑物：洗手间、办公室、厕所、食堂、接待处等

• 在平面图上绘制特定区域：入口 /出口、装卸区、装卸 货场、停车区（商用车、轿车、货柜车等）、等候区、
配送区、加油点等。

• 标明每个区域每天的车辆数量

• 记录场地工作时间、员工工作时间、配送时间、保洁公司工作时间等。

• 使用预定的颜色代码在平面图上描绘出各种交通流，包括 调度区。

第三阶段

分析 
• 确定关键点（存在交通流交汇点或共同活动频繁的区域）

• 确定非必要交通流

• 确定工作和交通区，以及 场地内需要迁移的区域（停 车场、衣帽间、办公室等）

• 确定可被（如 :内线电话、摄像头、对讲机等）取代的内部交通流

第四阶段

更新交通流量图

• 删除确定为非必要的交通流

• 迁移工作区，以及调整造成出现关键点的车/行人流

• 确定行人禁区

• 确定通行受限区

• 确定行人路线和访客路线

• 删除可被取代的内部交通流  

第五阶段

新交通安排

• 制订新的交通安排，标明集合点

• 实行进场审批确认，并将批准信息与作 业组共享

• 与直属管理部门进行财务和技术审批

• 开展工作

• 对内部和外部传达新交通安排（更新安全上 岗培训、访客指示牌、事故预防方案、安全规程等）

室内和室外

若
有
必
要
，
重
复

第
三

阶
段
的
工
作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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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风险管理–分级控制

风险评估必须确定要采取的措施，还必须有助于：

• 识别隐患；

• 识别暴露在隐患中的作业人员；

• 从源头确认风险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 确定要实施的管理和控制措施；

• 检查管理和控制措施的存续性和有效性。

必须根据防护和可靠程度从高到低对控制措施分级。

这种逻辑思维过程一种用来消除或减少与风险接触的制度。也被称为隐患控制等级制度。

所有人员必须尽可能消除隐患和避免接触隐患。若不具备可行性，则必须通过结合以下要素将风险降至最低。

更新内容

最高 消除

能否完全消除隐患？例如：

• 消除共同活动(行人/装置或两种移动设备/车辆的交通流）

• 禁止行人进入隐患区

• 消除高差

• 修复不良地面状况

• 其他措施

最强 

替代
该工作方法是否可以被危险性较小的方法、安排，或设备/装置替代？

能否减少这些地点的干预频率？能否重新安排干预活动，以避免共同

活动？

工程设计/规划 能否规划或调整工作区，以保持机械与行人之间的距离？（例如，通

过迁移工作区、衣帽间、车间、人行路线等）

隔离/集体防护
是否可以通过安装设施使人员远离或者脱离隐患？集体防护器材？

(通行受限区、物理屏障、标识、行人检测系统、双向无线电通信系统

等）

管理控制 是否可以提供培训，改进监督或步骤？例如，针对所有人的安全上岗

培训

最低 个人防护装备

是否可以限制隐患带来的影响或减少接触隐患？例如，穿安全鞋靴，

反光服等。 最弱 

健
康
和
安
全
防
护

控
制
措
施

可
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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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威立雅场内道路交通要求

应用范围

本高风险管理标准适用于与威立雅场内所有职业性交通相关的干预措施/活动，不适用于需要遵守更严格要求（如国

家法规、国际标准、客户要求、操作规范等）的措施和活动。

本标准适用于威立雅所有部门及其职责范围内的全体人员，如经理、员工、承包商、供应商，或以威立雅名 义行事

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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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特定情形下由于无法合理地遵循该要求，必须制订次级

干预方法。

组织

人员

技术

我绝不会出现酒驾和毒驾行为；在

开车时，我会系好安全带，且不会

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在转弯和倒车前，我会

使用信号，减速，并检

查周围的情况。

我会远离行驶中的车

辆或运转的设备。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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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人员要求

1. 与本标准相关的救命法则必须推广到所有员工和承包商。

2. 针对场内交通流的规则必须传达给所有可能需要在场地活动的人员（行人、机械驾驶员、车辆驾驶员等）。

3. 每位员工或第三方人员必须遵守整个场内（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车道、停车场、车间、办公楼等）的交通规则并举报任何观察

到的违规情况。

4. 称职的交通协调员必须对更新各场地的交通安排负责。

5. 所有作业人员，包括所有访客、承包商，以及第三方人员，必须接受可供查验的安全上岗培训（注明日期和时限的安全上岗培

训证明、带有签名和日期的证书、发放证章类通行许可）。

6. 进入威立雅场所内的所有人员必须明确知晓通行受限区。

7. 所有在场地活动活动的员工，包括临时工，都必须通过在线学习或者面对面的方式领会本标准的模块。必须每三年进行一次

在线学习。

8. 车辆驾驶员必须接受与其车辆和工作有关的专门培训。培训必须妥善记录（培训证书）。该要求也适用于参与公司场内交通的

长期或固定承包商。必须对培训进行记录和维护，并在每五年或者程序发生变化时进行更新。

9. 获得授权的审查员必须对受训者的技能和提供培训的培训师进行评估。

10. 必须佩戴强制性安全设备和个人防护器材（如反光背心、安全鞋、头盔，或通讯设备）。

11. 所有驾驶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驾驶所指派的车辆。

12. 在车内必须始终系好安全带。

13. 车辆驾驶员在转弯和倒车前，必须示意，减速，并检查周边环境。

14. 必须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

15. 必须向全员传达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应当建立监测系统。

16. 所有驾驶员在使用通讯设备（手机、无线电等）前，都必须停车，除非车辆配备了免提套件或类似装置。

17. 所有在场内活动的人在使用电话之前，都必须先转移至安全场所。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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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确保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场所，必须进行定期观察（比如安全视察、审查等）。

19. 在介入场内进行观察（如安全视察、审查等）时，必须考虑被观察者的行为。

20. 观察必须促成：

• 偏离本标准的关键要求时，叫停活动，直至合规为止；

• 偏离本标准的非关键要求时，立即进行补救和纠正；

• 识别已有最佳实践，进行分享和“采纳应用”。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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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组织要求

1. 购置、设计、安装和组装设备（包括租用和合同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 在拟定交通安排时，必须分析行人和车辆的流动情况，并采用遵循2.0.4部分所示的交通流量图法。

3. 必须在场地入口处设置行人环道，环道需连通允许行人通行的全部区域。

4. 必须明确界定行人无权进入的区域和其他特定区域（等待区、车辆装/卸货区、拖车、装载区、设备仓储区等）。

5. 必须确定每个特定区域所允许的最大车辆数量。

6. 装卸货场必须要有安全保障，每个地点都必须进行物理隔离。

7. 必须确定通行受限区。

8. 若场所位置允许，必须建立单向交通系统。

9. 必须规定速度限制。

10. 速度限制应当为19km/h。

11. 弯道行驶必须尽可能减速。

12. 所有场地必须能够证明已通过评估来减少、减小，或消除倒车作业。

13. 必须在经培训合格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被归为关键性的倒车作业。

14. 车辆必须倒车停放，但供残疾人使用的车辆或行车视程或空间受限情况除外。

15. 所有进入威立雅场地的人员都必须报告、签到，并等待批准进场。同时必须告知接待区负责人， 由其负责（办理、发放证章、

接待登记等）

16. 所有进入作业区的车辆都应当备案且获得批准。

17. 所有访客/第三方人员必须由威立雅员工在场陪同或指导。

标识示例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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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获准在无指导的情况下进入工作区之前，所有的承包商/驾驶员都必须：

