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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汽车维修业的

安全卫生吧！

“坠落、跌落”和

“夹入、卷入”的事故

比较多啊。

这是保护

乘车人安全的

帅气的工作呢。

是啊！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工伤的

发生情况吧！

发生工伤的主要原因

如下列所示。

好！

话说回来，

汽车维修的

工作还是

分很多种的。
是挺在意呢。

参考:中央工伤事故防止协会参考:中央工伤事故防止协会

《工伤事故分析数据汽车维修业(2018)》(2019年8月更新)《工伤事故分析数据汽车维修业(2018)》(2019年8月更新)

发生工伤的起数

1 坠落、跌落 110 人

2 夹入、卷入 102 人

3 跌倒 79 人

4 飞来物、坠落物 56 人

5 动作的反作用力、勉强的动作 54 人



没错。

  比如，

“夹入、卷入”

  的情况，

在检查悬挂的过程中，

其他维修人员降下升降机，

导致脚被底盘夹住

正因为操作的对

象是汽车，

所以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伤害哦。

维修人员之间的

沟通不足，

也是导致事故

发生的原因。

总是在一起工作，

才会觉得

没问题的吧。

原来如此。

但是每次一一汇报

好像有点麻烦……

只要发生了异常，

即使微不足道，

也绝对要进行报告！

明、明白了！

话虽如此，

但是为了安全地工作，

打招呼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检查发动机舱的过程中，

其他维修人员发动引擎，

导致被卷入旋转体（传动带）

等的事故。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在现场

会使用易燃零件清洁剂

和汽油，

检查有高温烫伤

危险的发动机舱，

所以必须要时刻注意。

“坠落、跌落”

有哪些工伤案例呢？

有正在进行

检查的维修员

那么，让我们去

看一下

实际的现场吧？

在下车时不小心

坠落的案例

特别是着火时

可能会导致大事故，

非常危险！

因此，为了

安全地工作

并在正确佩戴后

进行作业

危险…！

希望大家按规定

准备好用具，

喔喔喔喔



虽然今天也很忙，

但还是要

安全作业哦！

你们两人

来维修吧。

拜托了！

我来

检查车内…

你去检查

发动机舱吧。

好，

加油！

好嘞，

打开引擎盖…

哇

好烫!?
好大的热气！

刚停下来的

车的

发动机舱很烫，

要小心。

糟糕…主任

提醒过这种

情况的…。

嗯？ 冷却液

不够啊
但是下一辆

车还等着

检查呢 得抓紧！

看看

散热器的冷却液

是不是泄漏了…

机油量

OK…。

事例 1 ：注意夹伤、高温物
　　　　 （车检时的作业—发动机舱篇）



怎么了!?

冷却液

好像

还很烫…
好烫!!!

打开散热器

盖子的时候

要小心哦
剩下的

就交给我吧。

好…

对不起…。

唉，难得

交给我

来做的。

…不行，…不行，

我要振作起来，我要振作起来，

做些力所能及的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吧。事情吧。

尾气排放的

检查还没做吧…？

得启动得启动

发动机确认一下。发动机确认一下。

好，准备

好了！

我要启动

发动机了，

聚精会神地

检查传动带

你要

小心啊。

启动发动机！

什么…？

怎么动了!?

都写着呢。都写着呢。

呼…呼…



呀啊啊啊!!

怎么了!?

手、手差点

儿被

这是提醒你

之后的报复？

不，不，不

怎么会呢!?

怎么了?

把冷却液

喷出来是

很危险的，

他还在我操作时突然

就启动了发动机哦！

可是我跟你

打过招呼的…。

…冷却液

在高温高压下

会喷出来的

要等冷却液

冷却才行。

即使是打了招呼

但如果不确认是否

传达到了 就毫无意义啊

自己主动思考并

付诸行动是很棒的，

但不要着急，

要踏踏实实地操作。

自那之后，新人

无论做什么都会先确认

再操作了。

卷进

传动带里了。

烫烫
我要操作了我要操作了

相互沟通相互沟通



失误之后

沮丧的新人…

没关系的，

别泄气。

小小的失误

有时也会导致

很大的受伤。

说得这么严重，

也是为了

你和大家着想。

好，拜托你

抬升升降机吧。

好的，我要

抬升升降机了。

拜托你们检查一下

刹车片和圆盘。

新人负责

右车轮，

你负责

左车轮。

取下轮胎， 确认刹车片和

圆盘…。

刹车片要用

零件清洁剂来

脱脂和清洁！

好，清洁完毕！

接下来是干燥…。

由于要赶时间，

用气枪来干燥吧。

事例 2 ：飞来物、跌倒的注意事项
　　　　 （车检时的作业—悬挂底盘篇）



从天花板上拉下

空气软管。

好，挺顺利的…

眼看着

就要干了…

刹车片上

沾着的

灰尘

进到眼睛和

嘴巴里了！

咦？

新人怎么了？

新人

怎么没戴

护目镜呀！

我得快点儿

告诉他。

呜哇!?

