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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貨物運送事業の安全衛生
看漫画轻松读懂

陆路货物运输业的安全卫生

ん が で わ か る 中文
簡体字中国語

该视听教材旨在向在陆路货物运输业中从事货车、仓库装卸作业的工作人员传授安全卫生的基本知识。



参考：厚生劳动省《根据“劳动者死伤病报告”整理的伤亡灾害发生状况》

平成31年/令和1年(2020年5月）

1 高空坠落、跌落 4279 人

2 用力过度、不合理动作 2475 人

3 跌倒 2457 人

4 夹伤、卷入伤害 1673 人

5 冲撞 1163 人

工伤事故的发生次数

今天,

我们来学习

陆路货物运输业的

安全卫生。

“高处坠落、跌落”

引起的工伤事故是最多的啊……

这是可以推动社会

发展的好工作呀。

确实是这样!

 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工伤事故

是怎么发生的吧!

我们看一下

 引发工伤事故的主要原因。

好的。

要安全、准时地

把货物送到顾客手上,

可是责任重大呢! 货物流量

也在不断增加,

感觉非常忙啊!



是啊。

导致“高处坠落、跌落”

事故的行为有,

货台上的货物倒塌时,

想用身体拦挡,

结果一同跌落地面的事故

 时有发生。

货台有一定的高度,

有时还会装卸重物,

 真的很危险啊。

物流量的增长所导致的

单次搬运量增多也是原因之一。

怎么样才能防范

高处坠落、跌落呢?

要记住好多的规定,
好麻烦啊……

关键是只要小心

别造成跌落就可以,对吧?

遵守规定不仅是

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不使周围的人受伤,

非常重要!

是、是的!

除了工作人员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外,

 遵守规定和操作流程尤为重要。

在货车的货台上

装卸货时,

不慎踩空跌落,

呃?



其次是

“用力过度、不合理动作”。

抬起或搬运重物时,

 会导致手腕、肩膀、腰部受伤。

尤其是

在抬起重物时,

 很容易使腰部受伤。

什么情况下

容易

“跌倒”呢?

比如

单次搬运的货物

过多时,

那么,

让我们去现场

看一下吧!

没看清脚下,

 不小心被台阶绊倒。

如果受伤的话就不能工作,

不仅家人会担心、

收入方面也会有影响……

正因如此,平时工作时
就要引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这一点尤为重要。

必须用正确的方法

抬或搬运重物。

以正确的搬运姿势

搬运货物也是为了预防跌倒,

 确实挺重要的。

原来如此……



哇,

这件货物

好轻啊!

啊!

加快速度,

 赶快搬完。

唔……

上下货台

要使用四脚梯!

太危险了!

今天的货物太多了,

  得抓紧时间。

好、好的!

啊!

还好

没有受什么大伤,

不过,你是不是没有

使用四脚梯?

怎么了? 是的……

案例 1



对不起……

绝不可以

从货台上

直接往下跳!

四脚梯

就是为了防范

从高处坠落的。

货物要倒塌了!!

啊啊啊啊!!

追根究底,

货物倒塌是因

 不合理装载所导致。

什么?

是货物装载的方法

不对吗?

如果这些是

重物或者钢铁材料的话,

可能会

造成重伤的!

是的……

啊!!

好大的动静啊,

没事吧?
没、没事……



不是……

理解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差点把我吓晕……

才……

不过没有受伤

比什么都重要!

伤到

哪儿了吗!?

重物放在下面,

 以提高稳定性。

使货物不易倒塌的

装载方法,

也是安全作业的第一步。

尽量减小空隙,

如果装载货物时

把货物摆歪了的话,

就会失去平衡。

好吧,

赶快回去工……

怎么了?

重物要用带子绑定,

不稳定的货物

 要用塑料薄膜固定。

如果货物还是倒塌了,

不要试图阻拦,

 要立刻撤离现场。

好、好的!



最近交给我的工作

越来越多了,

我一定要成为

前辈们的得力助手!

对了!

别客气,

交给我吧!

今天的货物

可真多啊!

我来帮你吧!

我来卸车,你在旁边

 等一下吧。

将货物移至升降尾板处时,

要先确认是否有挡板,

必须在能够看到

前方的状态下,

仔细检查周围

 环境的同时推货物。

直接,拉

出来……

快、快帮我一下…….

哇!!

你干什么呢?

是因为倒退着拉货,

所以没有

 看到挡板吧。

案例 2



把货物停靠在

挡板前……

接下来

将货物

移交给运输人员。

好的!

确定货物

不会移动后,

才可降下升降机。

等一下。

这次可得

好好干!