• 已完成安全上岗培训。

• 针对其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 有一名来自威立雅的在场联络人。

• 已书面授权承包商进入其工作区。

• 配备适当的安全装备（个人防护器材、无线电等）

18. 场地预防性维护计划必须包括更新交通安排。具体来说，必须包括：

• 道路标记；

• 交通灯和自动栅栏的运行。

18. 在开工之前，工作执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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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包括环境分析审查、交通

规则审查，以及适用的现有程序。

19. 必须制订和批准书面应急计划，并传达给所有在场人员。

20.    必须确定应急集合点，并设置明显的路标。

21.    必须确定可能发生事故的情况，同时必须制订应急措施，并随时准备部署。在工业场所，必须与客户共同制订该计划。

22.     应当定期检验应急计划。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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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技术要求

1. 每个场地都必须提供足够和充分的照明，确保车辆驾驶员和行人视程良好。

2. 必须在视线受阻的地方安装镜子、栅栏、信号灯等设施，例如，停车场出口。

3. 必须安装用以调节车辆交通和减速的设施（减速带、路障等）。

4. 在场地入口处，必须有物理措施来管理车辆和行人的流动（路障和接待区，若场所位置允许，设立洗手间）。

5. 必须使用水平或垂直标志识别和区分行人流和车流。

6. 应当使用物理屏障（安全栅栏、路缘石等）隔开行人流和车流。

7. 必须为行人和车辆驾驶员设置适当的标志，以确定交通优先等级。

8. 每个作业现场必须规定强制性个人防护器材。任何在场工作的人员都必须至少穿着可见度高的服装和安全鞋。

9. 场地必须安装无线电话系统，便于不同地点之间通讯。必须向所有车辆驾驶员告知存在这些设施。

10. 所有车辆都必须安装符合规定的照明系统、喇叭，和声音倒车警报器。所有设施都必须处于完全正常运行状态，且每天要进行

检查。强烈建议使用所有其他形式的倒车辅助设备，例如后视摄像头。

11. 所有施工机械都必须配备摄像头来覆盖盲点。

12.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座位和状况良好的安全带。

13. 所有通行受限区都必须进行物理隔离（见附录3“通行受限区要求概要 - 示例”）

14. 每个通行受限区都必须有明确安全的行人等候区。

15. 每个通行受限区必须在行人和机械入口处设置标识。 

16. 在本标准所述的所有预防措施不足以完全消除碰撞风险的情况下，则必须至少在所有厂区机械上安装行人检测设施。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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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术语表

盲点：车辆驾驶员视野之外的区域，妨碍车辆驾驶员看到周围部分环境。

合格人员：通过培训及经验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能力是指通过这些要素组合，作业人员能够识别某种情况存在

的风险，并确定处理这些风险所需的措施。

关键点：已确定存在重大碰撞风险的现场区域。

交汇区：由若干机械流、行人流，和其他车辆流使用或穿过的区域。

客户场地交通流：在威立雅介入的客户场地发生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步行活动，或是使用动力或非动力机器的活动。实行客户

场地的规则。

配送区：外部车辆的临时停车区，专用于产品或物料的配送。用垂直和水平标志进行标记。

厂区机械：威立雅场区所使用的所有机械，重量在五公吨以下的叉车除外。

通行受限区：通行受限区是指在建筑物内部或外部可能存在机械（挖土机、装载机、伸缩臂叉装车和叉车）与行人发生碰撞风险的区

域。

以下区域被视为通行受限区：

• 机械工作或移动区，同时有一个或多个行人可能在场或在附近执行任务；

• 机械交通路线，同时有一个或多个行人可能在场或在附近执行任务，如机械维修车间。

以下区域不被视为通行受限区：

• 场地交通安排上标明的机械交通路线；

• 机械和车辆停放区。

意面图：用于分析交通流以及交通流在场地内相互影响的方法。是降低碰撞风险综合过程的组成部分。

油罐车装卸区：为油罐车装卸货划出的区域。用垂直和水平标志进行标记。

交通协调员：每个场地指定的主管人员，负责不断更新交通安排。

交通流：各类机械、车辆，和行人在场地经过的路线。

交通安排：该文件规定了人员走动和车辆行驶的规则，目的是限制交通相关风险。

车辆：各种机动交通工具，包括轿车、移动厂房、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机械等。

访客路线:场地内有安全保障的访客路线。

等候区：机械和车辆的临时停放区，使用标志和标记进行指示。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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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使用后：

行人

叉车

货车

附录1 > 交通流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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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信息必须包括：

• 场地规则说明；

• 个人防护器材要求；

• 厂房和车辆运行速度；

• 进出场地的行人路线。

附录2 > 场地入口标志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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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 通行受限区要求概要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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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区

通行受限区是在室内或室外的物理隔离区域，机器和行
人进出其中都受到限制。

如何进入和离开通行受限区

• 确保携带一种通讯工具（对讲机/电话）

• 沿着人行道行进

• 进入等候区

如何进入和离开通行受限区

进入通行受限区之前，在等候区：

• 向机器作业人员申请进入许可（直接口头交流或者通过对
讲机/电话）

• 在进入通行受限区前，请等待口头许可。

如何进入和离开通行受限区

如何进入和离开通行受限区

进入通行受限区：

• 机器作业人员允许进入通行受限区（口头同意）

• 允许行人进入

离开通行受限区：

• 告知机器作业人员你将离开通行受限区（直接口 头交流或
者通过对讲机/电话）

• 在离开该区域之前，请等待口头回复

• 沿着行人道行进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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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 威立雅场地内实用性与合规性评估

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人员

1. 与本标准相关的必须推广到所有员工和承包商。 1 : 关键

2. 针对场内交通流的规则必须传达给所有可能需要在场地活动的人员（行人、机械驾驶员、车辆
驾驶员等）。

1 : 关键

3. 每位员工或第三方人员必须遵守整个场内（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车道、停车场、车间、办公楼
等）的交通规则并举报任何观察到的违规情况。

1 : 关键

4. 称职的交通协调员必须对更新各场地的交通安排负责。 1 : 关键

5. 所有作业人员，包括所有访客、承包商，以及第三方人员，必须接受可供查验的安全上岗培训
（注明日期和时限的安全上岗培训证明、带有签名和日期的证书、发放证章类通行许可）。

1 : 关键

6. 进入威立雅场所内的所有人员必须明确知晓通行受限区。 1 : 关键

7. 所有在场地活动活动的员工，包括临时工，都必须通过在线学习或面对面的方式遵循本标准
的模块。必须每三年进行一次在线学习。

2 : 重要

8. 车辆驾驶员必须接受与其车辆和工作有关的专门培训。培训必须妥善记录（培训证书）。该要
求也适用于参与公司场内交通的长期或固定承包商。必须对培训进行记录和维护，并在每五
年或者程序发生变化时进行更新。

1 : 关键 

9. 获得授权的审查员必须对受训者的技能和提供培训的培训师进行评估。 2 : 重要

10. 必须佩戴强制性安全设备和个人防护器材（如反光背心、安全鞋、头盔，或通讯设备）。 1 : 关键

C: 符合规定

NC不符合规定

P: 定义的优先等级 

1 : 关键 = 为避免严重事故而执行的基本要求 .

