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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专用于企业内部物资材料运送的机动车辆，区别于公路上

使用的车辆。一些年来，由于企业内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基础

比较薄弱，加之车辆技术装备较落后，驾驶人员素质低，结

果导致企业内车辆伤害事故时有发生。为控制和减少企业内

机动车辆激增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减少车辆伤害事故的发生

，必须加强企业内机动车辆的管理。 一、企业内机动车辆事

故分类 企业内机动车辆事故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 车辆伤

害。包括撞车、翻车、挤压和轧辗等。 （二） 物体打击。搬

运、装卸和堆垛中物体的打击。 （三） 高处坠落。人员或人

员连同物品从车上掉下来。 （四） 火灾、爆炸。由于人为的

原因发生火灾并引起油箱等可燃物急剧燃烧爆炸，或装载易

燃易爆物品，因运输不当发生火灾爆炸。 二、企业内机动车

辆分类 企业内机动车辆分类通常有以下六种： （一）汽车类

。包括载重汽车、倾卸汽车、客车、专用汽车、叉车和铲车

等。 （二）电瓶车类。包括平板电瓶车、电瓶叉车等。 把安

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三）拖拉机、挂车类。包括拖拉

机、牵引车、平板车等。 （四）简易翻斗、平板车类。包括

翻斗车、平板车等。 （五）有轨电车、电瓶机车类。包括有

轨电动车、电瓶机车等。 （六）挖掘类。包括挖掘机、推土

机、电铲等。 三、汽车的基本组成 企业内机动车辆包括六类

，而使用最多和最具有代表性为汽车。以下几个大段拟专就

汽车的技术构成和安全特点等作必要的介绍。其它各类车辆



可以此为参考，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功效。 汽车的结

构，主要由发动机、底盘、车身、电气设备四部分组成。 （

一）发动机。发动机是汽车的动力装置。其作用是使供入的

燃料燃烧后产生的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通过底盘的传动系，

驱动汽车行驶。 （二）底盘。底盘接受来自发动机的动力，

使汽车产生运动，并保证汽车正常行驶。底盘由传动系、行

驶系和操纵系三部分组成。 （三）车身。车身用来安置驾驶

员、乘客或装载货物。车身的结构决定了汽车的用途。 （四

）电气设备。电气设备由电源、发动机启动系以及汽车照明

设备组成。在强制性点火的发动机中，还包括发动机的点火

系。 四、汽车的主要技术特性 汽车的技术特性，主要有自重

、载重量、总重、外形尺寸、最小离地间隙、轴距、轮距、

接近角、离去角、最小转变半径、最大爬坡度和最大车速

共12项。 （一）自重。反映安全装备好以后的汽车重量。除

了发动机、底盘和车身的重量外，还包括按规定加注的燃料

、润滑油、冷却水以及随车工具和备用轮胎物重量，不包括

驾驶员、乘客和货物的重量。单位为公斤。 （二）载重量。

指汽车行驶时的最大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公斤。 （三）总重

。指汽车自重与载重量之和。单位为公斤。 （四）汽车外形

尺寸。指汽车的长、宽、高和前悬（汽车前轴中心至保险杠

外侧之间的距离）及后悬（汽车后桥中心至车架末端之间的

距离）。单位为毫米。 （五）最小离地间隙。指汽车满载行

驶时，离地最低点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 （六）

轴距。指汽车前后轴中心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 （七）轮

距。指汽车同一轴上左右两轮中心之间的距离。如系双轮胎

时，则为同一轴一端两轮胎中心至另一端两轮胎中心间的距



离。单位为毫米。 （八）接近角。汽车满载时从最前端的对

前轮所作的切线与道路平面构成的夹角称为接近角，单位为

度。 （九）离去角。汽车满载时从最端的最低处对后轮所作

的切线与道路平面构成的夹角称为离去角，单位为度。 （十

）最小转变半径。指汽车转变时，当方向盘转到最大极限时

，外侧前轮所滚过的轮迹半径。单位为米。 （十一）最大爬

坡度。指汽车在最大牵引力下所能爬坡度的能力。单位为度

。 （十二）最大车速。指汽车在良好的平路上所能最达到的

瞬时最高行驶速度。单位为公里/小时。 五、汽车的安全性能

汽车的安全性能，主要有制动性能、稳定性和通过性等。 （

一）制动性能。是指汽车在行驶中能强制降低行驶速度直至

停车，或在下坡时保持一定速度的能力。制动性能是汽车重

要性能，直接关系到汽车的安全行驶。评价汽车制动性能的

指标，主要有制动速度、制动时间和制动距离三项。 （二）

稳定性。是指汽车在各种行驶条件下，抵抗倾覆和侧滑的能

