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冰冻雨雪极端天气下特种设备安全应急指南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锅炉

1．简易锅炉房和电站锅炉炉顶的防雨棚
可能被大雪压塌，进而引发人身和设备
伤害。

1．锅炉房及电站锅炉炉顶雨棚应有足够强度，并合理设计其装
设角度，以防积雪过多。当出现大雪天气时，应根据情况及时
清除顶部积雪。

1．及时清理掉杂物，确保人身和设备安
全。

2．停用状态下的锅炉，某些部位水管和
玻璃管式液位计容易冰冻胀裂。

1．冰冻天气时，应放掉锅内存水或者拆卸下水位计玻璃管。对
于存水管道应有保暖措施。

1．及时更换冻坏的玻璃管或管道。

3．寒冷环境下，进行排污或开启蒸汽阀
门操作时容易发生管道水击现象。

1．开启阀门时，严格按操作规程，加长暖管时间，充分暖管后
再进行全开操作。

1．发生管道水击现象时，应根据水击现
象严重程度进行相关锅炉操作；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行

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入
使用。

4．当安全阀与锅炉之间的连接管较长或
者安全阀排放管内容易积水时，安全阀
可能被冻住，不能及时泄压排汽。

水封管冰冻。

1．安全阀排放管上应在合适位置装设放水管，确保排除管内积
水，寒冷天气时，应对安全阀进行手动排放操作；

2．蒸汽锅炉水封管，放空管应有防冻措施，锅炉停用后应放尽

锅内积水，锅炉启动时应进行暖管，缓慢升温。

1．发现安全阀不能正常排汽，且无法及
时恢复时，应停炉。

5．水泵、风机等设备的轴承润滑冷却系
统可能因冷却水温度低发生冻结、流量

不足导致轴承超温。

1. 注意检查冷却水进出口温度差、压力差，冷却系统需定期进
行反冲洗。

1. 发生轴承超温后要及时采取措施，降
低轴承温度。同时检查轴承振动、发热

情况是否超标，油质是否劣化。

1．雪载荷引起容器失稳，造成容器倒塌

或连接管道的断裂。
1．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冰冻严寒防护的物资准备。做好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做好实施带压堵漏的人员和器材的应急准备，提
高应急救援能力；

2．安排安全人员巡视，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做好室外作业人员

的防寒工作；
3．若设计时未考虑雪载荷的，应给设备加盖顶棚。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启

动应急预案；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行
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入

使用。

2．仪表、液位计等出现冻裂；

3．安全附件失灵。

1．对仪表、液位计等安全附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冰冻，及时清除结冰；

2．给容器或管道进行保温，防止设备冻裂，必要时采取外部缓

1．对冰冻的阀门、仪表和管接头用热水

进行解冻。



设备类别 可能出现后果或问题 事前注意事项及应对防范要点 事中事后处置措施

压力容器

慢升温措施，但禁止用明火直接烘烤或采用高强度加热办法。

4．设备因低温发生脆性失效或密封面泄

漏，导致介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爆

炸或中毒。

1．若发现密封面泄漏的，及时采取适当的堵漏措施；

2．必要时设备停用。

1．采取带压堵漏措施；

2．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启

动应急预案。

5．积雪容易引起高空坠物。 1．及时清除周围高空环境如树木、顶棚等处积雪，防止积雪压

垮。

1．对于积雪的厂房、顶棚，要及时扫雪

除冰，防止坍塌事故导致次生事故的发

生。

6．移动式压力容器车辆打滑。 1．注意行车安全，做好出车前检查工作，冰冻路段使用防滑链。 1．对已严重打滑并发生次生交通事故的

移动式压力容器走行装置（车辆）要求

暂时停运。

压力管道

1．管道挂冰、积雪载荷作用导致超重。 1．加强管道支撑，防止超重。 1．清除积雪。

2．管道组成件出现冻裂；

3．安全附件失灵。

1．给管道进行保温，防止设备冻裂，必要时采取外部缓慢升温

措施，但禁止使用明火直接烘烤或者采用高强度加热的办法。

1．对冰冻的阀门、仪表和管接头用热水

进行解冻。

4．高空坠物导致管道压塌、变形破裂。 1．及时清除周围高空环境如树木、顶棚等处积雪，防止积雪压

垮。

1．对于积雪的厂房、顶棚，要及时扫雪

除冰，防止坍塌事故导致次生事故的发

生。

5．管道失稳，导致变形、破裂；

6．管道因低温发生脆性失效；

7．管道因冷缩引起密封面泄漏，导致介

质外漏，继而引起燃烧、爆炸或中毒。

1．若发现泄漏，及时采取适当的堵漏措施；

2．给管道进行保温，减少因管道低温下韧性大幅降低所产生的

脆性失效倾向。

1．一旦出现易燃易爆有毒介质外泄，启

动应急预案；

2．对发生事故及事故周围的设备应进行

全面检验，确定设备安全状况后再投入

使用。

电梯

1．室外型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踏板

和梯级上积聚雪或冰，导致人员跌到和

滑落的伤害事故；

2．室外的垂直电梯因积雪和结冰，引起

运行受阻而困人；

1．对室外使用的电梯，在大雪冰冻天气应停止使用；

2．检查电梯应急报警装置的有效性，发现电梯困人应立即进行

科学的救援；

3． 对停止使用的电梯应做好严格防止人员进入的措施；

4．加强对制动器、润滑系统、控制系统的检查和维护保养，确

1．加强日常巡查，检查防止人员进入的

措施可靠性，避免人员误入危险区域发

生意外；

2．防止有风险的电梯强行投入使用；

3．采取必要的清理冰雪措施，防止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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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梯内部结构会产生制动器无法正常