2 : 重要 = 必要的要求，应尽可能实施以避免事故 .

3 : 有用 = 在加强预防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要求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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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人员

11. 所有驾驶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驾驶所指派的车辆。 1 : 关键

12. 在车内必须始终系好安全带。 1 : 关键

13. 车辆驾驶员在转弯和倒车前，必须示意，减速，并检查周边环境。 1 : 关键

14. 必须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 1 : 关键

15. 必须向全员传达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应当建立监
测系统。

2 : 重要

16. 所有驾驶员在使用通讯设备（手机、无线电等）前，都必须停车，除非车辆配备了免提套件或
类似装置。

1 : 关键 

17. 所有在场内活动的人在使用电话之前，都必须先转移至安全场所。 1 : 关键 

18. 为确保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场所，必须进行定期观察（比如安全视察、审查等）。 2 : 重要

19. 在介入场内进行观察（如安全视察、审查等）时，必须考虑被观察者的行为。 2 : 重要

20. 观察必须促成：

• 偏离本标准的关键要求时，叫停活动，直至合规为止； 
• 偏离本标准的非关键要求时，立即进行补救和纠正； 
• 识别已有最佳实践，进行分享和“采纳应用”。

1 : 关键

更
新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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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组织

1. 购置、设计、安装和组装设备（包括租用和合同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1 : 关键

2. 在拟定交通安排时，必须分析行人和车辆的流动情况，并采用遵循2.0.4部分所示的交通流量
图法。

1 : 关键

3. 必须在场地入口处设置行人环道，环道需连通允许行人通行的全部区域。 1 : 关键

4. 必须明确界定行人无权进入的区域和其他特定区域（等待区、车辆装/卸货区、拖车、装载区、
设备仓储区等）。

1 : 关键

5. 必须确定每个特定区域所允许的最大车辆数量。 2 : 重要

6. 装卸货场必须要有安全保障，每个地点都必须进行物理隔离。 1 : 关键

7. 必须确定通行受限区。 1 : 关键

8. 若场所位置允许，必须建立单向交通系统。 2 : 重要

9. 必须规定速度限制。 1 : 关键

10. 速度限制应当为19km/h。 2 : 重要

11. 弯道行驶必须尽可能减速。 2 : 重要

12. 所有场地必须能够证明已通过评估来减少、减小，或消除倒车作业。 1 : 关键

更
新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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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组织

13. 必须在经培训合格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被归为关键的倒车作业。 1 : 关键

14. 车辆必须倒车停放，但供残疾人使用的车辆或行车视程或空间受限情况除外。 2 : 重要

15. 所有进入威立雅场地的人员都必须报告、签到，并等待批准进场。同时必须告知接待区负责人
， 由其负责（办理、发放证章、接待登记等）

1 : 关键

16. 所有进入作业区的车辆都应当备案且获得批准。 2 : 重要

17. 所有访客/第三方人员必须由威立雅员工在场陪同或指导。 1 : 关键

18. 在获准在无指导的情况下进入工作区之前，所有的承包商/司机都必须：

• 已完成安全上岗培训。

• 针对其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 有一名来自威立雅的在场联络人。

• 已书面授权承包商进入其工作区。

• 配备适当的安全装备（个人防护器材、无线电等）

1 : 关键

19. 场地预防性维护计划必须包括更新交通安排。具体来说，必须包括：

• 道路标记；

• 交通灯和自动栅栏的运行。

2 : 重要

20. 在开工之前，工作执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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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包括环境分析审查、交通规则审查，以及适用的现有程序。

1 : 关键

21. 必须制订和批准书面应急计划，并传达给所有在场人员。 1 : 关键

22. 必须确定应急集合点，并设置明显的路标。 1 : 关键

23. 必须确定可能发生事故的情况，同时必须制订应急措施，并随时准备部署。在工业场所，必须
与客户共同制订该计划。

1 : 关键

24. 应当定期检验应急计划。 2 : 重要

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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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技术

1. 每个场地都必须提供足够和充分的照明，确保车辆驾驶员和行人视程良好。 1 : 关键

2. 必须在视线受阻的地方安装镜子、栅栏、信号灯等设施，例如，停车场出口。 2 : 重要

3. 必须安装用以调节车辆交通和减速的设施（减速带、路障等）。 3 : 有用

4. 在场地入口处，必须有物理措施来管理车辆和行人的流动（路障和接待区，若场所位置允许，
设立洗手间）。

1 : 关键

5. 必须使用水平或垂直标志识别和区分行人流和车流。 1 : 关键

6. 应当使用物理屏障（安全栅栏、路缘石等）隔开行人流和车流。 2 : 重要

7. 必须为行人和车辆驾驶员设置适当的标志，以确定交通优先等级。 2 : 重要

8. 每个作业现场必须规定强制性个人防护器材。任何在场工作的人员都必须至少穿着可见度高
的服装和安全鞋。

1 : 关键

9. 场地必须安装无线电话系统，便于不同地点之间通讯。必须向所有车辆司机告知存在这些设
施。

1 : 关键

10. 所有车辆都必须安装符合规定的照明系统、喇叭，和声音倒车警报器。所有设施都必须处于完
全正常运行状态，且每天要进行检查。强烈建议使用所有其他形式的倒车辅助设备，例如后视
摄像头。

1 : 关键

11. 所有施工机械都必须配备摄像头来覆盖盲点。 1 : 关键

12.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座位和状况良好的安全带。 1 : 关键

13. 所有通行受限区都必须进行物理隔离（见附录3:受限区要求概要 - 示例） 1 : 关键

14. 每个通行受限区都必须有明确安全的行人等候区。 1 : 关键

15. 每个通行受限区必须在行人和机械入口处设置标识。(嵌入通行受限区面板)。 1 : 关键

16. 在本标准所述的所有预防措施不足以完全消除碰撞风险的情况下，则必须至少在所有厂区机
械上安装行人检测设施。

2 :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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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定义

威立雅场地外或公共道路上的交通包括素有人员流动，无论使用交通工具与否。

这包括： 

• 与工作相关的出行

⁻ 在住宅和工作场所之间往返 

⁻ 工作差旅

⁻ 前往工地、现场或客户所在地

• 固定工作场所涉及对公共道路的长期干预，如泄漏检修作业、排水沟清理、清洁、网络检查、（饮用水、污水处理、能源等）网络

建设和维修。

• 流动工作场所的特点是工作场所在短期内逐步变动，如排水沟清理、下水道网络检查、泄漏检测，或者从资源供水点采水。

• 流动性活动涉及在移动中进行的作业，如收集废弃物、步行或用机械清扫车扫街、抄表等。

2.0 > 场外道路的主要职业性交通隐患和风险

2.0.1 主要隐患

行驶中的车辆

主要的外部交通隐患与车辆行驶有关。 

车辆之间或与行人发生碰撞的风险与这种隐患相关。 

车辆之间的距离不足或速度过快或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都会增加这种碰撞的风险及其造成的影响。

车辆状况 

车辆维护不善（轮胎、制动器、照明、雨刮器、屏幕除雾器、摄像头、后视镜、安全带、车轮紧固等）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   

可能影响驾驶员警觉性的物质或身体状态

饮酒、服用违禁药物或某些药物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警觉性。由于使用通讯工具造成的重度疲劳或丧失注意力会导致车辆失控。

受到第三方攻击 

对公共道路上进行干预导致员工面临第三方（人类、动物）的潜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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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和地面状况

