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dling Safety

搬运作业中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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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天津基地因搬运作业引发的安全事故共

有5起，占所有事故总数的19%；

• 受伤的部位包括手部、脚部和肋部；

搬运作业引发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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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很多轻微得扭伤和肌肉拉伤也是由

搬运作业引起的，主要原因是用力不当

或长时间用力，用力姿势不正确或重复

性动作；

• 根据1:29:300的海因里希法则，实际因

搬运作业引发的各项伤害，约为51-5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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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的脊柱有四个生理弯曲（颈曲、胸曲、

腰曲和骶曲）支撑身体重量，搬运过程中的

重量会对脊柱产生巨大的压力，而脊柱一旦

受伤就很难恢复，即使恢复后，也有可能

会有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症。

• 人工搬运中的关键要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正

常四个生理弯曲，而不产生其它的脊柱弯

曲，尽量减少对脊柱的压力。

人体的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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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腰部挺直,是人工搬运技术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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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和稳定性随手与脊柱底的水平距离而减少
承

载
力

%

手与脊柱底的水平距离(c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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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承受的压力

平躺 侧卧 直立 弯腰 提起重物 正坐 驼背坐 蹲坐

25%
75%

100%
150%

220%

140%
185%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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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搬运重量限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2330-90

性别 搬运类别 单位 搬运方式

搬 扛 推或拉

单次重量 kg 15 50 300

男 全日重量 t 18 20 30

* tm 90 300 3000

单次重量 kg 10 20 200

女 全日重量 t 8 10 16

* tm 40 150 1600

*: 全日搬运重量和相应步行距离的乘积,以吨米表示从事装卸搬运的工人,每人连续工作两小时
后,应有不少于十分钟的间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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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进行搬运作业？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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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负载搬至何处?

• 如果可能, 使用适宜的辅助搬运设备

• 需要其它帮助吗?

• 清除搬运通道上的障碍物

• 若举程过长 (如从地面举至肩膀), 考

虑使用中转(如桌子)以变换把持负载方

式。

1. 停下来, 想一想
注意：两脚分开基本与肩同

宽，保持平衡及稳定，将腿

尽可能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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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膝

•当抓握负载时,使双手高度尽可能与腰部

位置一致

•不要跪倒或过度放松膝盖

•挺直腰部 (收紧下巴)

•身体稍倾靠前把好负重

•保持肩膀平衡并使其与髋骨处于同一方向

2-3. 采用正确姿势

注意：抓牢把手或负重，

不要急促将负重抬起慢慢

抬起和控制好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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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双脚

•当转身时,不要扭转躯干

身体靠近负重

•保持较重一侧靠近身体

放下负载,然后调整

• 将负载放下然后将其推至指定位置

4-5. 移动和放下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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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搬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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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二看三检查，

摆好双脚不弯腰，

双手搬运不逞强，

慢慢移动手抓牢。

搬运作业七言绝句

14



 別急! 停一下, 想一想

 正确位置, 高度

 调整合适的姿势

 适当的工具

移动脚, 別强扭腰

搬运物要尽量靠近自身

要调整搬运物前一定先放

下

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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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60 kg，不得人工搬运（包括联合搬运），需机械辅助搬运

小型手动液压葫芦 滚动轴式传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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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板材运送装置 小型液压起吊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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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携式小推车 移动式电葫芦 电动真空提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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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搬运

2.实际搬运

估计物体的重量

正确地搬运.

1. 靠近物体，抓牢物体，抱起物体！

2. 保持背部的自然挺直，

利用强壮的腿部肌肉抬起物体

3. 平稳的放下物体.

如何正确搬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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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搬运

2.实际搬运

请求帮助.

团队搬运.

当团体搬运时，选一人喊口号。

带头人要指导团队同时抬起，步调一

致，同时放低重物，运用搬运规则和技

巧。

大的重物如何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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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搬运

1.心理搬运

找到更好的方法.

推，不要拉.

使用正确的搬运方法装载机械设备

可能的话，用推而不是去拉

卸载：使用正确的方法反向卸载

有没有其他办法代替人工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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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通道.

清除所有你看到的隐患或者确认他们

已经被移走。

清理地面上洒漏的液体。

确认区域照明良好。

等待道路通畅。然后运输物体，将物

体放在合适的地点。

检查通道.

2.实际搬运

1.心理搬运

搬运前做好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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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搬运

2.实际搬运

解决高处搬运问题。
向上推举测试物体的重量。

尽量靠近重物，以便可以顺着身体滑下

用举起的方法放下 – 正确的方法。

小心搬下

尽量安全的将重物放下。

高处的物品如何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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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搬运

2.实际搬运

少搬一点, 享受成果！

解决重复性问题
•不要因为“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而接

受现状

•承认问题存在并决定如何在以后避免这

种问题。

物料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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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车应该推，不要拉.

