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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人身事故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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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技术与管理的角度分析了电力生产过程中高处坠落、触电、起重伤害等几种人身事

故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了人身自身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人身安全的影响，针对这些原因与影响因素提

出了防止人身事故发生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 电力生产；人身事故；预防对策 

1  人身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影响人身安全的因素 

 

1.1  人身事故发生的技术原因 

1.1.1  高处坠落 

    造成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主要有：在蹬杆作业时所蹬杆塔的基础不牢固，在蹬杆过程中发生倒

杆；蹬杆工器具存在缺陷，在蹬杆过程中蹬杆工具损坏；蹬杆工具使用不正确或方法不得当，造成蹬

杆过程中下滑；在杆上作业时使用不合格安全带或不系安全带，或安全带挂在不牢固的构架上，作业

中失去保护；作业转移过程中没有安全措施，如没有保护绳或不使用防坠器，失去应有的保护；调正

拉线、拉线角度偏差或紧线时地锚拔出发生倒杆；紧线时杆梢破损，横担滑落；检修平台或其他构架

搭建不牢固，作业过程中发生坍塌。 

1.1.2  人身触电 

    引起人身触电事故的原因主要有：误碰带电设备、误蹬带电杆塔、误入带电间隔；停电工作不验

电、不挂接地线，该拉的开关、刀闸未拉，检修工作过程中值班人员误合停电线路开关；私拉乱接、

备用电源管理不善造成反供电；平行线路、交叉线路、相邻设备感应电压造成触电；高低压同杆架设

或双回线路一回线路停电的工作，不能保证所要求的安全距离；在电气试验工作中，被试设备应放电

而未放电，试验过程中不设遮拦，他人靠近带电设备时引起人身触电；在低压设备或线路上不停电工

作，不戴绝缘手套又不站在干燥的木板上，使用的工具也未按规定缠绕绝缘层；在临近带电线路附近

清理通道树木，不使用绝缘绳牵拉，测量带电线路的交叉跨越距离，不用绝缘绳尺；带电体绝缘损坏

或接地体接地电阻不符合技术要求，跨步电压引起人身触电等。 

1.1.3  起重伤害和物体打击 

    在工作现场使用的纲丝绳或起重工具年久失修，起重过程中损坏，如起重吊车制动闸片断裂吊臂

失去控制，打伤工作人员；运输过程中因地面不平，物体倒塌砸伤工作人员；杆塔上工作时，材料、

工器具不用绳索传递而采用上抛下投；工作现场不戴安全帽等现象都可能造成物体打击伤害。 

1.1.4  交通事故 

    引起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酒后开车、无证驾驶、车带病行驶、强超强会、开快车、人货混装、

运输物体捆绑不牢等。 

1.2  管理工作的原因 

1.2.1  安全教育力度不大 

    由于安全教育未能跟上安全管理的需要，思想认识不到位，“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还未

树立，安全生产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高。主要是安全教育形式单一，注重了过程教育，忽视了

工作实际的需要。 

1.2.2  习惯性违章现象依然存在 

    在生产工作中习惯性违章主要形式是违章作业和违章指挥，具体表现在倒闸操作前不在摸拟板上

预演，操作过程中不能执行监护制度，无票工作、操作；停电作业不验电、挂接地线或不按规定顺序

挂接地线；杆上作业不系安全带不戴安全帽，杆塔上下物体传递不用绳索，蹬杆前不认真检查登高工

具、杆塔基础，不认真核对设备名称误进带电间隔、误蹬带电杆塔、误碰带电设备；工作前工作负责

人不向工作班成员宣读工作票或不履行签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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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安全活动开展不够扎实 

    安全活动内容针对性较差，不能结合工作实际，形式单一且缺少灵活性，“一活动两交底”流于

形式，有走过场补记录现象。 

1.2.4  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单位、班、站的职工安全责任不明确，工作许可人、工作负责人、工作班成

