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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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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对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保障运行维护作业的安全，制定本规

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在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内进行运行维护作业的安全管理。 

1.0.3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

规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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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供排水有限空间  confined space for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城镇供排水设施及场所中，封闭或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或深度大于 1.2m 封闭或敞口的通风不

良空间。 

2.0.2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  confined space operation for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在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内实施的作业活动。 

2.0.3  危险源  hazardous source  

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可能存在的对人身造成伤亡、伤害、职业病、财产损失、

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状态，主要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引起气体中毒、缺氧窒

息、易燃易爆物品引起的爆炸或燃烧等。 

2.0.4  作业票  job slip 

作业者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书面依据。 

2.0.5  管理单位  management unit 

对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具有管理权的单位。 

2.0.6  作业负责人  working supervisor 

由作业单位确定的组织实施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负责人。 

2.0.7  监护者  attendant 

为保障作业安全，在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外对有限空间内作业和人员的安全进行监护的

人员。 

2.0.8  作业者  operator 

在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内实施具体操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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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组织与职责 

3.1  一般规定 

3.1.1  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贯彻安全生产方针，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原则。  

3.1.2  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确定各自单位的职责和权限，并建立安全责任制，实行网格化

管理。 

3.1.3  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措施和现代化的安全管理手段。 

3.2  作业组织 

3.2.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协调并明确各自管理范围和作业内

容。 

3.2.2  作业单位应制定安全策划，策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作业概况； 

2  安全管理组织及安全责任； 

3  安全制度； 

4  安全作业方案； 

5  危险源及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 

6  其他有关作业安全的事项。 

3.2.3  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建立安全管理组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织结构科学合理； 

2  有明确的管理目标和责任制度； 

3  组织成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 

4  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调整。 

3.2.4  安全管理组织应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绕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目标而形成和谐一致，高效运行的作业团队； 

2  建立协同工作的管理机制和工作模式； 

3  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各方共享的信息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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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证信息准确、及时和有效地传递。 

3.3  单位职责 

3.3.1  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章制度。 

3.3.2  作业单位应加强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立健全供排水有限空间安全作业责任制，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职责；  

2  组织制定安全作业方案、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安全技术措施等供排

水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 

3  保证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投入，提供符合要求的通风、检测、防护、照明等

安全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4  督促检查本单位供排水有限空间的安全作业，落实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各项安全

要求； 

5  提供应急救援保障，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6  及时、如实报告安全事故。 

3.3.3  作业单位应建立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安全作业规章制度应至少包含作业审批制度、培训

教育制度、作业者健康检查制度、安全设施监管制度和气体检测制度等。  

3.3.4  作业单位每年应对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培训应有记录，参加培训的人员应签字确认，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3.3.5  作业单位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 要求，为作业

者配置防护鞋、防护服、防护眼镜、护听器等个体防护用品，并满足以下要求： 

1  易燃易爆环境，应配置防静电服、防静电鞋，全身式安全带金属件应经过防爆处理；  

2  涉水作业环境，应配置防水服、防水胶鞋； 

3  当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噪声大于 85dB（A）时，应配置耳塞或耳罩。 

3.3.6  作业单位应在作业现场配备氧气包、安全绳索、消防器材、急救药品等必要的应急救

援物资。 

3.4  岗位职责 

3.4.1  作业单位应对作业者建立健康档案。下列人员不得从事井下有限空间作业： 

1  年龄在 18岁以下和 55岁以上者；  

2  在经期、孕期、哺乳期的女性； 

https://www.baidu.com/s?wd=%E6%95%99%E8%82%B2%E5%9F%B9%E8%AE%A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19WnHF9PWfYujcvu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Pj0LnWn4PjbdPjfdPWb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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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聋、哑、呆、傻等严重生理缺陷者；  

4  患有深度近视、癫痫、高血压、过敏性气管炎、心脏病等严重慢性病者； 

5  有外伤、疮口尚未愈合者。 

3.4.2  作业负责人职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确认监护者和作业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及上岗资格； 

2  对作业项目安全全面负责； 

3  对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者的安全及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负责；  

4  组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危险源识别与分析； 

5  组织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6  评估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条件变化，组织现场安全交底和安全培训工作。 

3.4.3  监护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掌握应急救援基本知识；  

2  负责监督和保护作业者的安全，应全程持续监护，不得擅离职守； 

3  负责监视作业条件变化情况及供排水有限空间内外活动过程，实时掌握检测数据，

适时与作业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4  了解可能面临的危害，对作业者出现的异常行为能够及时警觉并做出判断； 

5  发现异常时，监护者应立即向作业者发出撤离警报，并协助作业者撤离； 

6  作业完成后，应清点人员及设备数量，确保供排水有限空间内无人员和设备遗留后，

关闭出入口； 

3.4.4  作业者现场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应充分了解作业内容、作业要求及可能存在的危害和风险；  

3  严格按安全作业方案和作业票等内容开展作业； 

4  正确使用供排水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安全设施与个体防护用品；  

5  遵守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6  应与监护者进行有效的安全、报警、撤离等双向信息交流； 

7  熟悉应急预案； 

8  掌握报警及联络方式和紧急撤离方法，服从监护者指挥； 

9  意识到身体出现危险异常症状时，应及时向监护者报告并撤离供排水有限空间。 

3.4.5  特殊作业人员应按照相关要求持证上岗。 



 6 

4  危险源 

4.0.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对作业环境进行危险源识别与分析，制定消除、控制

危险源的措施。 

4.0.2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特有的危险源主要包括： 

1  有毒有害气体引起气体中毒； 

2  缺氧窒息； 

3  易燃易爆物品、粉尘等引起的爆炸或燃烧； 

4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物料掩埋、坍塌、湿滑作业面、接触腐蚀性化学品危险； 

5  电器设施设备漏电引起作业者触电事故； 

6  溺水事故； 

7  进出口尺寸不足造成进出口受阻； 

8  通讯不畅； 

9  行人和车辆伤害。 

4.0.3  管理单位应对供排水有限空间的数量、位置和污染源情况等建立清单，并根据作业环

境、工艺设备等进行危险源识别。 

4.0.4  作业单位应对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区域危险源进行确认并动态识别。 