宁愿推两次也不拉一次，因为这样可以减

少背部受力的风险；

推的时候可以随时观察物料状态。

周转物料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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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的过程中不要转体.

放下物体的时候避免转体或者过度弯曲

搬运的过程中不要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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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脚下情况.

穿着防滑鞋。保持脚趾抓地以获

得格外的稳定性。

小步，慢行！

注意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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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设备辅助.

为什么要将重物放在背部来增加受伤的危险性呢？

使用工具盒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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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游戏时间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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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图中找出3处与左图不同的地方。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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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们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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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作业中安全注意事项
TEST

1.搬运作业中的腰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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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良好平衡的姿势

如果用单手，那么另一只手可以寻找额外支撑，以增

加稳定性和减少背部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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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物平均的分散重量在身体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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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穿着合适的衣服和鞋

合脚的鞋可以给予良好的支撑并避免滑倒或绊倒。

衣服要保证自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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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姿屈膝避免腰部长时间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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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减少受力点与腰部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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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进工具避免长时间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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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腰部也不能长时间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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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际防止搬运作业中安全事故发生

案例一：2014年8月22日上午9:00左右，台面二厂天津石英石

车间水刀开料工李某在和柴某将板材放到水刀平台上的过程

中，柴某手滑导致未完全放在平台上板材发生侧滑，李某躲

闪不及被板材另一端砸到了左脚。

案例一

配合失误 接触面湿滑 站位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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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2014年3月29日晚20:50，水晶车间员工姜某使用手

动液压叉车，由平贴房向外拉板件。由于板材较重，同事陈

某从后面帮忙一起推。行至平贴房出口时，两人配合发生失

误，姜某右脚脚趾被手动液压叉车前轮压伤。

案例二

配合失误 板材超重 操作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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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2014年7月4日上午8:10左右，防火车间员工张某经

过推台锯开料岗位附近，发现地柜上物料倾斜上前帮忙去扶

时，物料发生侧滑。张某躲闪不及，被倾倒的物料撞到其脚

趾，造成右脚拇趾受伤。

案例三

处理不当 物料码放过高 区域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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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2014年7月26日晚23:30左右，非标车间员工马某进

行分检作业时，将一件550mm*1100mm板件放在工作台上检

验，立起板件检验时发生侧滑砸到员工脚上，导致员工右脚

拇趾受伤。

案例四

操作不当 接触面光滑 站位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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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2015年6月16日上午10:20，天津物流分部发货员闫

某在向货车搬运板件过程中，左脚踩空伸进货车与发货平台

间的缝隙，顺势摔倒时左肋部撞到货车后侧车厢围栏，导致

受伤。

案例五

操作失误 缝隙过大 车辆规格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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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2015年7月17日，天津石英石车间员工陈某在搬运板

材过程中，放板材的周转车万向轮发生偏移，导致板材倾倒，

员工下意识伸手去扶导致左手手指被板材压伤。

案例六

操作不当 接触面湿滑 板材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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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安全注意

如果你曾经在搬运东西时

伤过你的背

那你可就知道背的重要

安全搬运的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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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坐姿影响健康

肌肉拉伤

韧带扭伤

椎间盘发炎

腰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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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在高于肩部的地方移动物体,这将引起

肩部肌肉的疲劳和震颤, 并可能造成肌肉的

损伤

在移动物体时不应该低于膝部, 以防止弯腰

搬运引发腰椎损伤.

搬运作业中的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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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腰搬提重物时，先将身体向重物尽量靠拢，

然后曲膝、曲髋，再用双手持物，伸膝伸髋，

重物即可被搬起。

主要依靠臀大肌及股四头肌的收缩力量，

避免腰背肌用力，腰部损伤的机会也减少了。

另外，在搬移重物时，要注意使双膝处于

半屈曲状态，使物体尽量接近身体，则可减

少腰背肌的负担，减少了损伤的机会。

再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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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曲膝使手就近物件高度; 用双手

持物，手臂与物同宽。

将物体尽量接近身体，

主要依靠伸直腿膝后站立移动，

避免腰背肌用力。

则可减少腰背肌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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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工作中的14个避免

1. 避免双脚距离过近；

2. 避免脚跟离地；

3. 避免弯腰；

4. 避免过高举物；

5. 避免突然运动；

6. 避免长距离负载；

7. 避免互相遮挡视线；

8. 避免负载过重；

9. 避免负载难以把持；

10. 避免负载不稳定；

11. 避免尖锐、湿滑、炽热表面；

12. 避免路面湿滑、不平；

13. 避免暴露在风雨中；

14. 避免照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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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劳保用品

安全帽 安全带 手套 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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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你的工具

1. 确认你的工具齐全；

2. 确认你的工具没有破损；

3. 确认你的工具适合作业；

4. 确认和配合你的同事所使用的工

具也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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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搬运伤害没有良药，只有你矫正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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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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