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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危货驾驶员岗位现场操作比赛技术方案（暂行）

危货驾驶员安全应急与操作能力竞赛是对危险货物驾驶员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出车检查、应急防护用品穿戴、途中停车

警告标志设置、事故报警、泄漏点处置等事故前期处置能力、

实际操作技能、临场安全意识、时间观念、严谨工作态度的综

合考评。本项目满分为 100 分。

一、竞赛时间

竞赛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二、竞赛场地要求和布局

(一)场地

1、场地，光线充足，通风良好。

2、比赛区域边界明确，各比赛工位之间有适当隔离距离。

各工位按照比赛要求，统一布置裁判用桌椅、竞赛车辆、随车

工具等。

3、工位布局：

出车前安全检查场地工位：长 25 米，宽 10 米；各工位之

间相隔 2 米以上。

事故报警与初期处置场地工位：长 70-100 米，宽 10 米；

各工位之间相隔 2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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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使用的主要器材（括号内数字为单工位数量，“若

干”表示按参赛人数配备）

1.出车前安全检查：

1.1 参赛选手自备：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安全鞋和安全帽、

工作手套。

1.2 承办方配备：

牵引车、常压罐挂车（1），随车配备：干粉灭火器（3）、

安全告示牌（1）、菱形牌（1）、静电拖地带（主车 1/挂车 2）。

按道路安全卡配备基本安全应急设备，并放置在收纳箱内：

轮挡（2）、三角警告牌（1）、洗眼液（1）、反光背心（2）、

防爆手电（1）、防化手套（1）、护目镜（1）、应急逃生面具

（1）、防爆铲（1）、堵漏垫（1）。

其他应急器材，定位存放：交通锥（5）、急救药箱（1）、

防爆活扳手（1）、防爆固定扳手（1）。

安全检查用具：轮胎花纹检测仪（1）、榔头或撬杠（1）、

抹布或餐巾纸（若干）。

随车资料：道路安全卡（1）、SDS（1）、电子运单（1）。

裁判用具：秒表（1）、对讲机（1）、评分表（若干）、

A4 夹板（若干）、黑色水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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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报警与初期处置：

2.1 参赛人员自备: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安全鞋。

2.2 承办方配备：

牵引车、常压罐挂车（1），随车配备：干粉灭火器（3）、

安全告示牌（1）、菱形牌（1）、静电拖地带（主车 1/挂车 2）。

按道路安全卡配备基本安全应急设备，并放置在收纳箱内：

轮挡（2）、三角警告牌（1）、洗眼液（1）、反光背心（2）、

防爆手电（1）、防化手套（1）、护目镜（1）、应急逃生面具

（1）、防爆铲（1）、堵漏垫（1）。

应急防护用品：轻型防化服（若干）、防化靴（大中小各

1）、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1），包括面罩（1）和滤毒盒（有

机和无机各 2）、护目镜（1）、安全帽（搭扣式帽带 1）、防

化胶带（若干）。

其他应急器材，定位存放：交通锥（5）、防爆接液桶（1）、

吸附棉片（若干）、吸附棉条（1）、防爆活扳手（1）、防爆

固定扳手（1）、急救药箱（1）、废液回收桶（1）、有害废物

处理袋（2）等。

资料：道路安全卡（1）、SDS（1）、电子运单（1）。

裁判用具：秒表（1）、对讲机（1）、评分表（若干）、

A4 夹板（若干）、黑色水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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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赛流程

（一）出车前安全检查

人员到位，向裁判请求开始。检查流程和要点如下：

1.确认穿着正确的个人防护用品（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

安全鞋、安全帽、工作手套）。

2.检查车辆周围安全情况。

3.检查润滑油、防冻液、头挂连接线、牵引销

可随机把发动机润滑油油位、防冻液液位、气管电线检查、

牵引销检查这四项检查项中设置故障，如油位不够、头挂连接

线虚接等，考查驾驶员能否发现隐患。

4.灯光检查、喇叭、雨刮器和仪表盘指示

可随机把灯光、喇叭、雨刮器、仪表盘设置在故障状态，

考查驾驶员能否发现隐患。

5.检查轮胎和静电带

可设置 1 个轮胎气压不够或超压，静电带末拖地，考查驾

驶员能否发现隐患。

6.检查灭火器、标志标牌、紧急切断阀、运单

可设置灭火器压力指针不在红色区域内或皮管老化的灭火

器，菱形牌和安全告示不一致，紧急切断阀末关闭，是否按规

定携带电子运单（口头报告），考查驾驶员能否发现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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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照道路安全卡，清点并检查随车的基本安全应急设备

