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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提出。 

本文件由河南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州水务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安科院安全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司恭、吕飞业、张成玉、耿剑统、申晨亮、张南、周涛、韦怀德、许亮、张胜

利、邢璐、王凯峰、李广辉、车奇星、叶红磊、张雪、苏齐松、杨伟利、岳志奇、范艳敏、张帅、魏萌

萌、祁珍丽、何丰昌、郭毅方、王子君、张素娟、程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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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安全技术要求、安全管理要求、防护装备设施配

备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有限空间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78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范 

GB/T 3805  特低电压（ELV）限值 

GB 3836.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部分：钢斜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6220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GB/T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 8958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 9448  焊接与切割安全 

GB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58  作业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6556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 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 20653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DB41/T 2107—2021 

2 

 3.1 

有限空间 

封闭或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狭窄或进出受限，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

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3.2 

有限空间作业 

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动。 

 3.3 

缺氧环境 

空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比低于19.5%的环境。 

 3.4 

富氧环境 

空气中氧的体积百分比高于23.5%的环境。 

 3.5 

隔离 

阻止有害物质和能源（水、电、气、汽）进入有限空间的封闭、切断、阻断等措施。 

 3.6 

作业单位 

进入有限空间实施作业的单位。 

 3.7 

发包单位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作业单位实施的单位。 

 3.8 

作业负责人 

由作业单位确定的负责组织实施有限空间作业的管理人员。 

 3.9 

作业人员 

进入有限空间内实施作业的人员。 

 3.10 

监护人员 

为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在有限空间外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人员。 

4 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作业单位应按照 GB/T 6441、GB/T 13861的要求，针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4.1 

有限空间危险有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4.2 

a) 设备设施内外之间相互隔离或隔断，导致作业空间通风不畅，照明不良，通讯不畅； 

b) 活动空间较小，工作场地狭窄，易导致作业人员出入困难，相互观察不便，不利于作业监护

和实施救援； 

c) 湿度和热度等较高，作业人员能量消耗大，易于疲劳； 

d) 存在可燃性气体、蒸气和气溶胶的浓度超过爆炸下限(LEL)；作业环境中爆炸性粉尘浓度达到

或超过爆炸下限；作业环境中存在缺氧或富氧环境；作业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浓度超过 GBZ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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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2.2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易引发中毒和窒息、火灾或爆炸事故；存在腐蚀性介质，易造

成灼烫事故； 

e) 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坍塌、淹溺等。 

5 安全技术要求 

安全确认 5.1 

5.1.1 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应对实施作业的全体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作业方

案、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并履行签字确认手续。 

5.1.2 作业前，应对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作业设备和工具的齐备性和

安全性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立即补充、修复或更换。 

5.1.3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种类及数量应根据作业方案确定。其中，个体防护装备的选用应符合   

GB 11651的规定。 

5.1.4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根据同时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点的数量进行足额配置。 

5.1.5 作业前应对作业区域采取封闭或警戒措施，并在出入口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和危害告知牌，必要时应设置围挡。 

5.1.6 夜间实施作业，应在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设置警示灯，地面作业人员应穿戴高可视性警示服，

高可视性警示服应符合 GB 20653的规定。 

5.1.7 占用道路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应设置符合规定的交通安全设施。 

5.1.8 存在爆炸危险的有限空间，开启出入口时应采取防爆措施。 

5.1.9 作业人员应站在上风侧开启出入口。若受出入口周边区域限制，开启时可能受到内部气流冲击

时，人员应当佩戴相应的呼吸防护用品。 

5.1.10 存在可能危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设备设施、物料及能源时，应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 

5.1.11 作业人员与监护人员应事先规定明确的联络方式，确保作业人员与监护人员联络畅通，随时按

规定的联络方式与作业人员取得联系。 

通风 5.2 

5.2.1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进行通风换气。对于存在可燃气体、蒸气，直接通风可引起火灾爆炸

的有限空间，应先进行清洗、清空或置换。 

5.2.2 可利用人孔、手孔、料孔、风门、烟门等进行自然通风，自然通风时间应不少于 30 min。 

5.2.3 对自然通风后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和（或）处于低洼处或密闭环境等自然通风效果不良的有限空

间，应采用机械强制通风，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少于 6 次。 

5.2.4 机械通风可设置作业点局部通风，辅以全面通风。当作业点不固定时，则可采用移动式局部通

风或全面通风。 

5.2.5 当有限空间内存在密度大于空气的气体时，抽风机的吸风口应设置在有限空间的下部。当有限

空间内存在与空气密度相同或小于空气密度的气体时，还应在有限空间上部增设抽风机吸风口。 

5.2.6 应向有限空间输送清洁空气。除窒息急救等特殊情况，严禁用富氧空气或纯氧进行通风换气。 

5.2.7 在使用机械强制通风时，应确认有限空间是否处于易燃易爆环境中。当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

