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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常州市社团组织安全生产互查清单（试行） 
 

一、通用重点检查事项 

1.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企业主要负责人未有效建立健全本

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特种作业人员

上岗作业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未按

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企业关闭、破坏

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

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2. 工业企业风险报告：未建立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未

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未进行较大以上安全风险公示或者未设

置重大安全风险警示牌；未将安全风险管控纳入年度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计划或者未组织实施；未建立安全风险档案。 

3. 常安码运行：未开展四类风险辨识；未从工程技术、管

理手段、培训教育、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多方面制定切实可行

的管控措施；未在风险岗位张贴风险告知卡，较大以上风险告知

卡尺寸、材质不符合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未定

期开展扫码自查。 

4. 可视化管理：未设置厂区安全宣传栏；未规范张贴安全

警示标识；未规范张贴岗位应急处置卡；未规范张贴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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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煤矿山检查重点 

1. 综合管理情况：是否编制开采设计或开采方案，是否制

定完善矿井各类图纸、设计、安全技术措施等技术资料，技术资

料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配备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满足要求的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制定全员岗位职责制和各工种岗位操作

规程；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是否按要求使用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持续完善各类基础

设备设施，复工复产程序是否符合要求。 

2. 采场作业情况：是否采取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开

采，台阶高度、平台宽度、边坡角度是否符合规程和开采设计要

求；场区是否设置警示标志，通往外界道路的坡度、弯度是否符

合安全要求。 

3. 机电设备管理情况：是否建立电气作业安全制度，设备

供电电缆的敷设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电气设备、线路是否安设避

雷、接地装置，并定期检修。 

4. 爆破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建立爆炸物品的管理、领用和

清退登记制度，是否严格执行“一炮三检”制度；是否如实填写爆

破记录。 

三、钢铁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炼钢厂在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使用固定式龙门

钩的铸造起重机；炼铁厂铸铁车间吊运铁水、液渣起重机不符合

冶金起重机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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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吊运铁水、钢水与液渣起重机龙门钩横梁焊缝、耳轴销

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

未及时整改。 

3. 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

等场所设置在铁水、钢水与液渣吊运影响的范围内。 

4. 钢水铸造（连铸、模铸）流程未规范设置钢水罐、溢流

槽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 

5. 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置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检测、

报警装置，未与炉体倾动、氧气开闭等联锁。 

6. 高炉、转炉、连铸、加热炉和煤气柜等煤气区域的有人

值守的主控室、操作室和人员休息室等人员较集中的地方以及在

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未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报

警装置。 

7. 高炉、转炉、加热炉、煤气柜、除尘器等设施的煤气管

道未设置隔断装置和吹扫设施。 

8.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四、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固定式熔炼炉铝水出口未设置机械锁紧装置；倾动式熔

炼炉控制系统未与铸造系统联锁，未实现自动控流。 

2. 固定式熔炼炉高温铝水出口和流槽接口位置未配置液位

传感器和报警装置，液位传感器未与流槽上的快速切断阀和紧急

排放阀实现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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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放铝锭的地面潮湿，熔炼炉、保温炉及铸造等作业场

所存在非生产性积水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4. 深井铸造结晶器的冷却水系统未配置进出水温度、进水

压力、进水流量监测和报警装置；监测和报警装置未与流槽上的

快速切断阀和紧急排放阀实现联锁，未与倾动式熔炼炉控制系统

联锁。 

5. 铝水铸造流程未规范设置紧急排放或应急储存设施。 

6. 钢丝卷扬系统引锭盘托架钢丝绳未定期检查和更换，卷

扬系统未设置应急电源；液压铸造系统未设置手动泄压系统。 

7. 铸造车间现场未严格控制人数，未控制非生产人员进入。 

五、粉尘涉爆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不同种类的可燃性粉尘、可燃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

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

联互通。 

2. 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

爆等一种或多种控爆措施。 

3. 除尘系统采用重力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

筑物作为除尘风道。 

4. 铝镁等金属粉尘除尘系统未采用负压除尘方式；其他可

燃性粉尘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时，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等

防范点燃源措施。 

5. 粉碎、研磨、造粒、砂光等易产生机械火花的工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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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采取杂物去除或火花探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 

6. 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

清扫；铝镁等金属粉尘收集、贮存等处置环节未落实防水防潮、

通风、氢气监测等必要的防爆措施。 

六、涉及有限空间作业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

自作业。 

2. 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 未向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