可设置 1 项应急设备缺失、错配或失效，考查驾驶员能否

发现隐患。

详见附录 1-1 驾驶员出车前安全检查评分表

（二）事故报警与初期处置

事故模拟场景：一辆满载 30 吨甲醇罐车在国道上行驶发生

事故，导致车辆一侧的阀门箱受损。

主要包括以下操作：

1.开危险报警灯，靠右侧停车、拉手刹，关闭发动机

2.迅速下车查看事故情况，发现阀门箱变形，可能由于紧急切

断阀内漏导致操作球阀法兰连接面受损处泄漏。立即检查并确

认紧急切断阀处于关闭状态；迅速关闭车上总电源和危险报警

灯。

3.车后方设置警示标志

（1）迅速穿好反光背心，拿好三角警告牌下车。

（2）迅速在车后 50~100 米处设置三角警告牌和交通锥（5

只）。

4.事故报警

在事故点上风口向主管部门及单位报警。报警（救援）电

话报告主要内容：事故发生时间、地点、车牌号码；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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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装载量；泄漏、着火、人员伤亡情况；报警人姓名、联

系电话等。

5.应急防护用品检查与穿戴

（1）轻型防化服、防化靴检查与穿戴

（2）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检查及穿戴（依据抽签介质选择

合适的滤毒盒）

（3）护目镜、安全帽、防化手套检查与穿戴

（4）整装穿戴完毕后，检查其舒适性和运动灵活性。

6.车辆设置轮挡，在泄漏点附近放置灭火器。

7.初期处置要点

7.1 接液和围堵

取下吸附棉片、围油栏和防爆接液桶：

（1）将吸附棉片置于泄点地面

（2）防爆接液桶摆放在吸附棉片上接液收集

（3）再将围油栏布设呈圆环状，把整个泄漏区域包围住

（4）取下堵漏垫放在附近下水道入口处。

7.2 泄漏点处置

（1）再次检查并确认紧急切断阀已关闭

（2）检查并确认球阀已关闭到位，确认并上紧闷盖

（3）用防爆扳手紧固泄漏法兰面的所有螺栓（要求对角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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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用两个扳手配合）。

8.善后处理

（1）把防爆接液桶内液体倒入有害物回收桶内

（2）用吸附棉片将阀门箱内和地面擦拭干净

（3）回收吸附棉片、吸附棉条、接液桶和堵漏垫，全部装

入有害物处理袋中，用防化胶带扎紧袋口

（4）检查确认泄漏源已消除，所有泄漏区域已清理干净并

回收，现场无可燃蒸汽

（5）脱下应急防护用品，归原位；开启危险报警灯

（6）回收灭火器归原位

（7）回收三角警告牌、交通锥和轮挡，归原位

详见附录 1-2 驾驶员事故初期处置评分表

（三）注意事项

1.选手在每个项目开始和结束时均要向裁判报告开始和操

作完毕。

2.受时间限制,在事故前期处置时主要考核各模块的正确处

置情况，实际操作中的先后顺序应按相应规程执行。

四、操作规则

1.参赛选手向裁判员报告，报告词 XXX 号选手准备完毕，选

手出示身份证或驾驶证，裁判员将选手证件与花名册核对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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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裁判员示意选手进入竞赛场地。

2.驾驶员边查边说检查项目，评分项中未做到（末口头讲

到）均按标准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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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危货驾驶员岗位现场操作比赛评分表

附录 1-1：驾驶员出车前安全检查评分表

选手号：________________（由选手填写）

裁判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24 年___月___日

总得分： 总用时：

说明：

1.本竞赛项目满分为 20 分，限时 10 分钟。助理裁判在第 8 分钟报时一次，时限内

未完成项不得分。

2.安全规则：①选手未按大赛要求穿戴基本的个人防护用品，裁判员应当场纠正并

每项扣 1 分。②选手违背大赛安全规定的（上下车未按三点式、意外启动车辆的），

裁判员应当场纠正并每次扣 1 分。

4.所有检查项，须口头报告检查结果，否则该检查项按未检查不得分。检查动作没

有做到位的，该项不得分。

5.赛前设置的隐患项如未查到的，该检查项不得分。

6.检查顺序不作要求，选手可自行安排。

序

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分值

完成

情况

（X/

√）

扣分
得

分

1 确认穿着正确的个人防护用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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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安全鞋、安全帽、

