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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操作机器不当丧命事故
均因熟练工麻痹大意导致

辊筒转速被更改
员工被卷进牵引辊

前段时间，东莞市谢岗应急管理分局（原谢岗安监

分局）接到当地一家企业的报告，称企业出事了。事发

当时，两名员工周某和陈某正对一台制膜设备的牵引辊

筒进行清洁，两人分别站在辊筒的两侧，可清洁了不到5

分钟，周某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卡住了，回头看到陈

某的身体已经被卷进了牵引辊。后来虽经工友全力救

援，陈某最终还是不治身亡。按照操作规范要求，任何

一台机器被清洁时，要么是应该静止状态，要么是转速

非常慢，这次缘何会出现致人死亡的惨剧呢？

谢岗应急管理分局执法监察股科员梁月凤表示，按

照公司制定的操作规程，在清洗模式下牵引辊的速度是

20米/分钟，但是当时参与救援的主管去看发现，操作面

板上转速被调为120米/分钟。

这台机器设备的《操作手册》显示，牵引辊单元一共

分为生产、保养和维护三种模式，陈某等人清洁时使用

的是保养模式。按照手册指引，保养模式下员工只能通

过点动模式转动牵引辊，即用脚踏开关连续向前或向后

转动辊筒，这时辊筒速度约为20米/分钟。然而，根据事

故现场的监控显示，在事故发生前，陈某自行将转速更

改到了120米/分钟。

原因：安全联锁装置失效
当事人上衣敞开被卷

梁月凤表示，向其他员工调查了解到，他们有时为

了清洗方便，会在清洗的情况下，把转速调到50米/分钟

或60米/分钟。理论上，当牵引辊的转速达到120米/分

钟时，机器设备已经处于生产模式，出于安全考虑，机器

外围的安全联锁装置就会上锁，这个时候人是不能靠近

机器的。遗憾的是，事发时这台机器的安全联锁装置正

处于失效状态。

“如果安全连锁装置没有失效的情况下调为生产模

式，安全连锁门装置就会产生保护作用，人是不能到机

器里面进行清洗或者维护的。”梁月凤说。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死者陈某已经在他们企业工

作多年，正因为是老员工，才知道如何更改机器的操作

面板。如果说失效的安全联锁装置，以及陈某贪图方便

擅自调高转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陈

某不按生产规范要求穿戴工作服，则是事故发生的导火

索，因为正是陈某敞开的上衣被快速旋转的机器卷住，

才导致了此次事故发生。

“在监控里看到，陈某突然进操控室拿衣服，衣服拉

链没拉好”，企业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江贵民认为是陈

某的思想麻痹，想省时省力，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另外，企业未对存在的安全风险制定针对性管控措

施，现场安全管理、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位也是

造成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谢岗应急

管理分局对该企业及负责人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老员工麻痹大意
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

同上面谢岗那起事故的死者陈某一样，叶某自公

司成立就入职了，后来从一名普通员工一步步做到了

公司机电部的副主任，可以算得上是一名老员工了，

然而两名老员工都因为思想意识产生了麻痹大意而

丢了性命。更让人感到唏嘘的是，事发时两人各自都

带着徒弟一起作业，徒弟们之所以能幸免于难则是因

为照章行事，反而老员工也许因为做的时间长了，在

安全意识上麻痹大意了。

对员工而言，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轻则受到人

身伤害重则丢命，对企业而言，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

行政处罚之外，还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等严重后果。

目前，两家涉事企业都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

整改。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广大生产经营单位，一定要

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修订企业的安全操作

规程，对存有危险的维修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监控，并

加强好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同时也建议企业，尤其

是高危行业应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除非不可预见的行为外，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

是可以预防的，企业如果落实好自己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平常在事故隐患排查、教育培训方面进行严格

要求的话，很多时候这些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梁月

凤说。 （作者：陈雯婧 刘锐良，来源：东莞阳光网）

老带新同期作业
老员工丢命新员工幸免

几乎是在差不多的时间，东莞塘厦一家混凝土公司

也发生了一起因为老员工思想麻痹大意导致一般机械

伤害事故。事发当天中午，配料员侯某发现二号沙仓的

震动器出现故障，于是他联系公司的机电部副主任叶某

前来维修。在叶某和徒弟黎某拆卸震动器期间，侯某打

电话问是否可以启动二号线，叶某回复可以正常开机运

作，随后他们就继续更换振动器。

按照安全生产的规范做法，新振动器安装完成后，叶某

应该沿输送带外围的巡检通道离开现场抵达沙仓平台。但

为了省事，叶某决定直接横跨近一米宽的输送带，也正是这

一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他被输送带一起带走了。

原因：忽视安全生产规程

按照正常的操作方式，操作带旁边有一条路，叶某

应该沿着那条路的楼梯再走上来，才是正确的操作方

式。尽管当时有工友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叶某还是被

输送带带到了搅拌桶里，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事故

调查组最终认定，叶某的麻痹大意和忽视安全生产规程

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位则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塘厦应急管理分局执法监察股科员李信璋说，原本输

送带两侧是有日常巡检通道和维修通道的，但企业没有按

照规定配置安全防护设施，如设置防护网或者安全栏等，也

没有及时发现并排除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塘厦应急管理分局对该企业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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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产企业招工时

喜欢找经验丰富的人，在一

些技术性生产岗位往往也

会让老员工带新员工，所以

老员工的作用在企业中通

常会被隐喻为“传帮带”，但

是老员工如果仗着经验丰

富，思想上麻痹大意，同样

会酿成安全生产事故。今

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两起一

般机械伤害事故，都和老员

工有关。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