不良路面（坑洞、表面湿滑、突起物等）会对车辆造成影响（经过坑洞时发生碰撞、失去抓地力等）、行人（跌倒）产生影响，在某些情

况下，会导致机械不稳甚至翻倒。 

不良的地面状况（湿滑地面、坑洞等），加上附近交通繁忙，会在移动活动中产生影响。

高差

与地面状况一样，高差变化过大可能会导致事故，如翻车。 

天气状况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雨、冰、雪、雾和风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车辆驾驶和车辆设备必须适应天气状况。

超载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车辆超载是重大隐患。超载会增加制动距离，会使车辆在弯道上变得不稳定，并增加车辆部件的磨损。

负载分配和固定

车辆和拖车上可被拖动的负载构成隐患源，必须加以控制。这涉及妥善固定所运载的全部设备和材料，合理分配负载，以及以适当

的速度行驶。

2.0.2  主要事故类别 

与这些主要隐患相关的道路交通事故有七大类：

• (员工或第三方人员)被车辆撞击或碾压；

• 受到第三方攻击;

• 车辆碰撞(轻型车辆、卡车、两轮车等);

• 人员被从车上掉落的货物砸到；

• 从车上跌落（上下车时、脚踏板踩空等）

• 翻车； 

• 车辆离开道路。

2.0.3 场外交通风险评估

公共道路上的每项干预措施都必须经过深入的风险评估，以降低与上述七类事故相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负责风险评估的主管人员必须了解固定或流动工作场所所在的区域，或流动性活动的变动情况。

除其他要素外，深入评估还用于制定预防措施和操作方法，供固定或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收集或路线安排使用。必须

由管理部门传达，并告知所有作业人员。

下文介绍公共道路上各类活动的特定风险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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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1 差旅相关风险评估

• 根据实际驾驶情况（行程时长、工作时间、车辆类型和特点、交通状况、天气状况等）对行程进行清查。

• 识别受影响的员工。

• 分析行程（安排、组织等），并查看其目的和特点。

• 确定驾驶员的习惯：通讯设备的使用、违法行为、出行时间、每年出行的距离。

• 从中吸取教训：分析近年来在出差时发生的犯罪、重大事故和人身伤害（直接和间接成本）。 

• 制订并实施与差旅相关的预防策略：

⁻ 培训和提高认识； 

⁻ 检查和维护车辆；

⁻ 举办旨在减少索赔数量的挑战或比赛; 

⁻ 进一步考虑的措施：开展远程会议、鼓励和促进拼车和使用公共交通、设定每天最长道路行驶时间等）

2.0.3.2  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的风险评估 

• 说明固定工作场所或流动工作场所或流动性活动的主要特点： 

⁻ 持续时间、次数；

⁻ 要执行的工作，活动类型（收集、读表、清理）

⁻ 机器/车辆数量;

⁻ 所涉及的作业人员数量；

⁻ 针对流动工作场所：还要说明流动的频率；

⁻ 其他措施

• 对工作场地或路线进行事先考察：  

⁻ 分析周围环境（道路类型、交通量等）； 

⁻ 分析工作场地对道路的影响; 

⁻ 确定所需的授权；

⁻ 针对流动性活动：还要分析存在风险的地形和区域；

⁻ 其他措施

• 制订用于干预的预防措施（见附录1和2场地标记示例）

⁻ 针对固定工作场所：确定标记/信号、用于保护作业人员的车辆定位、进场控制、交通替代或者关闭道路...

⁻ 针对流动工作场所：制订预防措施，特别是在标记定位阶段（被车辆碰撞的风险增加），以及车身上或在道路上标记的可见

度。

⁻ 针对流动性活动：确定干预时间、路线、风险区域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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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1  流动性活动“收集废弃物”和“清理街道”风险评估的具体说明

• 说明主要特点： 
⁻ 持续时间； 
⁻ 人工或机械

⁻ 包装类型(袋、容器、大件) ;
⁻ 集中点；

⁻ 收集时间、周边环境（(店铺、交通密度、市区/郊区或乡村地区等)； 
⁻ 季节性； 
⁻ 废弃物数量变化

⁻ 天气限制

⁻ 其他措施

• 对工作场地或路线进行事先考察：对收集和/或清理路线进行事先考察，以确定：

⁻ 在例外情况下，允许双向收集和/或清理的区域；

⁻ 死路、街道狭窄、停车不便；

⁻ 无法进行倒车操作的地点；

⁻ 学校；

⁻ 道路特征（地形、曲线、能见度、路面状态）；

⁻ 空中障碍物（电线、电话线等）；

⁻ 安全风险（毒品、攻击等）；

⁻ 动物风险（狗、蛇、老鼠等）。

• 通过建立收集/清理安排为收集和/或清理制订预防措施（见附录3“收集安排示例”），以确定：

⁻ 公共道路上存在危险的区域，如湿滑的地面、死路、学校、医院和托儿所；

⁻ 干预时间避开高峰时段；

⁻ 挪车和倒车操作，以及作业人员应采用的作业模式；

⁻ 在例外情况下，可以在（双向）车道的任一侧进行工作的区域；

⁻ 确切的路线，包括在收集安排中确定作业人员步行的路线；

⁻ 在确认存在安全风险或动物相关风险区的区域，要采取预防措施；

⁻ 其他措施

• 根据现场反馈，更新和调整收集/清理安排: 
⁻ 组织报告现场遇到的困难（道路施工、停车不便、偏差、废弃物堆积等）

⁻ 与客户组织定期审查，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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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风险管理 – 分级控制

必须根据防护和可靠程度从高到低对控制措施分级。 

这种逻辑思维过程一种用来消除或减少与风险接触的制度。也被称为隐患控制等级制度。

所有人员必须尽可能消除隐患和避免接触隐患。若不具备可行性，则必须通过结合以下要素将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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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消除

能否取消行程？（例如远程抄表、远程设施管理、远程工作、远程会议

等）

该工作能否以其他方式进行？ 

最强 

替代
该工作方法是否可以被危险性较小的方法或机器/材料替代？(如废弃

物气力输送系统、集中点等）

能否考虑危险性较小的出行方式？（如公共交通等）

工程设计/规划

是否可以使用技术手段来减少与场外交通相关风险(例如主动下车点

的位置、更合适的车辆等)
能否减少干预这些地方的频率？

能否改变干预范围？

隔离/集体防护
是否可以通过安装设施使人员远离或者脱离隐患？ 
检测行人和/或两轮车：摄像头、驾驶员警告系统、后视镜等

集体防护：卡车侧栏、标记、护栏、路标、带反光条的标志等

管理控制 能否提供培训、改进监测、流程以尽量减少接触？

最低 个人防护装备 能否通过为工人提供个人防护器材来保护他们不受危险和风险？ 最弱 

健
康
和
安
全
防
护

控
制
措
施
可
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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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场外交通相关要求

应用范围

本高风险管理标准适用于与威立雅场内所有职业性交通相关的干预措施/活动，不适用于需要遵守更严格要求（如国

家法规、国际标准、客户要求、操作规范等）的措施和活动。

本标准适用于威立雅所有部门及其职责范围内的全体人员，如经理、员工、承包商、供应商，或以威立雅名 义行事

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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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特定情形下由于无法合理地遵循该要求，必须制订次级干

预方法。

本标准包含适用于所有作业活动领域的通用的人员、组织和技术要求，并补充了特定情况下的人员、组织和技术要

求。 

组织

人员

技术

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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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会出现酒驾和毒驾行为；