4.0.5  针对供排水有限空间，应对危险源进行识别，对其性质加以判断，对可能造成的危害、

影响进行提前进行预防。 

4.0.6  危险源识别应贯穿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全过程。 

4.0.7  未经危险源识别的供排水有限空间，严禁作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1%E9%99%A9%E6%BA%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1%E9%99%A9%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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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业安全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中应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 

5.1.2  作业单位实施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对安全作业方案进行审核批准。 

5.1.3  作业前，应对施工机具、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器具等进行检查。 

5.1.4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应严格进行不间断气体检测。 

5.1.5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的，电器设备、照明用具等应满足防爆要求，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 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5.1 的规定。 

5.1.6  供排水有限空间内临时用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 的规定。 

5.1.7  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应向作业单位提交《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并经管理单

位审批同意。《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1.8  作业现场严禁吸烟。 

5.1.9  作业结束后，作业者应将全部作业设备和工具带离现场。监护者应检查现场，清点人

员及设备数量。 

5.1.10  作业结束后，确认无任何隐患，并经申请人与批准人签字确认，方可离开现场。 

5.2  方案制定 

5.2.1  作业单位应根据危险源识别情况及作业内容，编制安全作业方案。 

5.2.2  安全作业方案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项目概况； 

2  作业内容； 

3  人员、物资和机具； 

4  危险源识别和处置； 

5  技术措施； 

6  安全文明措施； 

7  应急措施。 

5.2.3  安全作业方案应经作业单位、管理单位审核批准。 



 8 

5.3  安全交底 

5.3.1  作业前，管理单位应对作业单位进行安全交底；作业负责人应对监护者和作业者进行

安全交底。 

5.3.2  管理单位交底应包括供排水有限空间概况、内部设施及外部环境和主要危险源等内

容。 

5.3.3  作业负责人交底内容应包括作业内容、作业方案、主要危险源、作业安全要求、应急

处理措施等内容，交底后双方签字确认。 

5.4  作业票签发 

5.4.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必须办理作业票。 

5.4.2  各项措施检查正常后，作业负责人、监护者应履行作业票签认手续，格式参见附录 C。 

5.4.3  一处供排水有限空间、同一作业内容办理一张作业票，当供排水有限空间工艺条件、

作业环境条件改变时，应重新办理。 

5.4.4  作业票有效期限为一个班次。 

5.5  安全围护 

5.5.1  作业区域应采取安全围护措施，并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出入口周边显著位置设置作业安

全告知牌、安全标志和警示标识。作业安全告知牌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安全标志和警示

标识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色》GB 2893、《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和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 的规定。 

5.5.2  夜间作业应在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设置警示灯，地面作业人员应穿戴高可视警示

服，高可视警示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GB 20653 规定的 1 级要

求，使用的反光材料应符合《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GB 20653 规定的 3 级要求。 

5.5.3  在交通复杂区域开展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时，应有专人进行交通疏导，协调车辆安全

通行。 

5.5.4  应采取加装盲板、封堵、拆除部分管道等隔离措施，阻断有毒有害气体、水、泥沙等

威胁作业安全的物质涌入供排水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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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降水 

5.6.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做好降水措施，满足有限空间作业要求。作业点水深不得

大于 0.5m，管内流速不得大于 0.5 m/s。 

5.6.2  现场污水不得直接排入城市排水设施和河流、湖泊、池塘。 

5.7  通风换气 

5.7.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应采取通风措施，保证作业和人员安全。 

5.7.2  采用自然通风的，应同时开启上下游井盖进行自然通风，通风时间不应小于 30min。 

5.7.3  机械通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置固定机械通风系统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

防护措施规范》GBZ/T 194 的规定，并全程运行； 

2  采用移动机械通风设备时，应确保有效通风。 

5.8  气体检测 

5.8.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单位应进行气体检测。 

5.8.2  气体检测分析仪器应按国家规定进行标定，并在标定的有效期内使用。 

5.8.3  气体检测应按照规定的检测程序制定检测方案。5.8.4  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外进行气体

检测应选择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外无法完成取样，需进入有限空间内

进行初始取样时，应制定专项控制措施，经作业负责人批准后，携带便携式多功能气体检测

仪进行检测。 

5.8.4  气体检测应在上风口进行。不同检测点的检测，从出入口开始，按由上至下、由近至

远的顺序进行。 

5.8.5  气体检测取样点应具有代表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容积较大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应对上、中、下不同高度和作业者通过、停留的位置

进行检测进行检测； 

2  每个取样点至少测定两个数据，以检测数据的最高值作分析评价； 

3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密闭空间直读式仪器气体检测规范》GBZ T 206 的规定。 

5.8.6  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

学有害因素》GBZ 2.1 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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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在易发生缺氧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内作业，缺氧危险作业氧气浓度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规定的限值。 

5.8.8  涂刷具有挥发性防腐涂料及可能释放有害物质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应做连续检测。 

5.8.10  气体检测报警仪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

技术要求》GB 12358 的规定。  

5.8.11  气体检测应做好记录。 

5.9  电气设备与照明安全 

5.9.1  存在可燃气体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场所内不允许使用明火照明和非防爆设备。 

5.9.2  固定照明灯具安装高度距地面 2.4m 及以下时，宜使用安全电压，安全电压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特低电压（ELV）限值》GB/T 3805 的规定。在潮湿地面等场所使用的移动式

照明灯具，其安装高度距地面 2.4m 及以下时，额定电压不应超过 36V。 

5.9.3  手持行灯额定电压不应超过 12V。 

5.9.4  行灯使用的降压变压器，应采用隔离变压器，安全电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低电

压(ELV)限值》GB/T 3805 的规定。行灯的变压器不准放在金属容器内和特别潮湿的地方；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MΩ，并定期检测。 

5.9.5  手持电动工具应进行定期检查，并有记录，绝缘电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手持电动

