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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凯生物科技（滁州）有限公司 2.248MWp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

序

号

活动/

设施
危险源 风险

现行控

制措施
评价方法

评价结

果
需采取措施

1
组件

吊装

组件吊装没有可靠的作业措施或交底不清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其它伤

害

责 任 单

位 自 行

控制

直接判断 一般 审批施工方案或技

术安全措施；现场

监督检查组件运输、装卸、堆放失稳 物体打击、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组件安装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违规操作 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组件起吊位置不正确 构件损坏、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起吊组件未设置禁区或作业区，没有警示 高空落物、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组件吊装完毕后未进行检查，就松临时固定

措施或吊钩，失稳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重要

安装套管等设备时，操作人员违规操作 高空落物、设备损坏、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重要

2

电气

设备

试验

耐压试验、摇测绝缘电阻时无可靠的安全措

施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责 任 单

位 自 行

控制

直接判断 重要 审批施工方案或技

术安全措施；现场

监督检查未划定试验区域或警示标牌未设立或无专

人监护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试验设备试验完成后，未放电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在带电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二

次回路开路伤人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3

施工

临时

用电

未按现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TT或TN系统布

置

触电、火灾、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审批临电施工方

案；现场监督检查

未采用“三级配电、二级保护”或违反“一

机、一闸、一保护”的要求

触电、设备损坏、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电工无证上岗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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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编制施工临时用电方案或使用负荷未经

计算

触电、火灾、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临时电源缺少围栏或警示标牌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配电箱无防雨措施 触电、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配电箱无专人管理、缺少安全警示标牌 触电、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配电箱内或照明线路接线混乱 触电、火灾、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临时设备用电乱拉、乱接 触电、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4
高处

作业

高处作业人员资格不符合要求，未经过体检 高处坠落、其它伤害 责 任 单

位 自 行

控制

直接判断 重要 审查人员资格；现

场监督检查
高处作业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或有

缺陷

高处坠落、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高处作业人员作业时，违规操作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一般

高处作业人员作业时，无安全监护人 高处坠落、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5

起重

吊装

作业

起重机械、架体本身有缺陷或未经有关部门

年检（包括安装完成后使用前）作业

设备损坏、机械伤害、其它伤

害

责 任 单

位 自 行

控制

直接判断 重要 审查人员资格及机

械检定证书；现场

监督检查起重吊装设备、构支架、提升物料时没有可

靠的作业措施或交底不到位

设备损坏、物体打击、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一般

起重机械操作人员无证作业 机械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起重机械操作人员违规作业 机械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起重机械作业场地承载力不足或安装基础

受力不均或铺设轨道失稳

人身伤害、机械损坏、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重要

起重吊装设备、构支架、提升物料时，吊点 设备损坏、机械伤害、其它伤 直接判断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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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或吊装保护措施不当 害

起重吊装设备、构支架、提升物料时，无专

人统一指挥

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其它伤

害

直接判断 一般

起吊设备、构支架、提升物料时未设警戒范

围,吊臂下有人过往

物体打击、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过载吊装作业 物体打击、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重要

6

焊接、

切割

作业

电焊机没有接地或接地不符合要求 触电、其它伤害 责 任 单

位 自 行

控制

直接判断 一般 现场监督检查

作业人员未持证作业或违规作业 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作业人员作业时无防护用品或不符合要求 人身伤害、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电焊机有漏电现象 触电、其它伤害 直接判断 一般



















安全仪器发放

近年来，工业事故频发，给企业及员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生命安全损失。为了减少这种事故发生的概率，

公司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并逐渐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其中，安全仪器的发放是

其中重要环节之一。

安全仪器的种类

安全仪器是指用来保障工人在工作中人身安全的工具和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安全鞋、防护面罩、防

护手套等。根据工种不同，需要的安全仪器也不同。例如，钢筋工、木工等工种需要使用安全帽和防护鞋，以避

免因意外坠物而导致伤害；焊工需要佩戴安全眼镜和防护手套，以保护眼睛和皮肤免受火烙和高温的伤害。

安全仪器的发放管理

为了配合安全生产责任制，公司推行安全仪器的全员实名管理制。在此制度下，每位员工都会被配发相应的

安全仪器，并且需要在本人的工牌或名字牌上标明使用的安全仪器种类和有效期限。

每个月定期检查每一位员工的安全仪器状态，若发现有安全仪器损坏或过期，则得要立即更换相应的安全仪

器。在具体操作中，安全管理员会提前向员工发放安全仪器，并记录员工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

安全仪器，并按规定进行使用。

安全生产责任制

公司倡导安全生产责任制，即在每一位员工心中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建立从领导到基层员工贯穿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理念，我们要一切从人员安全出发，坚持预防猎施和

安全保障。

每个员工都要对自己的安全生产负有责任。同时，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档

案，对不按照安全要求操作的员工进行严肃的处理，以维护企业及员工的安全。

安全教育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司注重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通常，安全教育需要包括四个方面: 安全意识教

育、安全知识培训、安全技能训练和应急演练。

对于新员工，公司会安排安全教育培训师为其进行相关知识的指导；对于老员工，则警要定期进行安全培训，

提升其安全意识和技能。



总结

安全仪器的发放是企业安全教育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员工实名配发安全仪器，明确每个员工的安

全责任和安全要求，从而降低企业及个人工伤事故的发生率。同时，企业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集体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