在开车时，我会系好安全带，且不

会使用任何通讯设备。

在转弯和倒车前，我会

打信号灯，减速，并留意

周围的情况。

我会远离行驶中的车

辆或运转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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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 适用于各种场外活动的通用要求

4.0.1.1 通用人员要求

1. 与本标准相关的必须推广到所有员工和承包商。

2. 在风险评估结束时确定的措施必须传达给所有相关作业人员，并使其知晓(收集安排、操作方法、工作描述、驾驶员手册、安全

护照等)。

3. 代表威立雅在公共道路上工作的每位作业人员都必须接受可供查验的安全上岗培训（注明日期和时限的安全上岗培训证明、

带有签名和日期的证书）。

4. 所有参与到场外交通的人员（采购、销售、设计和工程、作业人员、经理等），包括临时工，都必须通过在线学习或面对面的方

式遵循本标准的模块。必须每三年进行一次在线学习。

5. 所有获得授权的员工，包括车辆驾驶员，都必须接受与其职责、车辆和工作相关的特定培训。培训必须妥善记录（培训证书）。

该要求也适用于参与公司场内交通的长期或固定承包商。必须对培训进行记录和维护，并在每五年或者程序发生变化时进行

更新。

6. 获得授权的审查员必须对受训者的技能和提供培训的培训师进行评估。 

7. 为确保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场所，必须进行定期观察（比如安全视察、审查等）。

8. 在介入场内进行观察（如安全视察、审查等）时，必须考虑被观察者的行为。

9. 观察必须促成：

• 偏离本标准的关键要求时，叫停活动，直至合规为止； 

• 偏离本标准的非关键要求时，立即进行补救和纠正； 

• 识别已有最佳实践，进行分享和“采纳应用”。

10. 每位驾驶员都必须持有对应的驾照，如果驾照丢失或被吊销，必须通知其经理。

11. 驾驶员必须身体健康，并遵守当地法律。

12. 每位驾驶员都必须遵守适用于本国的公路法规的所有要求。

13. 驾驶员和乘客在车上必须始终系好安全带。

14. 必须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 

15. 每天在出发之前，车辆使用者必须使用预先规定的程序（观察表、干预请求等）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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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车辆驾驶员在转弯和倒车前，必须示意，减速，并检查周边环境。

17. 车辆驾驶员必须确保车辆没有超载。 

18. 如果对负载有疑问或确认超载，驾驶员必须停止所有作业并联系其经理。 

19. 禁止在车内没有免提装置的情况下使用手机。

20. 在公共道路上步行工作的作业人员使用电话之前，必须先停止工作并转移至安全场所。

21. 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作业人员，应当在停止行走时才能使用电话。

22. 如果有人行横道，过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

23. 在没有人行道或在道路上行走时，所有行人必须始终面对迎面而来的车辆和隐患，包括作业人员。 

24. 在公共道路上行走的作业人员必须位于车辆或机械运动区之外。 

4.0.1.2 通用组织要求

1. 购置、设计、安装和组装设备（包括租用和合同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 拥有车队（购买、租赁）的公司必须建立机构，保障车辆维护状态良好、维护规则，和检查频率。

3. 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规定的驾驶和休息时间。

4. 必须定期检查使用公司车辆人员所持有驾照的有效性。

5. 必须明确当地的倒车或挪车规则。

6. 必须根据当地法规，由合格的医务人员安排和进行定期体检。

7. 在开工之前，工作执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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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包含对适用的现有程序进

行审查

4.0.1.3 通用技术要求

1. 所有车辆必须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轮胎、照明、刹车等)。并接受定期检查记录。

2. 如果任何缺陷影响到车辆的安全装置，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该车辆。

3.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座位和状况良好的安全带。

4.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后视镜。

更
新

内
容

更
新
内
容



38

4.0.2 特定差旅要求 

4.0.2.1 特定人员要求

25. 所有驾驶员都必须采用防御性驾驶，包括预测和正确评估环境,并在留意自身安全、第三方人员安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以

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

26. 每位差旅人员在出行前必须确保符合当地的管理和健康要求（有效护照、签证、体检合格证、疫苗接种证明）。

27. 每位前往风险国家的差旅人员都必须向安全部门申请并接受特定培训。

4.0.2.2 特定组织要求  

8. 必须对出差需求进行评估（考虑使用通信技术（视频会议、音频会议、互联网），对公司外的预约和会晤进行合并，通过更加充

分地筹备出行安排，进行分和减少不必要的差旅，等等）

9. 出行时必须减少道路风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交通工具、火车、飞机）。

10. 根据实际驾驶情况（行程时长、工作时间、车辆类型和特点、交通状况、天气状况等）对行程进行清查。

11.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旅行时间和方式、组织形式、任务持续时间、频率等）定期对出行进行分析。

12. .必须对近年出差期间发生的事件（犯罪、事件、事故等）进行分析，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13. 经过分析之后，必须优化差旅管理（规划路线、路线选择、评估旅行距离、尊重休息时间、管理紧急情况和延误等）

4.0.2.3  特定技术要求

请参阅 §4.0.1.3 通用技术要求中适用于所有作业活动的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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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4.0.3.1 特定人员要求

4.0.3.1.1  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的常见人员要求

25. 在对公共道路进行干预之前，主管人员必须访问现场以：

• 分析环境(道路类型，交通等)，道路上的可用空间和所需的授权;

• 进行风险评估；

• 明确所有需要的预防措施。

26. 在工作的任何阶段，都必须佩戴强制性安全设备和个人防护器材（根据威立雅的章程，全身上下穿着可见度高的服装和安全

鞋）。

27. 在风险评估结束时确定的措施必须传达给所有相关作业人员，并使其知晓(收集安排、操作方法、工作描述等)。

28.  在工作场地操作车辆时，车辆的专用灯光（闪光灯、三闪灯）必须处于工作状态。

29. 在引导阶段，地面操作人员必须始终与驾驶员保持视觉接触（后视镜或直视）。

30. 所有队员必须接受过培训，掌握引导手势（包括倒车操作引导，见附录4“引导手势训练示例”）和识别盲点所需的必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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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1.2 仅适用于固定/流动工作场所的人员要求

31. 在车辆出发前，驾驶员必须检查所有的信标/信号设备完整、是否正确、数量是否充足，所有特殊闪光灯是否正常工作，以及车

辆前后部照明是否正常。所有故障都必须在离开前进行修复。

32. 必须部署工作区和划定上下游区域，并与任务相适应。

33. 如果流动工作场所不够显眼：必须增加两个上游和下游警告标志。

34. 部署和拆除标志的操作必须始终车辆前进的方向进行。

35. 在设立场地或者进行调整时，团队必须分析其所在的环境，以评估交通相关风险。

• 地点：农村、城区、工业场所、私人场所…;

• 道路类型：省道、四车道公路、高速公路、小路等；

• 天气：气候条件和光照；

• 工作和出行时长；

• 工作场所大小：根据所使用车辆的大小，道路占地面积不同；

• 使用者类型：行人、两轮车、轻型车、卡车、客户活动；

• 交通密度。

4.0.3.1.3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的的人员要求

“收集废弃物”和“清理道路”活动 

31. 驾驶员和收集组必须始终佩戴安全带。

32.  作为例外情况，对于没有安装脚踏板的收集车辆，以及两站之间的距离少于50米时，必须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安全带。