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GB 3787 的规定。 

5.9.6  进入空间应关闭手机。 

5.10  机械设备安全 

5.10.1  机械设备的运动、活动部件都应采用封闭式屏蔽，各种传动装置应设置防护装置。 

5.10.2  机械设备上的局部照明均应使用安全电压。 

5.10.3  机械设备上的金属构件均应有牢固可靠的保护接地线。 

5.10.4  供排水有限空间场所内附有的梯子、检修平台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固定式钢

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钢直梯》GB 4053.1、《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1 部

分：钢斜梯》GB 4053.2 及《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

台》GB 4053.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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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动火作业 

5.11.1  供排水有限空间场所应建立健全动火管理制度。供排水有限空间场所内作业动火时，

必须履行动火审批手续。动火证应注明动火地点、动火时间、动火人、现场监护人、批准人

和防火措施，未取得动火证不得作业。作业后必须确认无火源危险后方可离开作业地点。 

5.11.2  动火作业区内可燃气体浓度应小于其爆炸下限的 20％。当在通风不良的空间内动火

作业时，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 

5.11.3  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内进行焊接作业时，换气量应符合安全要求。 

5.11.4  未经许可严禁动用明火。 

5.12  人员防护 

5.12.1  当作业人员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空间作业时，应按相关规定穿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用

品。 

5.12.2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 要求。缺氧条件下，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的规

定。 

5.12.3  安全绳、速差式自控器、绞盘绳索等的连接挂点应安全、牢固。 

5.13  安全作业 

5.13.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时，应有两名及以上监护者，进入供排水管道应增加监护

人员作为中间联络。监护人员不得擅离职守。 

5.13.2  作业负责人应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备符合要求后，

方可安排作业者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 

5.13.3  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在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5.13.4  发生以下未达到安全作业要求的情况，作业者应拒绝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内作业： 

1  不见作业票不作业； 

2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任务、地点、时间与作业票不符合不作业；  

3  监护者不在场不作业；  

4  个人防护用品和安全设施不符合规定不作业； 

5  违反规定强令作业或安全措施没落实不作业。 



 12 

5.13.5  作业者应遵循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与个体防

护装备，并与监护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5.13.6  对于井内及管道内作业，作业负责人必须查清管径、水深、潮汐以及污水排放等情

况，以便确定封堵和制定安全防护等措施。 

5.13.7  对于管径小于 0.8m的管道，严禁进入管内作业。 

5.13.8  携带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的作业工具、材料、设备应逐一进行登记。不得携带与作

业无关的物品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 

5.13.9  作业时，工具、配件必须使用工具袋吊接，严禁抛扔，作业井周围 1m 范围以内不

得有石块、砖头、工具等有可能造成打击伤害的物体。 

5.13.10  作业者进出管道、井等供排水有限空间，必须使用合格的安全梯，严禁使用安全绳

拖拽。 

5.13.11  严禁作业者在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区域内脱卸个人防护用品。对供排水有限空间内

阻碍作业者移动、对作业者造成危害、影响救援的设备，应采取固定措施，必要时应移出供

排水有限空间。 

5.13.12  作业如时间较长，可采取轮流作业或间隔作业法。如作业者有头晕、腿软、憋气、

恶心等不适感，必须立即离开供排水有限空间休息。 

5.13.13  作业负责人和监护者必须坚守岗位，不得从事其他作业。 

5.13.14  作业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作业者应停止作业，迅速撤离现场： 

1  发现异常； 

2  作业者出现身体不适；  

3  安全防护设备或个体防护装备失效； 

4  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  

5  监护者或作业负责人下达撤离命令。  

5.13.15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出入口应保证畅通。 

5.13.16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应配备调度系统及无线通讯系统，且调度系统应与无线通讯系

统互联互通。 

5.13.17  应对通讯系统定期检查，保证调度及通讯系统线路畅通，并做好记录。 

5.13.18  作业单位应采取作业安全监控措施，保障城镇给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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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处置 

6.1  一般规定 

6.1.1  作业单位在作业前应针对安全作业方案，对现场人员进行作业内容、职业危害等教育；

并对紧急情况下的个人避险常识、中毒窒息和其他伤害的应急救援措施进行教育。 

6.1.2  作业单位应根据危险源编制相应的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方案。在发生安全事

故时，作业负责人应立即向作业单位汇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报警。 

6.1.3  当需要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实施救援时，救援人员必须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并在专人

监护下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进行救援。严禁盲目施救。 

6.1.4  救援过程中，供排水有限空间内的救援人员与有限空间外的监护者应保持联络畅通，

在救援人员撤离前，监护者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6.1.5  中毒、窒息者被救出后应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同时应采取现场急救措施进行施救。 

6.2  应急处置方案 

6.2.1  作业单位应在危险源识别与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每次作业制定严密地、有针对性的供

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应急处置方案，明确应急救援小组，配备应急救援器材，掌握应急处置程

序，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6.2.2  作业单位应每年对应急处置方案至少进行一次演练，演练中发现问题应及时调整应急

预案内容，做到持续改进。参加演练人员应掌握下列内容： 

1  应急处置方案内容； 

2  应急救援设备的配备和使用方法；  

3  作业现场发生中毒、窒息应采取的救援措施、方法和程序；  

4  自救、互救的方法。  

6.3  应急施救 

6.3.1  作业单位应配备全面的个人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应急用品应保证应急救援要求，放

置在作业现场，且指定专人管理和操作。 

6.3.2  在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进行救援之前，应明确监护者与救援人员的联络方法并确保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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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发生事故时，监护者应及时报警，救援人员应做好自身防护，配备必要的呼吸器具、

救援器材。严禁盲目施救，导致事故扩大。 

6.3.4  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维护，保证设施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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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管理 

7.0.1  作业单位应建立健全作业资料管理制度，及时收集归档并移交管理单位。 

7.0.2  供排水有限空间档案资料应包括： 

1  危险源辨识台帐；  

2  安全作业方案； 

3  作业审批文件；  

4  降水通风记录；  

5  气体检测记录；  

6  安全交底记录；  

7  教育培训记录； 

8  作业票；  

9  作业过程影像资料； 

10  应急预案； 

11  安全后评估资料；  

12  安全作业规章制度； 

13  制度文件、审批文件、设施设备、视频图像、检测记录等。 

7.0.3  供排水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应立卷归档，资料应完整准确，资料整理规格应符合国家档