时，应使用防爆型通风设备。 

5.2.8 有限空间设置固定机械通风系统的，应全程运行。 

5.2.9 在既有送风又有抽风的情况下，应防止有限空间风流短路或出现通风死角。 

5.2.10 有限空间内进行涂装、防水、防腐、动火、清淤等作业的，应在作业过程中持续进行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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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5.3 

5.3.1 在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对作业环境中的空气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时间不应早于作业开始前   

30 min。检测指标应包括氧浓度、易燃易爆物质（可燃性气体、可燃性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等。在未测定氧气浓度以及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前，不应进入有限空间。 

5.3.2 测定有限空间中的空气质量，应按照测氧--测爆--测毒的顺序进行。 

5.3.3 氧气、可燃气体或（和）有毒气体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应定期检测检验，应符合 GB 12358的要求。 

5.3.4 检测人员应在危险环境以外进行检测，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可通过采样泵或导管将气体样

品引到检测仪器中。检测应从出入口开始，沿人员进入有限空间的方向进行，采样点应在作业环境的上、

中、下部位和不易置换到的角落选取。 

5.3.5 有限空间内气体环境复杂时，作业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能力的单位进行检测。 

5.3.6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的空气中氧气含量应在 19.5%～23.5%范围内。空气中的含氧量低于 19.5%或

大于 23.5%时，应有声光报警信号。无氧作业环境除外。 

5.3.7 有害气体浓度不应超过 GBZ 2.1规定的限值。 

5.3.8 有限空间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应低于爆炸极限下限的 25%。 

5.3.9 作业中断超过 30 min，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重新进行检测分析。对可能释放

有害物质的有限空间或有限空间涂刷具有挥发性溶剂的涂料时，应连续检测分析。 

5.3.10 当进入有限空间内作业时间较长时，应至少每 30 min 检测一次有害气体和氧气含量；若检测

结果有明显变化，应查明原因；若发现超标，应立即停止作业，迅速撤出人员。 

5.3.11 在密闭或狭小有限空间作业时，作业人员连续工作时间不应超过 30 min。 

5.3.12 气体检测结果应如实记录，内容应包括检测位置、检测时间、气体种类和浓度等信息。检测记

录应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归档保存。 

作业 5.4 

5.4.1 在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符合要求后，

作业负责人方可许可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流程图见附录 A。 

5.4.2 使用踏步、安全梯、三脚架的，作业人员应检查其牢固性和安全性。 

5.4.3 作业人员应遵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设备工具、检测仪器、通讯器材、应急

物资和装备等，并与监护人员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5.4.4 作业过程中应对作业环境进行实时监测。 

5.4.5 作业人员进入缺氧的有限空间时应采取强制通风，作业行为应符合 GB 8958的规定。 

5.4.6 作业人员进入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有限空间实施作业，应符合 GB 15577 的要求。 

5.4.7 进入存在可燃气体的有限空间作业时，应配备灭火器材。 

5.4.8 从事清淤过程中可能短时释放大量有害物质的有限空间作业时，作业人员应佩戴符合 GB 6220、

GB/T 16556及 GB/T 18664规定的正压隔绝式空气呼吸器或自吸隔绝式长管呼吸器；佩戴自吸式长管呼

吸器时，应检查其气密性，防止通气长管被挤压，其吸气口应置于清洁空气上风口，并有专人监护；必

要时应拴带救生绳。 

5.4.9 进入有限空间进行焊接和切割作业时，焊接设备、切割机具、气瓶、电缆及其它器具的放置，

电弧的辐射及飞溅伤害隔离保护应符合 GB 9448 的有关规定。 

5.4.10 作业期间发生作业人员身体不适、防护设备设施装备失效、气体检测报警器报警或其他可能危

及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等情况时，应及时向监护人员报告，立即中断作业，撤离有限空间。 

电气设备与照明 5.5 

5.5.1 存在可燃气体的作业场所，所有的电气设备设施及照明应符合 GB 3836.1 的有关规定。 



DB41/T 2107—2021 

5 

5.5.2 在有限空间内不应使用明火照明。 

5.5.3 有限空间内使用的照明灯具电压应不大于 24 V，在积水、结露等潮湿环境的有限空间和金属容

器中作业，如锅炉、金属容器、管道、密闭舱室等狭窄的工作场所，照明灯具包括手持行灯额定电压应

不大于 12 V。在潮湿容器中作业，作业人员应站在绝缘板上，同时保证金属容器接地可靠。 

5.5.4 手持行灯应有绝缘手柄和金属护罩，灯泡的金属部分不应外露。 

5.5.5 行灯使用的降压变压器，应采用隔离变压器，安全电压应符合 GB/T 3805 的规定。行灯的变压

器不应放在锅炉、加热器、水箱等金属容器内和潮湿的地方；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 MΩ，并定期检测。 