工作手套）

2 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和停车区周边安全 1

3

检查润滑油、防冻液、头挂连接线、牵引销(4

分)

3.1

检查发动机润滑油油位。

（首次抽出油尺须擦拭干净，再次插入稍作

停顿后，抽出油尺，向裁判展示液位是否处

于上下限之间）

1

3.2 检查防冻液液位。 1

3.3

检查头挂连接线。

（须触摸气、电线路和接头，确认气、电线

路有无老化、裂纹或接头是否松动）

1

3.4

检查牵引销和鞍座是否锁住。

（须轻轻拉动牵引销手柄、拨动锁扣，确认

有无松动和异常；观察牵引销无异常变形并

在锁箍内）

1

4
灯光检查、喇叭、雨刮器和仪表盘指示（3

分)

4.1

检查左右转向灯、刹车灯、危险报警灯是否

正常。

（口头汇报，不需下车，由助理裁判确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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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余灯光不需检查）

4.2
检查气、电喇叭、雨刮器工作是否正常。

（雨刮的快档和慢档均需喷水测试）
1

4.3

仪表盘显示是否正常。

（发动机点火，检查各仪表指示，按实报告

检查结果）

1

5 检查轮胎、静电带(4 分)

5.1

检查牵引车方向轮和挂车第一桥轮胎气压、

花纹深度是否合格。注：为节省比赛时间，

其余轮胎检查不作要求。

（用专用工具轻轻敲打轮胎胎面，听声音确

认轮胎气压是否正常；用轮胎花纹检测仪测

量轮胎花纹深度，对照轮胎花纹深度标准：

方向轮不低于 3.2mm，其余轮胎不低于

1.6mm，报告结果）

2

5.2 检查同轴轮胎花纹是否一致。 1

5.3
检查全车静电带拖地接触面是否符合要求。

（展示拖地带接触面铜线裸露）
1

6
检查灭火器、标志标牌、紧急切断阀、电子

运单(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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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全车 3 只灭火器是否完好：

·灭火器在有效期内（须分别说明干粉灭火

器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把手无松动，保险销和铅封完好，胶管、

喷嘴无老化或破裂

·压力表指针处于绿区

2

6.2
检查三道关（紧急切断阀、装卸球阀和闷盖）

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2

6.3

检查是否按规定携电子运单，安全告示和菱

形标志牌同货物和电子运单相一致。（电子

运单放在驾驶台上）

1

7
对照道路安全卡，清点并检查随车的基本安

全应急设备是否齐全、完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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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驾驶员事故初期处置评分表

选手号：________________（由选手填写）

裁判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24 年___月___日

总得分： 总用时

说明：

1.本项目竞赛满分为 80 分，限时 20 分钟，规定时限内未完成项目不得分

2.比赛开始时抽签决定所承运的危险货物

3.选手如发现应急器材缺失或损坏，及时报告裁判中止比赛（停止计时），待修复

后继续开始

序号 评分内容及标准 分值

完成

情况

（X/

√）

扣分
得

分

1 事故紧急停车操作(国道上)(3 分）

1.1

打开危险报警灯，模拟缓慢减速后，向道路

最右侧停车

备注：夜间要打开示廓灯

2

1.2 拉手闸，发动机熄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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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迅速下车查看事故情况：

发现阀门箱变形，可能由于紧急切断阀内漏

导致操作球阀法兰连接面受损处泄漏。（2

分）

2.1 立即检查并确认紧急切断阀处于关闭状态 1

2.2 迅速关闭车上总电源和危险报警灯 1

3 车后方设置警示标志（10 分）

3.1

穿戴安全帽和反光背心，拿好三角警告牌下

车

下车时，伸手判断并报告风向

（风向可由选手自行选定）

注：灭火器放置、报警须在泄漏点的上风方

向，与选手报告的风向一致）

2

3.2

布置交通锥 5 个：

第一个交通锥位于罐车尾部左后侧1~2米，

交通锥间隔约 10 米

4

3.3
设置三角警告牌，位于罐车尾部中心线

50~100 米之间，并与交通锥整体呈弧形
4

4 报警与报告（10 分）

4.1 119 报警：站在离事故点上风口 50 米处 2

4.2 说明事故地点、事故车辆号、事故发生时间 2

4.3 说明危化品名称、装载量、危险程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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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说明有无泄漏、有无着火，有无人员伤亡 2