33. 必须禁止双侧收集和清理。

34. 作为例外，只有在进行风险分析（例如：道路宽度不允许其他车辆通过）并在收集/清理安排中登记后，才能批准双侧收集或清

理。

35. 任何倒车操作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并包含在收集/清理安排中。

36. 在倒车时，收集/清理组成员必须始终与驾驶员直接保持视觉接触，其必须至少一名成员引导驾驶员。

37. 工人必须始终停留在移动部件（货柜、料车、吊钩升降臂、抽吸臂、高压清洗机等）所处的区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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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收集废弃物”活动  

31. 所有收集组成员必须始终用双手紧握把手,当位于废弃物收集车尾部踏板上时，必须保持身处车框内。

32. 采集组成员必须始终在车辆完全停止时上下尾部踏板，且始终要遵循三点接触规则。 

33. 必须确定一种通信模式（紧急代码），并在卡车驾驶员和收集员之间共享。

34. 新近接受培训或实习采集工人必须位于最靠近人行道的位置。

35. 采集组成员应带佩戴有下巴带的头盔（自行车头盔类型）。

“使用钩环式垃圾箱收集废弃物”活动 

31. 操作人员不得爬上垃圾箱。

32. 如果没有合适的防水油布平台，操作人员必须始终在地面给垃圾箱铺设防水油布。

33.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检查垃圾箱门板是否上锁。

34.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检查垃圾箱是否妥当地锁在车身上。

35.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确保车辆安全，避免任何不合时宜的移动（从发动机上取下钥匙、使用停车制动，若有必要，在斜坡上停车

时使用轮挡）

36. 在至少一个车轮两侧使用楔子进行停车时，操作人员必须始终保证拖车安全。

使用汽车起重机在主动投放点收集

31. 使用起重机时，稳定器必须始终部署在稳定且能够承重的平面上。

32. 操作人员必须维持起重和搬运区周边区域的安全，且必须在发生侵入时停止操作。

33. 应设置标记/信标，以明确识别吊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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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 特定组织要求

4.0.3.2.1 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的常见组织要求

8. 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每项作业或干预之前，必须申请并获得所有需要的行政授权。 

9. 必须根据风险分析和事先考察，确定工作场所的信标/标志程序和路线安排。

4.0.3.2.2 仅适用于固定/流动工作场所的组织要求

10. 工作场所的标志必须清晰可见，与场地构造相适应（高速公路、大道、街道、弯道、山顶、照明条件等）。

11. 位于场地上游的进场标志必须放置在路边。

12. 位置标志必须放置在工作场所周围，并必须用于标出工作区域，引导车辆和引导行人。必须放置在路边或道路上：在城市地区

最低10米，在非城市地区最低100米。

13. 如果人行路线被工作场所阻塞或者占用，必须确定和标明新的人行通道。

14. 必须尽可能地设置保护操作人员的物理屏障（例如：在上游放置车辆以保护工作人员，或在公共道路上为固定工作场所设置车

道隔离物或任何其他经批准的手段）。

15. 应当根据道路类别及交通状况，增派人手负责交通管制工作。 

4.0.3.2.3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的的组织要求

“收集废弃物”和“清理道路”活动 

10. 必须根据对收集活动或街道清理进行风险评估，使用 § 2.0.3.2.1流动性活动“收集废弃物”和“清理街道”风险评估的具体说明

中列出的步骤，建立收集/清理安排。

11. 如果在收集或清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倒车，必须按照明确的程序进行，并使用脚部引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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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  特定技术要求

4.0.3.3.1  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的常见技术要求

6. 所有车辆必须配备工作状态良好的灯光和声音发射器，以及倒车蜂鸣器和任何其他倒车辅助装置。 

7. 所有路边车辆和机械必须清晰可辨，至少有:

• 一个或多个闪光灯；

• 在车辆的前部、后部和两侧有彩色条纹和反光警示条；

• 车辆登记识别（如：车牌号码），如不可能，则要有识别码。

6. 所有大于7.5吨的货车必须配备:

• 前视镜；

• 侧栏；

• 盲点标志（前部左右和后部左右的贴纸）；

• 车轮螺母松动指示器，每个螺栓一个指示器。

6. 所有大于7.5吨的货车必须配备:

• 车头行人探测系统；

• 酒精锁定装置。

4.0.3.2.2 仅适用于固定/流动工作场所的技术要求

请参见§4.0.1.3 - 基本技术要求中适用于各种行程的基本技术要求和前文§4.0.3.3.1中固定工作场所、移动工作场所和移动性活动

的常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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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3.3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的的技术要求

10. 所有车辆必须配备后部和侧面工作灯。

11. 所有的收集车辆（上门收集、主动供应点收集、用扩增臂收集等）和街道清理车必须配备广角摄像头，以便倒车。

12. 在标记/标志体系之外使用的所有设备(如清扫车)必须涂上醒目的颜色，并安装反光警示带。

“废弃物收集”活动 

10. 起重机控制站必须布置在可以从地面操作的地方，不会接触到坠落的物料（远程控制）。

11. 新的收集卡车应当是低驾驶室卡车。 

12. 应当拆除脚踏板。

13. 应当（为方便分配）设置垃圾箱容量可视化系统（开启垃圾箱、远程摄像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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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术语表

危险区域：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收集时，由于其布局或周围环境（湿滑的地面、死路、高峰期、学校、医院、儿童托儿所等）而存在特殊

危险的区域。

盲点：卡车驾驶员无法直接看到道路的区域。

能力：知识和经验的结合。

合格人员：通过培训及经验获得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能力是指通过这些要素组合，作业人员能够识别某种情况存

在的风险，并确定处理这些风险所需的措施。

前视镜：安装在卡车上的系统，可以查看紧靠车辆前方的区域。一旦提供集体防护措施(组织、安全距离、通风等)和/或个人防护措

施，接触隐患的可能性就处于可控范围。

前视镜：安装在卡车上的装置，可以查看紧靠车辆前方的区域。

作业人员：代表威立雅在公共道路上工作的所有人员。

合格人员：具有文凭或证书和专业经验的合格人员。

车辆：各种形式的机动和非机动交通工具，包括轿车、轻型商用车、重型卡车、机械、三轮车等。

广角摄像头:至少有160°宽视角的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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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四种用于固定工作场所的标识示例

固定工作场所
双向交通 - 侵占道路 

固定工作场所
作业人员正在施工

固定工作场所
城市交通 - 交替交通信号灯

固定工作场所
城市交通 - 在人行道上施工

工作场所

工
作
场
所
尽
头

工作场所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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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 两种用于流动工作场所的标识示例

流动工作场所
沿道路施工

流动工作场所
道路标记工作

道路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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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 收集安排示例

整条线路必须遵守公路规范

在单侧收集

在两侧收集

倒车

集合点

寻找货柜

图例

尽快掉头

高架线

装载区

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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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 引导手势训练示例

停止
双臂交叉和松开

接受指挥 
一只手放在身体一侧，另一只
手垂直举起，手掌打开。

结束命令 

双臂伸直，静止不动，手掌朝向驾驶员。

改变方向
用一根手指指向行进方向，另
一只手臂指向相反方向。

只是车辆后方的距离

双臂成直角举起，手掌相对，通过将

双臂并拢表示距离。

后退

如果引导驾驶员的队
员在车辆前面：向后推
的手势。

如果引导驾驶员的队
员在车尾一侧：让驾驶
员走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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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区域 标识间距