工作、润滑油粘度增加、导线或传输线

因受冷发生断裂、因低温导致机械部件

变形，发生卡阻现象。

保其安全可靠运行；

5．检查电梯配置的加温装置的性能。

6． 机房温度过低，应增加加温装置。

的跌到、滑落和电梯运行受阻；

4．对电梯进行全面检测，确认合格后，

方可投入使用。

起重机械

1．车轮及制动轮结冰现象；造成车轮打

滑，制动器性能下降；大跨度起重机行

走不同步，造成起重机纠偏装置动作，

严重时，使起重机倾覆；

2．对于易积雪的简易厂房，易发生因简

易厂房坍塌事故继而导致起重机械次生

事故的发生；

3．雨雪冰冻使起重机钢结构发生脆性破

坏，轨道发生低温脆裂或断开，造成事

故；

4．低温使润滑剂粘度增大，降低润滑效

果，加剧设备磨损；

5．低温会使起重机的钢丝绳挠性变差，

容易从滑轮上跳槽或者在卷筒上排列不

齐，从而挤伤钢丝绳或加剧钢丝绳的磨

损；

6．低温使起重机变频器及其它电气元件

故障率大大增加，影响到起重机安全；

7．在臂架类起重机的拉杆、钢丝绳、桁

架梁结构上结成冰皮、积雪，形成冰雪

载荷，而且会增大起重机迎风面积。

8． 低温易使操作者肢体僵硬，由此导

致误操作。

1．起重机配备雪铲等除冰雪设备和黄沙等防滑物资；

2．易积雪的简易厂房，在冰雪天气来临前应做好厂房加固工作；

3．经常检查起重机轨道；

4．在低温天气来临时应更换符合使用要求的润滑油；

5．低温天气使用起重机应对起重机的钢丝绳状况注意观察，防

止起重机跳槽和在卷筒上乱绕；

6．低温天气使用起重机，应加强对起重机电气房的保暖，采用

变频控制的，必须在电气房加装空调；

7．低温冰雪天气应尽量避免使用起重机械进行起重作业，如必

须要用，需经单位设备管理部门同意后降载使用。

8． 在司机室内装设取暖设施。

1．修复损坏的电气设备；

2．修复或更换起重机钢结构，无修复价

值或修复成本超过期望值时，应对整机

进行报废处理；

3．更换挠性更好的钢丝绳；

4．冰冻天气使用起重机前，应先清理轨

道和机身上的积雪，去除轨道和制动轮

及起重机上的附冰，同时对起重机进行

整机检查并试验，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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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厂）内

机动车辆

1．制动力下降，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制动

力不足或车辆在结冰路面上出现打滑现

象，或在转弯时速度过快出现侧滑、翻

车；

2．冷却水结冰，导致水箱破裂，或因燃

油管路冻住导致车辆不能打火启动。

3．低温易使操作者肢体僵硬，由此导致

误操作。

1．使用对应牌号的燃油和机油，车辆启动前进行预热；

2．每天作业结束后把冷却水放净，正确使用防冻液；

3．对轮胎及刹车加强点检，行车速度严格控制，必要的时候对

轮胎加装防滑装置；

4．尽量不要在结冰的路面上行驶，在积雪路面行驶时尽量不要

急打方向和紧急制动；

5．车辆尽量不在露天过夜。

6．为操作者配置保暖性能良好且较轻薄的防寒工作服，同时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以避免长时间室外低温环境工作导致冻伤、

误操作等发生。

1．车辆工作前先检查制动力，清除路面

的冰雪；

2．车辆不能启动时可以先解冻油路再点

火启动；

3．对出现的问题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

施，避免同类问题重复出现。

大型游乐设

施

1．气管冷缩、导致气管破裂；

2．油温过低导致故障报警；

3．液压系统启动困难，各轮轴轴承温度

过低出现故障报警，运行速度慢；

4．轮胎打滑无法启动设备；

5．气动系统或设备水箱水管容易冰冻爆

裂；

6．制动、摩擦驱动、转动轮系失效。

1．检查控制电缆沿线、设备连接及气压液压装置情况；

2．提前更换老化、冰冻气管，将空压机水、气放掉，将水箱水

管水排干，运行时注水；

3．使用加热器升温，自然升温，热机后运行；

4．开机前除雪、除冰；

5．清除裹冰积雪，使制动、驱动装置工作正常；

6．严重冰冻时应停止运行。

1．停机更换气管，加强点检和监护运行；

2．停机增温；

3．停机除雪除冻，多进行试机运行；

4．更换破裂水管、水箱；

5．进行全面检查，对受雨雪冰冻影响的

设备进行重点监护。

客运索道

1．钢丝绳结冰、轮衬打滑；

2．冰冻气候抱索器蓄能器密封不良导致

吊箱抱索力下降；

3．设备及线路易短路；

4．树木积雪压靠架设在树林中的控制电

缆；

5．严重结冰可能损坏轮衬，引发脱索；

6．支架筒体内结冰 。

1．冬季检查抱索器蓄能器密封情况，严防进水；

2．检查控制电缆沿线及设备连接情况；

3．设置支架筒体排水孔；

4．设置防滑警示标志，除冰、扫雪；

5．有条件的吊厢移至室内；

6．停止运行。

1、 1．开机先低速运行，消除钢缆和托

压索轮上积雪和结冰，如出现问题及时

停车；

2．清理索道范围内的积雪、结冰；清除

靠压控制电缆的积雪和树木；

3．待雪、冰清理后检查设备，正常后低

速空转试运行；

4．更换老化损坏的电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