案管理规定，立卷归档的电子文档应有相对应的纸质文件材料一并归档保存。 

7.0.4  供排水有限空间资料宜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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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A.0.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宜符合表 A.0.1 的规定。 

 

表 A.0.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作业内容 
 

作业单位 
 

作业地点 
 

作业日期 
 

作业组成员                                                   等   人 

监护者 
 

作业负责人 
 

安 

全  

措  

施 

 

作业现场 

情况说明 
 

作业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管理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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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作业安全告知牌 

B.0.1  作业安全告知牌宜按图 B.0.1 设置。 

 

图 B.0.1  作业安全告知牌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 

 

有限空间作业危险 未经授权严禁入内 

 

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1.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 

2.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作业。 

3.必须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等防护装

备，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

监护措施作业。 

4.必须对作业者进行安全培训，严禁

教育培训不合格者上岗作业。 

5.必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

装备。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警，

严禁盲目施救。 

6.监护者应密切监视作业状况，作业

期间不得离岗。 

 

作业场所浓度要求 

﹒硫化氢 

作业场所最高容许浓度：10mg/m3 

﹒氧含量 

空气中氧含量：不低于 19.5% 

﹒甲烷 

爆炸下限：5% 

﹒一氧化碳 

爆炸下限：12.5%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20mg/m3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30mg/m3 

报警急救电话：110、119、120 

https://www.baidu.com/s?wd=%E6%9C%89%E9%99%90%E7%A9%BA%E9%97%B4%E4%BD%9C%E4%B8%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19WnHF9PWfYujcvu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Pj0LnWn4PjbdPjfdPWbYPs
https://www.baidu.com/s?wd=%E5%AE%89%E5%85%A8%E5%9F%B9%E8%AE%A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19WnHF9PWfYujcvu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Pj0LnWn4PjbdPjfdPWbYPs
https://www.baidu.com/s?wd=%E6%95%99%E8%82%B2%E5%9F%B9%E8%AE%AD&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19WnHF9PWfYujcvu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Pj0LnWn4PjbdPjfdPWb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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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作业票 

C.0.1 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票宜符合表 C.0.1 的规定。 

 

表 C.0.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者：                  编号： 

作业单位  作业负责人  作业日期 年  月  日 

作业内容                          作业地点                   

作业位置 
示意图 

（可另附页） 
 
▲：为作业点 

作业者  监护者                            

供排水有限空间 
情况说明 

 

危险源  

核准作业时间 自   年   月   日    时     分开始， 至   年  月   日   时    分结束 

序号 主要安全技术措施 完成 √ 
作业负责人 
（签名） 

监护者 
（签名） 

1 
作业现场安全措施监
督检查 

   

2 作业前安全教育    

3 气体检测仪数据校验    

4 通风排气情况    

5 降水情况    

6 气体采样数据    

7 
作业者个人防护用品
及防毒用具 

 
  

8 
安全照明设施及作业
器械 

   

9 
应急救援器具配备情
况 

   

10 其它安全补充措施    

作业单位意见： 
 
            

作业负责人意见： 
 
                               

现场监护者意见： 

 

 

备注 
本次作业任务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全部结束，现场工器具已清理完毕，人员已撤离，安全警戒
消除，本作业票终结，安全技术措施评价         。 

注：1.该作业票是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依据，不得涂改； 

2.该作业票一式三份，作业负责人、监护者各持一份，一份由作业单位存档，存档时间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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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可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可”，反面词采用“不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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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安全色》GB 2893 

2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3 《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 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 

4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5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GB 12358 

6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GB 20653 

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 

9 《特低电压（ELV）限值》GB/T 3805 

10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 

11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 

12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 194 

13 《密闭空间直读式仪器气体检测规范》GBZ/T 206 

1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15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JJG693 

16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JJG695 

17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JJG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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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条为编制本规程的目的。对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制定技术规程尚属首次，编制

人员在调研浙江省各地区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及安全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

合现行《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等标准，制定了本规程。 

1.0.2  本规程的适用范围，系城镇供排水作业涉及的范围。包括危险源识别、作业准备、作

业过程、应急处理及安全后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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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城镇供排水系统的各个环节均涉及到有限空间，如供水系统的涵洞、隧道、管廊、管

道、阀门井等，排水系统的地埋式泵站集水池、格栅井、污水检查井、截流井和调蓄池等。

因其空间有限，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作业者

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按空间所处位置还可分为地下有限空间和地上有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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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组织与职责 

3.1  一般规定 

3.1.2  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应有各自明确的职责、权限及发生意外所应承担的风险等，以便

在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中各司其职，安全、高效地完成作业。 

3.2  作业组织 

3.2.2  安全策划时为了保护作业人在供排水有限空间中得安全和健康，同时也是作业者进入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作业依据。 

3.2.3  科学管理有利于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顺利开展，是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保障。管理

组织是对供排水有限空间时进行专项管理的组织，本条对管理单位和作业单位均提出建立各

自管理组织的要求，不仅为了完善各自机制，同时也是对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基础。 

3.3  单位职责 

3.3.1  管理单位应建立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责任制度，明确机构和人员对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

作业进行管理，确保责任到位。建立完善的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管理规章制度，让作业

管理工作有据可循，切实规范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的作业管理。 

3.3.2  作业单位是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实施作业的单位，应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

管理。该项规定明确了作业单位加强作业管理应当满足的要求。 

3.3.3  为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确保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者的安全与健康,作业单位

应当建立安全作业规章制度。该项规定明确了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应当建立的具体安全

作业规章制度。 

3.3.4  为提高安全操作意识、掌握安全技术措施、增强应急处置能力，预防和控制安全事故

的发生，该项规定明确了作业单位每年应对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进行安全

教育培训。 

培训内容应包括供排水有限空间存在的危险特性和安全作业要求、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