聚集 10米

双行道 100米

高速公路 
和独立公路

200米

在紧急情况下，距离可缩短至1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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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 道路标识示例

车道隔离示例 

交错排列临时标志

标识分类

管制终止标识

定位标识

进场标识

工作场所尽头

道路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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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 威立雅场外交通道路的适用性和合规性评估

针对各种场外活动的通用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通用人员要求

1. 与本标准相关的必须推广到所有员工和承包商。 1 : 关键

2. 在风险评估结束时确定的措施必须传达给所有相关作业人员，并使其知晓(收集安排、操作方
法、工作描述、驾驶员手册、安全护照等)。 1 : 关键

3. 代表威立雅在公共道路上工作的每位作业人员都必须接受可供查验的安全上岗培训（注明日
期和时限的安全上岗培训证明、带有签名和日期的证书）。

1 : 关键

4. 所有参与到场外交通的人员（采购、销售、设计和工程、作业人员、经理等），包括临时工，都必
须通过在线学习或面对面的方式遵循本标准的模块。必须每三年进行一次在线学习。

2 : 重要

5. 所有获得授权的员工，包括车辆驾驶员，都必须接受与其职责、车辆和工作相关的特定培训。
培训必须妥善记录（培训证书）。该要求也适用于参与公司场内交通的长期或固定承包商。必
须对培训进行记录和维护，并在每五年或者程序发生变化时进行更新。

1 : 关键

6. 获得授权的审查员必须对受训者的技能和提供培训的培训师进行评估。 2 : 重要

7. 为确保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场所，必须进行定期观察（比如安全视察、审查等）。 2 : 重要

8. 在介入场内进行观察（如安全视察、审查等）时，必须考虑被观察者的行为。 2 : 重要

9. 观察必须促成：

• 偏离本标准的关键要求时，叫停活动，直至合规为止； 
• 偏离本标准的非关键要求时，立即进行补救和纠正； 
• 识别已有最佳实践，进行分享和“采纳应用”。

1 : 关键

10. 每位驾驶员都必须持有对应的驾照，如果驾照丢失或被吊销，必须通知其经理。 1 : 关键

C: 符合规定

NC不符合规定

P: 定义的优先等级 

1 : 关键 = 为避免严重事故而执行的基本要求 .

2 : 重要 = 必要的要求，应尽可能实施以避免事故 .

3 : 有用 = 在加强预防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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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种场外行程的基本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通用人员要求

11. 驾驶员必须身体健康，并遵守当地法律。 1 : 关键

12. 每个司机都必须遵守适用于本国的公路法规的所有要求。 1 : 关键

13. 驾驶员和乘客在车上必须始终系好安全带。 1 : 关键

14. 必须禁止在酒精、麻醉品，或对警觉性造成影响的药物作用下驾驶。 1 : 关键

15. 每天在出发之前，车辆使用者必须使用预先规定的程序（观察表、干预请求等）报告任何异常
情况。

2 : 重要

16. 车辆驾驶员在转弯和倒车前，必须示意，减速，并检查周边环境。 1 : 关键

17. 车辆驾驶员必须确保车辆没有超载。 1 : 关键

18. 如果对负载有疑问或确认超载，驾驶员必须停止所有作业并联系其经理。 1 : 关键

19. 禁止在车内没有免提装置的情况下使用手机。 1 : 关键

20. 在公共道路上步行工作的作业人员使用电话之前，必须先停止工作并转移至安全场所。 1 : 关键

21. 行走在公共道路上的作业人员，应当在停止行走时才能使用电话。 2 : 重要

22. 如果有人行横道，过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 2 : 重要

23. 在没有人行道或在道路上行走时，所有行人必须始终面对迎面而来的车辆和隐患，包括作业
人员。

1 : 关键

24. 在公共道路上行走的作业人员必须位于车辆或机械运动区之外。 1 :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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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种场外活动的基本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通用组织要求

1. 购置、设计、安装和组装设备（包括租用和合同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1 : 关键

2. 拥有车队（购买、租赁）的公司必须建立机构，保障车辆维护状态良好、维护规则，和检查频
率。

1 : 关键

3. 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规定的驾驶和休息时间。 1 : 关键

4. 必须定期检查使用公司车辆人员所持有驾照的有效性。 2 : 重要

5. 必须明确当地的倒车或挪车规则。 1 : 关键

6. 必须根据当地法规，由合格的医务人员安排和进行定期体检。 1 : 关键

7. 在开工之前，工作执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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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包含对适用的现有程序进行审查

1 : 关键

通用技术要求

1. 所有车辆必须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轮胎、照明、刹车等)。并接受定期检查记录。 1 : 关键

2. 如果任何缺陷影响到车辆的安全装置，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该车辆。 1 : 关键

3.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座位和状况良好的安全带。 1 : 关键

4. 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配备后视镜。 1 : 关键

5. 运输的货物必须被妥善固定。 1 :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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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差旅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差旅人员要求

25. 所有驾驶员都必须采用防御性驾驶，包括预测和正确评估环境,并在留意自身安全、第三方人
员安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

2 : 重要

26. 每位差旅人员在出行前必须确保符合当地的管理和健康要求（有效护照、签证、体检合格证、
疫苗接种证明）。

1 : 关键

27. 每位前往风险国家的差旅人员都必须向安全部门申请并接受特定培训。 1 : 关键

特定差旅组织要求

8. 必须对出差需求进行评估（考虑使用通信技术（视频会议、音频会议、互联网），对公司外的预
约和会晤进行合并，通过更加充分地筹备出行安排，进行分和减少不必要的差旅，等等）

2 : 重要

9. 出行时必须减少道路风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交通工具、火车、飞机）。 1 : 关键

10. 根据实际驾驶情况（行程时长、工作时间、车辆类型和特点、交通状况、天气状况等）对行程进
行清查。

1 : 关键

11.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旅行时间和方式、组织形式、任务持续时间、频率等）定期对出行进行分
析。

2 : 重要

12. 必须对近年出差期间发生的事件（犯罪、事件、事故等）进行分析，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2 : 重要

13. 经过分析之后，必须优化差旅管理（规划路线、路线选择、评估旅行距离、尊重休息时间、管理
紧急情况和延误等）。

2 : 重要

特定差旅技术要求

请参阅§4.0.1.3-基本技术要求中适用于所有作业活动的基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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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人员要求

常见于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

25. 在对公共道路进行干预之前，主管人员必须访问现场以：

• 分析环境(道路类型，交通等)，道路上的可用空间和所需的授权;
• 进行风险评估；

• 明确所有需要的预防措施。

1 : 关键

26. 在工作的任何阶段，都必须佩戴强制性安全设备和个人防护器材（根据威立雅的章程，全身上
下穿着可见度高的服装和安全鞋）。

1 : 关键

27. 在风险评估结束时确定的措施必须传达给所有相关作业人员，并使其知晓(收集安排、操作方
法、工作描述等)。 1 : 关键

28. 在工作场地操作车辆时，车辆的专用灯光（闪光灯、三闪灯）必须处于工作状态。 1 : 关键

29. 在引导阶段，地面操作人员必须始终与驾驶员保持视觉接触（后视镜或直视）。 1 : 关键

30. 所有队员必须接受过培训，掌握引导手势（包括倒车操作引导，见附录4“引导手势训练示例”）
和识别盲点所需的必要技能。

1 : 关键

特定人员要求

仅适用于固定场所和流动工作场所

31. 在车辆出发前，驾驶员必须检查所有的信标/信号设备完整、是否正确、数量是否充足，所有特
殊闪光灯是否正常工作，以及车辆前后部照明是否正常。所有故障都必须在离开前进行修复。