怎么了！ 什么，脚被

什么东西绊住了…。

到底是被什么…？

啊，

空气软管…。

悬挂和

底盘的

检查结束。



你是跟我

有仇吗？

对不起，

我太集中在…！

空气软管经常

会绊住脚的

你要观察周围，
和别人打过

招呼之后

再操作。

我有时也会

忘记确认脚下，

必须要注意。

对不起…！
诶!?　哭了…诶!?　哭了…

说得太过了吗…!?说得太过了吗…!?

也没必要哭啊…。

不、

不是的…。

是气枪

吹起来的灰尘

进到眼里了…
太容易让人

误会了吧！

悬挂和底盘的作业，

由于要面对刹车鼓的弹簧

或灰尘扑面而来的情况
一定要戴

护目镜！

啊…这点

也说过。

怎么了！

眼睛还疼吗!?

这是悔恨的眼泪…。

你真是让人

捉摸不透啊!?

自己也曾这样

被训斥过，

想起往事的前辈。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今天要请大家

掌握升降机的

使用方法哦。 升降机…！

好嘞！加油吧！

防降装置 锁臂装置

在使用

升降机之前

必须要做的是，

确认安全

装置是否

处于开启状态。

为了防止车辆掉落，

也要事先确认锁臂装置

是否正常工作哦。

如果使用二柱如果使用二柱

升降机的话，升降机的话，

链条是否链条是否

生锈或弯曲，生锈或弯曲，

皮带轮的皮带轮的

旋转状态是否良好旋转状态是否良好

均需均需

自行检查。自行检查。

检查完成后，

就是

设置安装了。
检查

使用的配件

是否损坏。

配件是消耗品，

不能用了的话，

要马上更换。

接下来是将

配件设置在

抬升点上

事例 3 ：升降机作业
　　　　 （安全使用升降机）



稍微抬升

升降机，检查

是否晃动。

有时会

失去平衡，

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只需继续抬升

就行了，

但由于有“禁止”事项，

必须提前跟你说。

严禁“单边抬升”!

无论前轮或后轮

既有掉落的可能，

也会给升降机

造成过大的负担。

还有一点就是

发生地震时…

无论如何要尽快撤离。

如果晃动过大的话，

车子有可能

会掉下来。

有什么不测的话，

会让家人伤心的。

谢谢主任！

那么，今天也

请你们两个人负责

车检作业吧。

抬升升降机，

好嘞，发动机

舱检查完成。

检查

悬挂和

底盘！
好可怕…好可怕…



把升降机

停下！

下面

还有人

在干活呢！

好、好的！

喂!!

呼，顺利

完成了…。

必须要

谨慎地操作…！

哪怕忘记

检查一项，车就有

可能会掉下来。

太好了…，

完美…。

作业结束后，

精神就松懈了吧！

降下

升降机时

要打招呼！

主任…我

明白了一件事。

和新人

一起工作的话，

总有一天会死的。

真的

对不起！

此后两个人，

渐渐成为了

最佳搭档。

必须要和周围

的人打招呼！

你也是，

检查

底盘时，



充分理解了吧？

危险其实是

如影随形的。

对于职场的安全卫生来说，

提高每个人的认识和

遵章守纪意识尤为重要。

我们再来

回顾一下

案例分析吧。

登场人物

冒失的地方

和某人很像呢。
嗯？

你说什么了吗？

真糟糕…真糟糕…

被升降机夹伤

卷入传动带等旋转体

被空气软管绊倒

从被抬升起来的汽车上跌落

汽车维修业需需要注意的点

烫伤

飞来物

夹入、卷入

跌倒、跌落



工伤事故

绝不是别人的事，

而是大家身边的问题。

为了防止发生状况，

平时和同事们

进行沟通也

很重要哦。

好嘞！

注意工伤，

每天加油哦！

希望大家记住，

遵规守纪就是

保护“身体”“家人”

“生活”这一点。

嗯 嗯嗯 嗯

通过插图和照片学习

了解职场作业中的潜在危险！

危险预知训练(KYT)

这些地方是危险点！

按正确的方法
使用升降机

不要靠近正在
下降的升降机

抬升前要
检查是否有晃动

不进入被
抬升起来的汽车

要思考一下哪里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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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危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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