帽、全身式安全带、安全绳、呼吸防护等劳动防护用品。 

4. 未对承包单位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协调、管理。 

七、电镀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未及时清理槽液上的薄层泡沫。 

2. 氰化槽与酸槽相邻或背靠设置。 

3. 氰化电镀后，清洗槽与酸槽未规范设置。 

4. 电镀车间的电加热棒、整流器外壳等电气设备未可靠接

地；未定期检查电气设备腐蚀情况、接地绝缘、线路老化破损等

情况；电气设备未安装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接地故障保护和漏

电保护装置。 

5. 氰化物槽与酸槽的排风（通风）装置不合用，铬酸槽、

硝酸槽未各自独立设置排风系统。 

八、喷涂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喷漆室、调漆室的出口不少于两个，设置常闭式防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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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向外开，且保持畅通；喷漆室、调漆室、烘干室和油漆（溶

剂）仓库内严禁设置办公室、休息室。 

2. 油漆（溶剂）仓库应按要求单独设置，在门口设置防静

电装置及防止液体流散的门槛或围堰，库内设置温湿度计，油漆

（溶剂）仓库内不得分装油漆（溶剂），不得在仓库内调漆；调

漆室存量不得超过当日用量，调漆间宜靠近喷漆区域；在喷粉区

内只允许存放当班所需的粉末涂料量，粉末涂料不应与溶剂型涂

料及稀释剂存放在一起。 

3. 危险区域内宜采用有色金属（铜、铝等）、木质等工具，

禁止使用可发出火花的铁质等工具；禁止使用塑料油抽。 

4．喷漆室、调漆室、烘干室、油漆（溶剂）仓库等应采用

机械通风；喷漆室应设有漆雾净化装置；喷粉室应设有机械通风

和粉末回收装置，回收装置出粉口应采取防止粉尘飞扬的措施。 

5. 涂漆作业开始时应先开风机，后启动喷涂设备，作业结

束时，应先关闭喷涂设备，后关风机；喷粉操作在排风机启动后

至少3分钟，方可开启高压静电发生器和喷粉装置，在停止作业

时，先停高压静电发生器和喷粉装置，3分钟后再关闭风机。 

九、其他行业领域企业重点检查事项 

1.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冶金等工业企业：未对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进行登记建册；未在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储存场所及

相应的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在重大危

险源所在场所设置显著的安全警示牌和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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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液氨制冷企业：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生

产场所的空调系统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快速冻结装置未设

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人员数量超过9人。 

3. 金属冶炼企业（不含钢铁、深井铸造企业）：高温熔融

金属冶炼、精炼、铸造生产区域的安全坑内及熔体泄漏、喷溅影

响范围内存在非生产性积水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铸造、浇铸流

程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水冷元件未设置冷却应急处

置措施；未配置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检测及报警装置；未设置防

止冷却水大量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烧嘴

等燃烧装置，未设置防突然熄火或点火失败的快速切断阀。 

4. 建材企业：煤磨袋式收尘器（或煤粉仓）未设置温度和

一氧化碳监测；筒型储存库人工清库作业外包给不具备高空作业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的承包方且作业前未进行风险分析；燃气窑炉

未设置燃气低压警报器和快速切断阀，或易燃易爆气体聚集区域

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时，未采取有效的隔离

防护措施；玻璃窑炉、玻璃锡槽，水冷、风冷保护系统存在漏水、

漏气，未设置监测报警装置。 

5. 轻工企业：食品制造企业涉及烘制、油炸等设施设备，

未采取防过热自动报警切断装置和隔热防护措施；纸浆制造、造

纸企业使用水蒸气或明火直接加热钢瓶汽化液氯；日用玻璃制造

企业炉、窑类设备本体及附属设施出现开裂、腐蚀、破损、衬砖

损坏、壳体发红及明显弯曲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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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纺织企业：热定型工艺的汽化室、燃气贮罐、储油罐、

热媒炉等未与生产加工、人员密集场所明确分开或单独设置。 

十、环保设施使用安全 

1. 未组织环保设施相关岗位人员开展环保设施使用安全专

项培训教育。 

2. 未对已经建成运营的环保设施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并

落实管控措施。 

3. 进行涉及环保设施的吊装、动火作业、高处作业、有限

空间作业、大型检修等危险作业，未执行危险作业管理制度，未

进行安全交底，未落实作业审批，未实施现场安全监护，未按规

定配齐应急处置装备。 

4. 未依法对环保设施的运营单位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签

订安全协议或未严格履行约定的安全生产职责。 

5. 未严格督促环保设施运营单位规范使用劳务派遣工，使

用劳务派遣工存在超用工比例或超用工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