4.5 说明报警人姓名，报警人联系电话 1

4.6
向单位领导报告（说明一下有这个程序，电

话可以不打）
1

5 应急防护用品穿戴（30 分）

5．1 轻型防化服、防化靴检查与穿戴（10 分）

5.1.1 检查并摘下身上尖锐物。 1

5.1.2

检查防化服尺码合适

检查防化服有无破损，配件有无缺失、有无

打结缠绕。

（打开拉链、撑开颈口和胸襟、正反面均须

检查）

3

5.1.3 正确穿上防化服。 1

5.1.4

拉好防化服拉链（注：如双层拉链，两层均

需要拉上）。

撕掉防化服密封条，将防化服的胸襟盖片、

领口和下摆各处均黏贴密封。

系好腰带（如有）。

2

5.1.5

检查防化靴尺码合适、外观无缺陷，穿上防

化靴。

将防化服裤管套在防化靴外面。

用防化胶带将防化服裤腿口封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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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检查及穿戴（10 分）

5.2.1
检查面罩是否完好无损。

试戴、吸气测试面罩有无漏气。
1

5.2.2
检查核对滤毒盒是否适用于所承运的危险

货物（选手抽签决定哪一种危险货物）。
2

5.2.3
检查滤毒盒是否在有效期内。

检查滤毒盒有无破损、锈蚀和受潮。
2

5.2.4

组装面罩和滤毒盒：将面罩与滤毒盒接口进

行对接、按压并扣紧，然后旋转调整。

检查组装后的面罩和过滤盒是否连接完好。

2

5.2.5

对防毒面具进行整体的气密性测试：用手堵

住滤毒盒进气孔深吸气一次。

（面罩应有轻微的塌陷，面部和面罩之间无

空气渗入）。

1

5.2.6

佩戴（1）：将面罩罩住口鼻，将头带的锢

套放置在后脑勺适当位置，并将颈带环套至

颈后。

佩戴（2）：调整（拉紧）面罩上各个松紧

带（如颈带、面带、头顶带），使防毒面具

与面部密封贴合。

2

5.3
护目镜、安全帽、防化手套检查与穿戴（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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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检查护目镜是否完好。

佩戴护目镜，并确保护目镜能够有效防护眼

部区域。

1

5.3.2
戴轻型防化服头罩。

系好防化服颈带扣。
1

5.3.3

检查安全帽外观完好性。

佩戴安全帽（女司机把头发塞进帽衬里面）：

调整安全帽帽箍松紧并拴紧下颌带。

2

5.3.4 选择与危险货物相适应的防化手套。 1

5.3.5

检查防化手套外观是否有破损。

将防化服袖口套在防化手套外。

用防化胶带将防化服袖口封牢。

（防化手套选择错误本项目不得分）

3

5.4
整装穿戴完毕后，检查其舒适性和运动灵活

性（2 分）

5.4.1

应急防护用品整装穿戴完毕后，分别做一次

左、右弯腰伸展和下蹬运动，检查其舒适性

和运动灵活性。

2

6
车辆设置轮挡，泄漏区附近放置灭火器（2

分）

6.1 选其中 1 个挂车轮胎，在其前后设置轮挡 1

6.2 在泄漏区域上风口约 2 米处，放置灭火器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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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应急备用

7 泄漏点应急处置、接液和覆盖(11 分)

7.1 接液围堵（5 分）

7.1.1

取下吸附棉片、围油栏和防爆接液桶：

①将吸附棉片置于泄点地面

②防爆接液桶摆放在吸附棉片上接液收集

③再将围油栏布设呈圆环状，把整个泄漏区

域包围住

3

7.1.2

取下堵漏垫放在附近下水道入口处

（撕开堵漏垫保护膜，用脚踩实堵漏垫，使

其与下水道黏合，确保四周密封）

2

7.2 处置泄漏点（6 分）

7.2.1

①再次检查并确认紧急切断阀已关闭

②检查并确认球阀已关闭到位，确认并上紧

闷盖

③用防爆扳手紧固泄漏法兰面的所有螺栓

（要求对角拧紧，用两个扳手配合）

6

8 善后处理（12 分）

8.1 把防爆接液桶内液体倒入有害物回收桶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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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用吸附棉片将阀门箱内和地面擦拭干净 2

8.3

回收吸附棉片、吸附棉条、接液桶和堵漏垫，

全部装入有害物处理袋中，用防化胶带扎紧

袋口

2

8.4
检查确认泄漏源已消除，所有泄漏区域已清

理干净并回收，现场无可燃蒸汽
2

8.5
脱下应急防护用品，归原位；开启危险报警

灯
2

8.6
回收三角警告牌、交通锥、轮挡和灭火器，

归原位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