1 : 关键

32. 必须部署工作区和划定上下游区域，并与任务相适应。 1 : 关键

33. 如果流动工作场所不显眼：必须增加两个上游和下游警告标志。 2 : 重要

34. 部署和拆除标志的操作必须始终车辆前进的方向进行。 1 : 关键

35. 在设立场地或者进行调整时，团队必须分析其所在的环境，以评估交通相关风险。

• 地点：农村、城区、工业场所、私人场所…;
• 道路类型：省道、四车道公路、高速公路、小路等；

• 天气：气候条件和光照；

• 工作和出行时长；

• 工作场所大小：根据所使用车辆的大小，道路占地面积不同；

• 使用者类型：行人、两轮车、轻型车、卡车、客户活动；

• 交通密度。

1 :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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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人员要求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

“收集废弃物”和“清理道路”活动

31. 驾驶员和收集组必须始终佩戴安全带。 1 : 关键

32. 作为例外情况，对于没有安装脚踏板的收集车辆，以及两站之间的距离少于50米时，必须建
议操作人员佩戴安全带。

2 : 重要

33. 必须禁止双侧收集和清理。 1 : 关键

34. 作为例外，只有在进行风险分析（例如：道路宽度不允许其他车辆通过）并在收集/清理安排中
登记后，才能批准双侧收集或清理。

1 : 关键

35. 任何倒车操作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并包含在收集/清理安排中。 2 : 重要

36. 在倒车时，收集/清理组成员必须始终与驾驶员直接保持视觉接触，其必须至少一名成员引导
驾驶员。

1 : 关键

37. 工人必须始终停留在移动部件（货柜、料车、吊钩升降臂、抽吸臂、高压清洗机等）所处的区域
之外。

1 : 关键

“上门收集废弃物”活动

31. 所有收集组成员必须始终用双手紧握把手,当位于废弃物收集车尾部踏板上时，必须保持身处
车框内。

1 : 关键

32. 采集组成员必须始终在车辆完全停止时上下尾部踏板，且始终要遵循三点接触规则。 1 : 关键

33. 必须确定一种通信模式（紧急代码），并在卡车驾驶员和收集员之间共享。 1 : 关键

34. 新近接受培训或实习采集工人必须位于最靠近人行道的位置。 2 : 重要

35. 采集组成员应带佩戴有下巴带的头盔（自行车头盔类型）。 2 :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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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人员要求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

“使用钩环式垃圾箱收集废弃物”活动

31. 操作人员不得爬上垃圾箱。 1 : 关键

32. 如果没有合适的防水油布平台，操作人员必须始终在地面给垃圾箱铺设防水油布。 1 : 关键

33.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检查垃圾箱门板是否上锁。 1 : 关键

34.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检查垃圾箱是否妥当地锁在车身上。 1 : 关键

35. 操作人员必须始终确保车辆安全，避免任何不合时宜的移动（从发动机上取下钥匙、使用停车
制动，若有必要，在斜坡上停车时使用轮挡）

1 : 关键

36. 在至少一个车轮两侧使用楔子进行停车时，操作人员必须始终保证拖车安全。 1 : 关键

使用汽车起重机在主动投放点收集

31. 使用起重机时，稳定器必须始终部署在稳定且能够承重的平面上。 1 : 关键

32. 操作人员必须维持起重和搬运区周边区域的安全，且必须在发生侵入时停止操作。 1 : 关键

33. 应设置标记/信标，以明确识别吊装区域。 2 :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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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组织要求

常见于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

8. 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每项作业或干预之前，必须申请并获得所有需要的行政授权。 1 : 关键

9. 必须根据风险分析和事先考察，确定工作场所的信标/标志程序和路线安排。 1 : 关键

特定组织要求

仅适用于固定工作场所和流动工作场所

10. 工作场所的标志必须清晰可见，与场地构造相适应（高速公路、大道、街道、弯道、山顶、照明
条件等）。

1 : 关键

11. 位于场地上游的进场标志必须放置在路边。 2 : 重要

12. 位置标志必须放置在工作场所周围，并必须用于标出工作区域，引导车辆和引导行人。必须放
置在路边或道路上：在城市地区最低10米，在非城市地区最低100米。

2 : 重要

13. 如果人行路线被工作场所阻塞或者占用，必须确定和标明新的人行通道。 2 : 重要

14. 必须尽可能地设置保护操作人员的物理屏障（例如：在上游放置车辆以保护工作人员，或在公
共道路上为固定工作场所设置车道隔离物或任何其他经批准的手段）。

1 : 关键

15. 应当根据道路类别及交通状况，增派人手负责交通管制工作。 3 : 有用

特定组织要求

仅适用于流动工作场所

“收集废弃物”和“清理道路”活动

10. 必须根据对收集活动或街道清理进行风险评估，使用 § 2.0.3.2.1流动性活动“收集废弃物”和
“清理街道”风险评估的具体说明中列出的步骤，建立收集/清理安排。

1 : 关键

11. 如果在收集或清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倒车，必须按照明确的程序进行，并使用脚部引导制
度。

1 :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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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定/流动工作场所以及流动性活动的特定要求 C NC 重要程度

特定技术要求

常见于固定工作场所、流动工作场所和流动性活动

6. 所有车辆必须配备工作状态良好的灯光和声音发射器，以及倒车蜂鸣器和任何其他倒车辅助
装置。

1 : 关键

7. 所有路边车辆和机械必须清晰可辨，至少有:
• 一个或多个闪光灯；

• 在车辆的前部、后部和两侧有彩色条纹和反光警示条；

• 车辆登记识别（如：车牌号码），如不可能，则要有识别码。

1 : 关键

8. 所有大于7.5吨的货车必须配备:
• 前视镜；

• 侧栏；

• 盲点标志（前部左右和后部左右的贴纸）；

• 车轮螺母松动指示器，每个螺栓一个指示器。

1 : 关键

9. 所有大于7.5吨的货车必须配备:
• 车头行人探测系统；

• 酒精锁定装置。

2 : 重要

特定技术要求

仅适用于固定工作场所和流动工作场所

请参见§4.0.1.3 - 基本技术要求中适用于各种行程的基本技术要求和前文§4.0.3.3.1中固定工作
场所、移动工作场所和移动性活动的常见技术要求。

特定技术要求 
仅适用于流动性活动

10. 所有车辆必须配备后部和侧面工作灯。 1 : 关键

11. 所有的收集车辆（上门收集、主动供应点收集、用扩增臂收集等）和街道清理车必须配备广角
摄像头，以方便倒车。

1 : 关键

12. 在标记/标志体系之外使用的所有设备(如清扫车)必须涂上醒目的颜色，并安装反光警示带。 1 : 关键

“废弃物收集”活动

13. 起重机控制站必须布置在可以从地面操作的地方，不会接触到坠落的物料（远程控制）。 1 : 关键

14. 新的收集卡车应当是低驾驶室卡车。 2 : 重要

15. 应当拆除脚踏板。 2 : 重要

16. 应当（为方便分配）设置垃圾箱容量可视化系统（开启垃圾箱、远程摄像头、等等） 2 :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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