的程序、检测仪器及个人防护用品等设备的正确使用、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及应急预案等。  

3.3.5  现行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 规定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的原

则和要求，适用于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选用个体防护装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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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该标准，为有限空间作业者配置防护服、防护鞋、防护眼镜、护听器等个体防护用品。 

3.4  岗位职责 

3.4.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者应取得作业资格，并具备从事作业的身体和生理条件。该项规

定明确了不得从事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几种情况。 

3.4.2  作业负责人是由作业单位确定的负责组织实施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管理人员，

是作业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作业项目安全全面负责。该项规定明确了有限空间作业负

责人应当具备的能力水平。 

3.4.3  监护者是为保障作业者安全，在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外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专职看护

的人员，监护者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作业者的安全，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安全素质、操作技能、

管理能力。该项规定明确了有限空间监护者应当具备的能力水平。 

3.3.4  作业者是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内实施作业的人员，该项规定明确了有限空间作业

者应当具备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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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险源 

4.0.1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易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甲烷等有害气体和物质，

由于有限空间气体扩散条件差，气体在有限空间内积聚，一旦通风不畅，易造成作业者窒息、

中毒；浓度处于爆炸极限之内的易燃易爆物质遇火源时会引起爆炸或燃烧，威胁作业者生命

安全。由于空间限制，发生的物体坠落、物体打击、电击、物料掩埋等突发情况，作业者规

避危险的动作在有限空间内也可能无法正常做出，并增大救援难度。因此，对城镇供排水有

限空间应进行危险源识别与分析，制定消除、控制危险源的措施十分必要，可最大程度降低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事故发生率，保护现场作业者的安全。 

4.0.2  本条说明如下： 

1  城镇供排水设备及场所中所含的有机和无机物质，在封闭或部分封闭的有限空间，

在厌氧的条件下，并受微生物的作用,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 

硫化氢在标准状况下是一种易燃的酸性气体，无色，低浓度时有臭鸡蛋气味，有毒。即

使稀的硫化氢也对呼吸道和眼睛有刺激作用，并引起头痛，浓度达 1mg/L或更高时，对生命

有危险。 

一氧化碳纯品为无色、无臭、无刺激性的气体。一氧化碳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

氧血红蛋白，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的能力和作用，造成组织窒息，严重时死亡。一氧化碳对

全身的组织细胞均有毒性作用，尤其对大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 

甲烷是沼气的主要成分，俗称瓦斯。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空气中氧含 

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当空气中甲烷达 25%-30%时，可引起头痛、头晕、乏力、注意

力不集中、呼吸和心跳加速、供给失调。若不及时远离，可致窒息死亡。 

二氧化碳密度较空气大，当二氧化碳少时对人体无危害，但其超过一定量时会影响人的

呼吸，原因是血液中的碳酸浓度增大，酸性增强，并产生酸中毒。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体积分

数为 1%时，感到气闷，头昏，心悸；4%-5%时感到眩晕；6%以上时使人神志不清、呼吸逐渐

停止以致死亡。 

由于有限空间气体扩散条件差，以上这些有毒有害气体易在有限空间内积聚，因此一旦

通风不畅，易造成作业者的窒息甚至中毒。 

2  由于有限空间扩散条件差，无法有效补充新鲜空气，而且窒息性气体浓度较高，会

导致空气中氧含量下降。因此，如果通风不良，易出现作业者缺氧的危险。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8958，缺氧危险作业氧气浓度为 19.5%。空气中氧浓度过

低而有窒息危险，表现有呼吸加快、注意力不集中、供给失调；继之出现疲倦乏力、烦躁不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7%8A%B6%E5%86%B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93%E7%87%83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5%B8%E6%80%A7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7%AD%E9%B8%A1%E8%9B%8B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F%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1%80%E7%BA%A2%E8%9B%8B%E7%99%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2%B3%E6%B0%A7%E8%A1%80%E7%BA%A2%E8%9B%8B%E7%99%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2%B3%E6%B0%A7%E8%A1%80%E7%BA%A2%E8%9B%8B%E7%99%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84%91%E7%9A%AE%E8%B4%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2%B3%E9%85%B8
http://baike.baidu.com/item/%E9%85%B8%E4%B8%AD%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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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恶心、呕吐、昏迷、抽搐，以致缺氧死亡。 

3  硫化氢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一氧化碳

与空气混合爆炸极限为 12.5%～74.2%。各种金属粉尘(例如镁、锆、钛、铝、锰)悬浮在二

氧化碳中易点燃而爆炸。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中存在着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易燃、易爆物质，

加之城市燃气管网意外泄露，易燃气体扩散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如果浓度处于爆炸极

限之内，遇明火极易发生爆炸或燃烧事故。 

4  由于空间限制，作业者正常的规避危险的动作在有限空间内可能无法正常做出，因

此，突发情况下发生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物料掩埋、湿滑作业面、接触极限温度等物理危

险，或接触到管道内腐蚀性化学品危险，将严重威胁作业者生命或健康危险。 

5  有限空间作业时，要避免因电器设备设施漏电而造成作业者触电的事故。 

6  管道作业在无法正常降水的情况下，作业者往往需要潜水进行拆堵、砌堵等作业，

一旦井内尖锐物品将潜水服刮蹭破裂，极易造成作业者溺水事故。 

7  需要考虑进入和撤离有限空间的方法和路线，避免因进出口尺寸不足造成进出口受

阻。 

8  有限空间作业时，应保障能够一直与有限空间内的作业人员保持视觉或听觉的联系

和沟通。 

9  在城镇道路公共区域作业时，有被汽车撞击的危险，以及由于警示标识或保护不足

而使行人落入有限空间的危险。 

4.0.3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为非固定性作业场所，形式多样、分布广泛。应首先摸清底数，

确保无遗漏、无盲区，根据供排水有限空间定义，管理单位应对现有装置、设施进行排查，

辨识城镇供排水每个装置或作业区域，建立有限空间清单，明确数量、位置等内容，并根据

作业环境、工艺设备等进行危险源识别。 

4.0.4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是一种特殊的作业场所，作业环境复杂，不确定的危险因素多，