员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安全职责，个别下现场专责人走马观花，见违章现象而不制止，安全管理工作的

责、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1.3  其他因素对人身安全的影响 

1.3.1  个人素质及个性心理 

    个人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2个方面。身体健康的人，精力充沛，反应灵敏，对不安全的

隐患较敏感；身体素质较差的人，工作注意力不集中，对事物反应较迟钝。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对问

题能举一反三，处理问题科学、灵活；文化素质低的人，解决问题死搬硬套，易出现问题。 

    个性心理对人身安全的影响有2种，即情绪与性格的影响。情绪的影响表现在处于兴奋状态时，

人的思维、动作较快，处理问题果断、明智；情绪处于抑制或低落状态时，思维和动作明显迟缓；处

于强制状态时，往往会出现反常、抵触的举动，也可以引起思维与动作的不协调、不连贯。情绪不稳

定使安全工作不能持续进行，形成时紧时松的现象。 

1.3.2  环境状况的影响 

    环境变化会刺激人的心理变化，影响人的情绪。设备运行失常及物的位置布置不当，会影响人的

正常操作和识别。环境差异能造成人的不适应、容易疲劳，影响安全工作的正常开展。 

1.3.3  不良习惯的影响 

    习惯不是行为者有意所为，往往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在行动上。不良习惯来源于周围的环境和人的

行为，在日常的接触中，对不正确的做法、程序看得多了，习以为常，就形成了不良习惯，身处险中

不知险。另外，一些不正确的行为未造成事故，致使侥幸心理产生，构成不安全隐患。 

1.3.4  传统观念的影响 

    新技术、新工具和新设备的应用，必然引起操作方法和操作程序的变化、更新。但由于旧的操作

程序和操作方法已经形成，在实施新的工作程序、使用新的操作方法时，总感觉新的东西不如旧的得

心应手，依然采用旧的方法和技术。 

 

2  防止人身事故发生应采取的措施 

 

2.1  加强职工的安全思想教育 

    安全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抓住思想，教育职工牢固地树立起“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念。

安全教育要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具有新意。如举办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演讲会，组织职工参加

安全教育展览，收看安全录像片，开展“安全我一人，幸福一家人”的活动等。安全教育要把趣味

性、知识性、多样性、直观性融为一体。教育内容要以提高职工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为主，并根据

不同人员、不同工种类别分别对待。充分利用周安全活动、班前会及其他专用时间组织学习规程、制

度、文件及事故通报和安全简报。在时间上做到短期培训和工作间隙现场培训相结合。 

2.2  坚持反习惯性违章作业 

    将习惯性违章行为，一一列举，并制定出防范措施。在工作中除工作班成员间相互监督外，还要

充分发挥下现场的管理人员和安全纠察队的作用，除了对发现的违章现象及时纠正外，还应按照“四

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处理，对违章进行通报，以教育职工。 

2.3  认真落实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抓“两票三制”的落实，操作时认真履行工作许可手续和监护制度。检修工作要切合实际地制定

危险点分析预控措施，中、大型工程施工前要制定“三措”，具体措施落实到人。 

    认真落实停电、验电、挂接地线、设遮拦挂标示牌的技术措施。在城区中、低配网线路上工作尤

其要注意双电源反供电。 

2.4  加强安全工器具的管理 

    无论是绝缘安全工器具还是一般防护安全工器具必须使用有有关部门批准、具有进网资格且产品

技术指标符合要求的产品。在使用、保存过程中要按有关规定做到帐、卡、物一一对应，编号方法符

合要求。安全工器具要存放在干燥、通风的专用的安全工器具室内，并按周期进行试验，试验不合格

的当场作报废处理。 

2.5  认真落实整改计划，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 

    要认真组织好春、秋安全检查工作，并及时总结，制定整改计划。发现不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

做到人员、资金、时间三落实，确保隐患及时消除。检查工作要以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

为、安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3个方面为主，防止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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