力。它是影响汽车安全性能的重要因素。汽车的稳定性可分

为纵向稳定性和横向稳定性。 （三）通过性。又称越野性，

是指汽车所具有的在各种条件下克服行驶阻力和障碍的能力

。 此外，对汽车安全行驶有影响的其它性能，还有机动性、

牵引性、坚固性、可靠性和操作性等。 六、汽车驾驶安全操

作规定 为了保证汽车行驶中的安全，驾驶人员必须遵守以下

操作规定。 （一）发动机未熄灭时，不得添加燃油。 （二）

严禁用汽油擦洗车辆、清洗零件和烘烤车辆。 （三）检查油

箱的油量严禁用明火照明，在汽车周围应少用或不用各种火

源。 （四）向汽车加油必须经过汽油泵和滤清器，严禁使用

各种容器或其它方式加油，不得向发动机上的汽化器直接加



油。 （五）严禁将盛装汽油的容器存放在驾驶室内 （六）使

用四乙铅汽油或混有动力苯的汽油时，严禁用嘴吮吸或吹通

油管及汽化器附件，以防止中毒和损伤皮肤。 （七）汽油着

火时，应用灭火器或砂土、麻袋及衣物等扑灭，不得浇水，

以防止汽油浮到水面上而扩大火势。 （八）在有汽油的地方

，禁止吸烟，不得有火种。 （九）严禁使用高压线“吊火”

。 （十）严禁用短路方法检测电路导线通断情况。 （十一）

汽车电线着火时，应立即关闭电源，迅速拆去蓄电池导线。 

（十二）调整发电机上的传动胶带时，发动机必须处于停止

转动状态 （十三）一切容易发生转动和位移的部位，应避免

用手直接接触。 （十四）拆卸机件时，不得使用不合适的工

具。拆卸轮胎时，须用千斤顶将车顶起，再放置托架，以做

到稳固，并用三角木块塞住其它车轮，防止车轮滑动发生事

故。 （十五）在车下作业时，车辆应选择平坦地点停放，前

后车轮用三角木块塞住，拉紧手刹车，并将变速杆放入空档

，方准作业。 七、驾驶员的安全管理 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员

的安全管理，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 （一）企业内机动车辆

驾驶员的管理规定。 1.企业要建立健全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

员的管理制度和档案，并认真贯彻执行。 2.企业内机动车辆

驾驶员属特种作业人员，应按有关规定对他们专门培训、考

核，领取驾驶证后方可驾驶车辆。 3.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员

调离本企业，尚须从事本职业时，须持新接受单位证明信件

到所在市劳动行政部门手续。 4.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不

得从事驾驶工作6个月至1年者，再从事驾驶工作时，应经所

在市劳动行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复试；1年以上者，应重新

考核；已过退休年龄者，不得从事车辆驾驶工作。 5.企业内



机动车辆驾驶员应按规定时间接受审验、复试。 6.企业内机

动车辆驾驶员应遵守国家法纪和《企业内道路交通管理规则

》，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机动车辆驾驶员必须遵守

的规定。 1.驾驶车辆时，必须携带驾驶证、行车执照。 2.行

车时，应关好车门、车厢，不准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机件失

灵或违章装载的车辆。 3.不准驾驶与准驾车类不相符的车辆

。 4.不准在驾驶车辆时吸烟、饮食、攀谈或做其它妨碍行车

安全的活动，严禁酒后驾驶车辆。 5.不在身体过度疲劳或患

病、有影响行车安全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不准将车交给无证

人员驾驶。 6.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试车时应悬挂试车牌照，

不得在非指定段试车。 7.自觉接受企业安全技术部门、车辆

管理部门及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安全指挥和违章处

理。 8.机动车辆驾驶员负有监督装卸的责任。 （三）对教练

员、学习驾驶员和实习驾驶员的规定。 1.教练员应具有3年以

上安全行车经历。执教时，学习驾驶员若违反本规则，发生

交通事故，教练员应负有主要或全部责任。 2.学习驾驶员应

与教练员并坐学习驾驶，车上不准乘坐与教练员无关人员。

3.学习驾驶员须经理论考试合格后，持核发的学习执照，方

可进行准驾车类的实习驾驶。 4.实习驾驶员不准单独驾驶执

行任务的、警备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平板拖车、起重

机及载运易燃易爆物品的车辆。 5.实习驾驶员可按学驾车类

单独驾车，但驾驶带挂车汽车、大型矿车和大型轮式装载机

械，则须由正式驾驶员并坐监督驾驶2个月。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