且由于自身与功能特征而存在较大作业风险。作业过程中，可能产生气体中毒、缺氧窒息、

爆炸或燃烧、机械伤害或人身伤害、漏电触电事故等，会严重威胁作业者生命安全和健康。

为预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作业单位应在作业前对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区域危险源进行确认

并动态识别，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限空间专项作业方案及相应的控制措施。 

4.0.7  该项规定是确保作业安全应严格遵守的必要制度。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存在各类危险

源，鉴于其危险性，作业者需严格经过审批批准方可进入有限空间。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8%86%E7%82%B8%E6%80%A7%E6%B7%B7%E5%90%88%E7%89%A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8%8E%E7%81%AB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7%83%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7%83%E7%83%A7/37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7%83%E7%83%A7/3717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4%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3%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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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业安全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具有危险性大、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特点，该规定是保障作

业安全的有效手段，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事

故率，保护作业者人身安全。 

5.1.2  为规范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预防、控制有限空间作业时中毒、窒息等安全事故的

发生,应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专项作业方案确定后，作业负责人应向作业单位、

管理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审批同意。严禁未经审批同意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5.1.3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对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

备、应急救援设备、作业设备和工具进行安全检查是必需的，是落实作业安全制度的重要举

措，应确认其完好、可靠、有效，发现问题立即更换。 

5.1.4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时，可能产生缺氧、中毒、燃爆等事故，严重威胁作业者生命安

全。因缺少安全意识和必要的气体检测工作而受到伤害或死亡，损失是巨大的。因此，进入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中均应选用合格、有效的气体和测爆仪等检测设备严格进

行气体检测，并采取相应技术措施确保作业安全。通过全程监测可及时掌握气体情况，一旦

发生变化可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保障作业者安全。 

5.1.5  易燃气体扩散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如果浓度处于爆炸

极限之内，遇明火极易发生爆炸或燃烧事故，因此作业前应检查电气设备、照明用具等是否

满足防爆要求，确保人员在安全环境中作业。 

5.1.6  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电器设备设施漏电易引起作业者触电事故，有限空间内临时用

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 的规定。 

5.1.6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存在各类危险源，进入有限空间内有较大风险，必须严格实行作

业审批制度，作业者需要经过审批批准方可进入有限空间，严禁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5.1.7  为保证有限空间作业规范化、制度化，该项规定明确了作业申请的审批文件具体内容。

作业申请审批文件应包含作业基础信息、气体检测数据、安全防护措施等内容，并经作业者、

监护者、作业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 

5.1.9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完成后,监护人员需确保无人员及设备遗留。因此应对作业现场

进行清理，对工器具和人员进行清点，确保无遗留后，关闭出入口，解除作业区域封闭措施

并撤离现场。 

https://www.baidu.com/s?wd=%E6%9C%89%E9%99%90%E7%A9%BA%E9%97%B4%E4%BD%9C%E4%B8%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19WnHF9PWfYujcvuj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Pj0LnWn4PjbdPjfdPWb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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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应严格执行安全作业管理制度，加强安全作业管理，正确履行作业全过程闭合程序。 

5.2  方案制定 

5.2.1  针对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性质，可能存在等气体中毒、缺氧窒息、爆炸燃烧、坍

塌事故等危险，必须警惕特定环境下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单位应

在危险源识别与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本次作业制定严密地、有针对性的专项作业方案，并为 

现场作业者、监护者、作业负责人所熟知。 

5.2.2  为了应对特定有限空间存在的危险，应在每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之前，明确安全技术

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制定专项作业方案。专项作业方案包括有限空间基本情况、作业前的

各项准备等内容，采取各方面预防措施规避风险，确保整个作业期间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5.3  安全交底 

5.3.1  安全交底是落实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业前，管理单位应对作业单位

进行安全交底。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是由作业单位确定的负责组织实施城镇供排水有

限空间作业的管理人员，作业负责人应在作业前对监护者和作业者进行安全交底。 

5.3.3  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作业者、

监护者工作要求，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各项安全要求，作业负责人交底内容至少应包括作业

内容、作业方案、主要危险源、作业安全要求、应急处理措施等内容，交底后双方签字确认。 

5.4  作业票签发 

5.4.1  作业票是作业者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的书面依据。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

业，必须建立作业票制度，作业前办理作业票，严禁未取得作业票擅自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

作业。 

5.4.2  作业票是安全作业管理的一项主要措施,是保障安全作业,避免事故发生的一道安全

管理防线。作业票的内容主要有:作业票编号、作业内容、作业地址、安全技术措施等，各项

措施检查正常后，作业负责人、监护者履行签认手续。 

5.4.3  进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危险性大，各项措施检查正常后，一张作业票只能适用

于一处有限空间、同一作业内容。当有限空间工艺条件、作业环境条件改变时，需要重新确

认各项安全措施，重新办理作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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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作业区域安全围护 

5.5.1  进行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有可能会危及道路使用者、有限空间作业者的安全。安全

标志和警示标识可以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作业前应在有限

空间出入口周边明显部位设置，设置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 

5.5.2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大多需占用城市道路机动车道，为确保夜间供排水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应明确夜间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在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设

置警示灯。地面作业人员穿戴高可视警示服能起到警示作用，高可视警示服应符合现行国家

相关标准。 

5.5.3  占用城市道路进行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特别是在交通流量大的道路开展有限空间作

业时，有可能会影响交通，危及道路使用者、有限空间作业者的安全。因此，应落实专人维

护现场交通秩序，协调车辆安全通行。 

5.5.4  有毒有害气体、水、泥沙等威胁作业安全的物质，通过与作业空间相连通的孔洞、管

道等涌入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将会严重影响有限空间作业者作业安全，因此作业前应对相

关孔洞进行严密地封堵，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绝。如管道可采用插入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进

行隔绝，而不能用水封或关闭阀门等措施代替。 

5.6  降水 

5.6.1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应控制好有限空间内水位，满足有限空间作业技术条件，