好疼!!

你既没有带

工作手套、

也没有

穿安全鞋!

我马上

就拿过来!
太危险了!

货物太重了、

承受不住了……

正说着

你就……

到此为止

是司机的

作业内容。

可以帮我

把物流台车

送到仓库中

去吗?



鞋底是防滑的,

可以稳稳地

 踩在地面上。

安全鞋

可以保护脚趾

免受脚轮等的

碾压,

为了

安全作业,

必须穿戴!

如果带上

工作手套的话,

 手就不会受伤了。

而且工作手套

 具有防滑功能,

  作业时很方便。

推动或停放

物流台车时,

必须屈膝!

此时,不得手握

物流台车前进方向处的车架!!

你要

好好遵守规定

 安全作业。

还需要

我的帮助吗?

必须

双手操作!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要正确操作

 物流台车。

脚轮

运转良好!

首先

要检查物流

台车整体!



这个好重

啊……

但是,

 必须尽快搬完。

啊,

扭伤腰了……

没、

没事儿!

怎么了?

怎么动不了了呢?

诶～

昨天开始

感觉腰有些不舒服……

这个有点重啊,

把它放到

那边的物流台车上,

这些货物

应该

放在哪儿呢?

按地址

放在不同的

 物流台车上吧。

这个用平板手

推车吧……

案例 3



这只是小问题,

还能继续工作!

抓紧时间!

货车……

那辆吗?

怎么了?

能站起来吗?

什么声音?!
地面是湿的,

滑了一跤……

把这些货物

搬到停在那边的

 货车上。

好疼!!

腰部受到了强烈的撞击……

 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首先搬运重物时,

要使用平板手推车

 或者叉车。

为了避免

同样的事情发生,

医务室



我会注意的。

女性员工

人力搬运的重物

不可超过

 自身体重的24%。

根据工作场所的

腰痛预防指南介绍,

男性员工人力搬运的重物

 不可超过自身体重的40%。

双手拿货物时

不要

 上下楼梯。

在仓库内不

  可跑动。

遵守这些规定的话,

不仅可以预防腰痛,

还可以防范

 各种事故。

这些,

我都照做了……

即便是这样

在作业时感觉身体不适时,

 要立刻汇报。

不可从高处直接

 往下跳。

万一出了什么事,

伤心的可是家人呀。平常做一

些拉伸运动

 比较有效。

而且遵守仓库内的

 操作规程非常重要。

40多岁 男性

65kg
40多岁 女性

55kg

26.026.0kgkg 13.213.2kgkg



使用物流台车时,

必须穿戴安全鞋或工作手套等防护用具。

上下货车货台时,

必须使用四脚梯等升降设备。

在货车货台上的作业

腰痛

物流台车
引发的夹伤事故

在仓库内的跌倒、跌落

搬运重物时,要使用平板手推车等
搬运工具不要勉力而为。
※详情参照《看漫画轻松读懂安全卫生与工伤预防之基础知识（通用教材）》。

严禁在仓库内跑动、从高处往下跳。

陆路货物运输业中的注意事项

今天的货物太多了,

得抓紧时间。

啊!

好疼!!

你既没有带

工作手套、

也没有

穿安全鞋!

我

马上

就拿过来!

太危险了!

啊,

扭伤腰了......

没、

没事儿!

怎么了?

怎么动不了了呢?

好疼!!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其实危险是

 如影随形的。

对于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来说,

每个人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

 以及遵守规则尤为重要。

我们

再来回顾一下

 案例分析吧。

登场人物

冒冒失失的样子,

 和某个人很像哦。
嗯?

你说什么?



如何正确使用物流台车
参考：厚生劳动省、劳动安全卫生综合研究所《物流台车工伤事故防范手册》

如何正确装载货物 中暑

这些事项也要注意!

安全与健康提示!

推1 拉2 从侧面推车3

装载的货物不得超过作业人员的视线高度。

首先用“拉”的动作,在作业过程中可兼用“从侧面推车”和“推”,且必须双手操作。

注意预防在仓库内或室外中暑!

※详情参照《看漫画轻松读懂安全卫生与工伤预防之基础知识（通用教材）》。

陆路货物

运输业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方法。

操作时比较容易施力。

在狭窄的地方也易于操控,

作业人员站在行进方向的一侧,

因此不易与第三方相撞。

物流台车

可从侧面推行,

易于操作且前方视野好。

工伤事故

绝对不是他人之事,

 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为了以防万一,

遵守规章制度

一天都不放松警惕!

我们在工作场所的

 日常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牢记,

遵守规则就是保护

“自己”、“家人”

 还有“生活”。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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