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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章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3号令）第三章的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
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增强预防事故、控制职业危害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格的
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从业人员在上岗前接受厂级、车间级、班组岗位级三级安全培训教育，是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几十年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实践证明了的有效形式。厂级安全培训教
育是三级安全培训教育中的“一级”安全培训教育，是具有法人地位或委托法人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对进入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第一级安全培训教育；车间级安全培训教育是生产经营单位三级安全
培训教育中的“二级”安全培训教育，是在一级安全培训教育合格基础上进行的，或者是从业人员在
本生产经营单位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重新接受的安全培训教育；班组岗位级
安全培训教育是生产经营单位三级安全培训教育中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是在二级安全培训教育
合格基础上进行的最基层级的安全培训教育，或者是从业人员在本生产经营单位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
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重新接受的安全培训教育。通过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可以使从业人员了解与
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状况，熟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掌握从业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鉴于安全生产知识内容丰富繁杂，编写人员针对三级安全培训教育的特点，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广泛吸收现代安全科技成果，对安全生产知识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类，建立起符合三级安全培
训教育需要的融合现代与传统的知识框架，并汇编成书。本书分三篇对厂级、车间级、班组岗位级安
全培训教育内容进行全面阐述，对通用内容做出详细解释，对需要结合实际的内容，划出学习范围，
提出学习建议。希望各生产经营单位能够借助本书，履行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
训规定》规定的对从业人员进行厂级、车间级、班组岗位级三级安全培训教育义务，真正夯实安全生
产管理基础。同时也希望广大从业人员，能从本书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了解安全生产知识，掌握
安全生产技能，提高预防事故和应急处理能力，真正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为安全生产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本书由青岛东方盛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青岛办事处、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青岛代表处）等单位组织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家、教授、
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编写。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综合法规司、山东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献，参考了很多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
培训教育经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当之处，望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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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

内容概要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教材(第2版)》分三篇对厂级、车间级、班组岗位级安全培
训教育内容进行全面阐述，对通用内容做出详细解释，对需要结合实际的内容，划出学习范围，提出
学习建议。
希望各生产经营单位能够借助《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教材(第2版)》，履行好《安
全生产法》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规定的对从业人员进行厂级、车间级、班组岗位级三级
安全培训教育义务，真正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同时也希望广大从业人员，能从《生产经营单位从
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教材(第2版)》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了解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安全生产技
能，提高预防事故和应急处理能力，真正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为安全生产
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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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

章节摘录

（4）废气、废水、废渣：在工业生产中，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它们以固态、液态或气态
的形式存在于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中，造成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如铅在熔融时
产生的铅蒸气、矿石在粉碎时产生的硅粉尘等。2.生产性毒物侵人人体的途径生产性毒物侵入人体主
要有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三条途径。在生产条件下毒物主要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人体。（1）从
呼吸道侵入：气体、蒸气、雾和粉尘状态的化学物质，可经呼吸道侵人人体，这是毒物侵人人体最常
见而且是较危险的一种情况，因整个呼吸道黏膜都有吸收毒物的能力。毒物经呼吸道吸收不经肝脏解
毒，故有三个特点，即侵入面广、发病快、毒性大。因此中毒剂量相对的可以较小。吸收量多少与呼
吸深度、速度、劳动强度、气温、湿度等因素有关。（2）从皮肤侵入：毒物经过皮肤进入人体主要
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表皮屏障及毛囊进入。另一条是通过毛囊透过皮脂腺细胞和毛囊壁直接进入
真皮乳头毛细血管而被血液吸收。（3）从消化道侵入：毒物单纯由消化道进入而引起的职业中毒的
情况，是较为少见的，虽然次要，但也有这样的案例。如常见的是在有毒车间内饮食、吸烟，粘留在
口唇上和污染在手上的毒物，在饮食前不洗手、不漱口就会被带到体内，日积月累，可使体内毒物的
数量达到引起中毒的浓度。也有因误食毒物而引起中毒的。3。生产性毒物对人体的危害生产性毒物
进入人体后，可以损害几乎所有的人体组织和器官，导致多种疾病甚至造成急性中毒死亡，有些可产
生遗传后果。按接触毒物时间的长短、剂量大小和发病缓急不同，中毒表现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
种类型。对人体危害的具体症状是：（1）神经系统。慢性中毒早期常见神经衰弱综合征和精神症状
，一般为功能性改变，脱离接触后可逐渐恢复。铅、锰中毒可损伤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引起周围神经
炎。震颤常见于锰中毒或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重症中毒时可发生脑水肿。（2）呼吸系统。一
次吸人某些气体可引起窒息，长期吸入刺激性气体能引起慢性呼吸道炎症，可出现鼻炎、咽炎、气管
炎等上呼吸道炎症。吸人大量刺激性气体可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病变，如化学性肺水肿和肺炎。（3）
血液系统。许多毒物对血液系统能够造成损害。根据不同的毒物作用，常表现为贫血、出血、溶血、
高铁血红蛋白以及白血病等。铅可引起低血色素贫血。苯及三硝基甲苯等毒物可抑制骨髓的造血功能
，表现为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严重者发展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一氧化碳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形
成碳氧血红蛋白，使组织缺氧。（4）消化系统。汞盐、砷等毒物经口进入时，可出现腹痛、恶心、
呕吐与出血性肠胃炎。铅及铊中毒时可出现剧烈的持续性的腹绞痛，并有口腔溃疡、牙龈肿胀、牙齿
松动等症状。长期吸入酸雾，可导致牙釉质破坏、脱落，称为酸蚀症。吸人大量氟气，牙齿上出现棕
色斑点，牙质脆弱，称为氟斑牙。许多损害肝脏的毒物如四氯化碳、溴苯、三硝基甲苯等，可引起急
性或慢性肝病。（5）泌尿系统。汞、铀、砷化氢、乙二醇等可引起中毒性肾病。如急性肾功能衰竭
、肾病综合征和肾小管综合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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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

编辑推荐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教材(第2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推
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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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级安全》

精彩短评

1、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很不错
2、很实用，按照实际内容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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