确保作业者作业安全。以排水管道为例，作业前，应与上下级泵站联动，使有限空间水深、

管内流速、充满度满足作业要求。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CJJ 181，作业点前后两侧水深不得大于 0.5m；管内流速不得大于 0.5 m/s。 

5.7  通风换气 

5.7.1  有效的通风有利于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内有毒有害气体的排出，也有利于向有限空间

内补充新鲜空气。一般情况下，视现场情况，可以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及管道送风等多

种形式进行通风。 

5.7.2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前必须采取通风措施。安全开启地下有限空间出入口后，可

先采取自然通风方式。为使气体充分释放，通风时间不应小于 30min，监护者应在现场进行

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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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现行国家标准《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GBZ/T194 规定了工

作场所防止中毒的防护措施，设置固定机械通风系统的，应符合该标准，并全程运行。为确

保供排水有限空间能够有效通风，采用移动机械通风设备时，风管出风口应放置在作业面。 

5.8  气体检测 

5.8.1  城镇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属于高风险作业，如果操作不当或防护不当可导致发生伤亡

事故。作业环境中是否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是否可能使作业者中毒或窒息，不能通过肉眼或

凭借经验判断是否合格，必须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气体环境浓度测定。许多事故的发生就

是忽视了气体检测这个环节，未经辨别冒然地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气体检

测在有限空间作业之前尤为重要，是有效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生命安全的最有效

手段。一般意义上，氧气、可燃气体的比重较轻，它们大部分分布于有限空间的上部；而一

氧化碳和空气的比重差不多，一般分布于有限空间的中部；硫化氢等较重气体则存在于有限

空间的下部。 

5.8.2  气体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JJG693、《一氧化

碳检测报警器》JJG915、《硫化氢气体检测仪》JJG695 等检定方法定期进行检定，检定合

格并在有效期内方可使用。 

5.8.5  气体检测要选择具有足够的有代表性的检测对象，取样点的选择是关系到是否能获得

有代表性数据的重要环节。在选择供排水有限空间取样点时，测定空气中有毒有害物质浓度，

需科学划分测定区域，取多点进行测定，其测定值应为其各测点的平均值;而作业点的采样，

其测点应为作业岗位的特定位置。容积较大的有限空间，应对上、中、下不同高度和作业者

通过、停留的位置进行检测，每个采样点至少测定两个数据，以检测数据的最高值作分析评

价。 

5.8.6  该规定是预防气体中毒的有效手段，通过有毒有害气体检测，可以对现场作业环境有

一个正确的辨识和认知，以便及时采取安全预防措施，杜绝盲目作业。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规定的指标时，不得进入

或应立即停止作业。 

5.8.7  氧含量一般应保持在 19.5%-23.5%，在易发生缺氧的供排水有限空间内作业，缺氧危

险作业氧气浓度不得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规定的限值。 

5.8.8  进入有限空间后，特别是涂刷具有挥发性防腐涂料及可能释放有害物质的有限空间，

还要对其中的气体成分进行连续不断的检测，以避免由于人员进入、突发泄漏、温度等变化

https://www.baidu.com/s?wd=%E7%A1%AB%E5%8C%96%E6%B0%A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1bzPHR3mWbLP1P-nWD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Lrjf1rjR4rHmdP1c4rj0k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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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挥发性有机物或其它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变化。 

5.8.10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GB 12358 规定了作业环境用气体检

测报警仪的术语、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与标志等，适用于作业场所可燃性

气体、有毒气体和氧气检测报警仪，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气体检测报警仪技术指标应符合该

标准。 

5.8.11  有限空间作业前进行气体检测时，应做好全面记录并存档，气体检测记录至少应包

含以下内容：  

1  检测日期； 

2  检测地点； 

3  检测位置； 

4  检测方法和仪器； 

5  检测时间； 

6  温度、气压； 

7  气体种类； 

8  检测浓度； 

9  监护者等。 

5.9  电气设备与照明安全 

5.9.2  《特低电压限值》GB/T 3805 用于指导正确选择使用各种电器设备，规定了各种环境

状态下可触及导电零件的电压限值。 

5.10  机械设备安全 

 5.10.2  供排水有限空间内较为潮湿，稍有不慎可能会发生机械设备漏电的情况，导致作业

人员触电。 

5.11  动火作业 

5.12.5  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内使用二氧化碳、氩气或氦气进行焊接作业时，作业环境存在爆

炸危险。必须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采取不间断通风换气等措施，确保空气符合安全作业要

求。 

https://www.baidu.com/s?wd=%E6%8C%A5%E5%8F%91%E6%80%A7%E6%9C%89%E6%9C%BA%E7%89%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1bzPHR3mWbLP1P-nWD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Lrjf1rjR4rHmdP1c4rj0krf
https://www.baidu.com/s?wd=%E6%9C%89%E6%AF%92%E6%9C%89%E5%AE%B3%E6%B0%94%E4%BD%9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1bzPHR3mWbLP1P-nWD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DLrjf1rjR4rHmdP1c4rj0k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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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人员防护 

5.12.2  作业者配戴呼吸器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时，必须正确选择和使用呼吸器，避免

恶性事故发生。《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 18664 详细规定了根据作业现

场呼吸危害的不同程度选择各种防护程序和方法，并对呼吸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提出了明

确要求。《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 规定了缺氧危险作业的定义和安全防护要求，

适用于缺氧危险作业场所及其人员防护。 

过滤式呼吸防护器是通过过滤装置将周围的空气吸附和过滤后供人使用，以佩戴者自身

呼吸为动力，将空气中有害物质过滤净化。适用于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不是很高，且空气中

含氧量不低于 19.5%的场所。隔离式呼吸防护器吸入的空气并非经净化的现场空气，而是另

行供给，主要用于意外事故时或密不通风且有害物质浓度极高而又缺氧的工作环境。供排水

有限空间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浓度高，作业空间狭小，工作环境缺氧，因此，作业者必须佩

戴隔离式呼吸防护器，严禁使用过滤式呼吸防护器。 

5.13  安全作业 

5.13.1  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应确定监护者,不得在没有监护者的情况下开展供排水有限空间

作业。为确保检测、通风、监护等工作顺利开展，应有两名及以上监护者，进入供排水管道

危险性高，应增加监护人员作为中间联络。 

5.13.2  有限空间的安全工作程序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核心。为避免不必要的安全事

故和损失，必须严格遵守有限空间安全工作程序。未达到安全作业要求的情况，作业者有权

拒绝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 

5.13.3  供排水有限空间气体扩散条件差，作业劳动强度大，有害气体易在有限空间内积聚，

易造成作业人员头晕、腿软、憋气、恶心等不适，甚至窒息或中毒。作业负责人和监护者应

精力集中，注意特别观察作业者状态，不得擅离职守或从事其他作业。一旦发现异常，应启

动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撤离作业现场。 

5.13.4  该规定明确了六种未达到安全作业要求的情况，作业者有权拒绝进入供排水有限空

间内作业。 

5.13.5  要想减少和杜绝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者的作业危险，保障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必

须严格落实作业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严格控制有限空间危险事故的发

生。《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规定》要求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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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劳动防护用品使用规则,正确地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

护用品的，不得上岗作业。由于供排水有限空间受限，极易造成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积

聚。因此，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作业者必须正确使用和穿戴规定劳动防护用品。 

5.13.6  作业前进行有效的安全隔绝是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之一。对于井内及管道内作业，

作业负责人必须查清管径、水深、潮汐以及污水排放等情况，以便确定封堵和制定安全防护

等措施。 

5.13.7  进入过分狭小的空间作业将严重影响作业者作业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现行行业标

准《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CJJ 181，为保障作业安全，对于管径小于 0.8m的

管道，严禁进入管内作业。 

5.13.9  由于空间限制，有限空间作业者正常的规避危险的动作在有限空间内可能无法正常

做出，发生坠落、物体打击等突发情况，将威胁作业者生命和健康，增大救援难度。因此，

作业时，工具、配件必须使用工具袋吊接，严禁抛扔，作业井周围 1m 范围以内不得有石块、

砖头、工具等有可能造成打击伤害的物体。 

5.13.10  虽然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具有危险性大、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等特点，但只要加强安

全意识，落实好安全梯第防护措施，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供排水有

限空间作业的事故率。 

5.13.11  供排水有限空间狭小，由于空间限制，为确保安全，作业者严禁在有限空间作业区

域内脱卸个人防护用品，不得携带与作业无关的物品进入供排水有限空间。对供排水有限空

间内阻碍作业者移动、对作业者造成危害、影响救援的设备，应采取固定措施，必要时应移

出供排水有限空间。 

5.13.12  供排水有限空间存在作业难度大、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等特点，为进一步加强

对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作业如时间较长，可采取轮流作业或间隔作业法。严格控

制一次作业时间，每次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 

5.13.13  发现供排水有限空间出现异常情况,不能保证作业者作业安全时,作业负责人和监

护者应立即组织人员撤离作业现场。如：作业者出现身体不适、安全防护设备或个体防护装

备失效、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等。 

5.13.15  有限空间作业出入口不畅通可能会将作业者困在其中，并增大救援难度。为保障现

场作业人员人身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出入口应保证其畅通。 

5.13.16  为了保证作业人员在供排水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保持通信通常，特制定本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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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处置 

6.1  一般规定 

6.1.1  要减少和杜绝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危险，作业单位必须对现场人员加强安全教育。现

场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一旦安全意识不高，现场管理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发生安全

事故。 

6.1.2  为加强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中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掌握事故处置程序，最大限

度地减少事故人员伤亡，同时避免因盲目施救而导致事故扩大，作业单位应编制城镇有限空

间作业应急预案。发生安全事故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报警。 

6.1.3  因有限空间特殊的环境，救援人员危险性大，因此进入有限空间内实施救援时，救援

人员必须做好自身的防护，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方能进入有限空间内实施救援。 

6.1.4  进入有限空间实施救援的过程中，监护者责任重大，应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一旦出现

异常，应立即帮助迅速撤离。 

6.2  应急处置方案 

6.2.1  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单位应避免因盲目施救而导致事故扩大，做到发生事故后能及

时、有效、有序、迅速的应对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影响，

在危险源识别与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每次作业制定严密地、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

救援人员、器材、程序等内容。 

6.2.2  为加强有限空间作业中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持续改进完善应急预案内容，

作业单位应每年对应急预案至少进行一次演练，熟练掌握应急救援设备的配备和使用方法、

救援措施、方法和程序等内容。 

6.3  应急施救 

6.3.1  有限空间存在可燃性气体、有毒有害气体，检测、照明、通讯设备应符合防爆要求,

作业者应使用防爆工具、配备可燃气体报警仪和全面的个人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确保作业

安全。 

6.3.2  监护者负责监督和保护作业者的安全作业，发生事故后，救援人员在进入有限空间进

行救援之前，监护者与救援人员的联络方法应确保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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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监护者应监视作业条件变化和作业者活动过程，对发生的异常状况能及时警觉并做出

判断。发生事故时，应及时报警。救援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内进行救援时，必须做好自身的防

护，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方能进入有限空间内实施救援。 

6.3.4  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为安全作业和安全施救提供保障，为确保关键时刻正常运

行，应妥善保管，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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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资料管理 

7.0.2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要详实记录降水通风、气体检测、安全作业等过程。作业完

成后,建立有限空间作业档案,随同作业审批文件、专项作业方案等其他资料一并存档备查，

任何人不得涂改。 

本条列举了一般情况下档案资料所包括的内容，若实际作业中没有相应的工作内容，则

相关资料可不作要求。 

7.0.3  在进行档案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前提工作是制定一份合理、科学的立卷归档制

度。立卷归档制度要求要首先明确三大类的内容界线，即制订分类方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

限表。同时，注重纸质档案数字化管理，即将纸质档案通过扫描技术实现数字化，通过电脑

进行储存保管。 

7.0.4  在智慧化信息系统建设进程中，供排水有限空间作业档案资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