5.5.6 手持电动工具应定期检测绝缘电阻，并有记录，绝缘电阻应符合 GB 3787的有关规定。 

机械设备 5.6 

5.6.1 机械设备的运动、活动部件均应采用封闭式屏蔽，各种传动装置应设置防护装置。 

5.6.2 机械设备上的局部照明均应使用安全电压。 

5.6.3 机械设备上的金属构件均应有牢固可靠的 PE线。 

5.6.4 设备上附有的梯子、检修平台等，应符合 GB 4053.1、GB 4053.2和 GB 4053.3的要求。 

5.6.5 有限空间作业期间使用的机械设备、工具，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警示标识 5.7 

5.7.1 有限空间周边、隔离措施附近、带有运动部件的场所周围以及人孔、通道等出入口，应设置防

护措施和（或）警示标志。 

5.7.2 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应设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安全告知牌应标明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

应急措施。 

5.7.3 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应清晰、醒目、规范，应符合 GB 2893、GB 2894的规定。 

5.7.4 职业危害警示标识应符合 GBZ 158的规定。 

监护 5.8 

5.8.1 监护人员应在有限空间外全程持续监护，不应离开作业现场，严禁从事与监护无关的活动；未

经许可不应进入有限空间内。 

5.8.2 监护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监护监测。 

5.8.3 监护人员应能跟踪作业人员作业过程，掌握检测数据，适时与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5.8.4 发现异常时，监护人员应立即向作业人员发出撤离警报，并协助作业人员逃生。 

5.8.5 监护人员应防止未经许可的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作业后清理 5.9 

5.9.1 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将全部作业设备和工具带离有限空间。 

5.9.2 应清点人员及设备数量，确保有限空间内无人员和设备遗留后，关闭出入口。 

5.9.3 作业前采取隔离措施的，应解除隔离。 

5.9.4 清理现场后，应解除作业区域封闭措施后撤离现场。 

应急处置 5.10 

5.10.1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时，应根据有限空间安全风险的辨识结果，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装备。应急

救援装备应保证应急救援的需要，并应放置在作业现场。 

5.10.2 应急救援装备应完好、有效。 

5.10.3 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报告，并按照应急预案规定实施应急处置，不应盲目施救。实施救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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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佩戴好防护设备设施，携带必要的救援器材；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流程图见附录 B。 

6 安全管理要求 

日常管理 6.1 

6.1.1 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6.1.2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单位应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规程，包括： 

a)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 

b)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 

c)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d)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e)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理制度； 

f)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6.1.3 对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应进行专项安全培训。 

6.1.4 应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存档保存至少 1 年。台账应包括：有限空间辨识分析结果；有限

空间的数量、位置和具体情况；参加有限空间辨识的人员及其签字；有限空间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

作业审批表；有限空间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有限空间作业统计信息表。 

6.1.5 应根据有限空间作业特点，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符合 GB/T 29639的规定。 

6.1.6 应按规定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培训、演练、评估、更新。 

6.1.7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单

位，并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前期准备 6.2 

6.2.1 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进行安全风险辨识，编制作业方案，办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见附录 C）；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应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6.2.2 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应保证身体无妨碍从事相应工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并具备相应岗位作

业要求的资质。 

6.2.3 作业前应对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

训教育，确保有关人员掌握有限空间作业知识和应急处置措施。 

6.2.4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作业方案、作业内容； 

b) 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 

c) 检测仪器、个人防护装备等设备的使用方法； 

d) 紧急情况下的自救常识、中毒窒息和其他伤害的应急处置措施。 

6.2.5 安全带（绳）等防护设施设备每次使用前应认真检查，发现异常立即更换。 

安全职责 6.3 

6.3.1 作业现场应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及其安全职责。 

6.3.2 安全管理人员职责： 

a) 参与审查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安全操作规程； 

b) 审核《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c) 监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及应急救援措施的实施。 

6.3.3 检测人员职责： 



DB41/T 2107—2021 

7 

a) 熟悉检测仪器设备和检测方法； 

b) 按照操作规程对有限空间作业环境进行检测，及时出具检测结果并告知相关人员； 

c) 分析有毒有害介质产生的原因； 

d) 对所检测的数据负责。 

6.3.4 作业负责人职责： 

a) 熟悉作业区域的环境、工艺情况； 

b) 参与审查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安全操作规程；审核《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c) 确认作业人员、监护人员的安全培训及上岗资格，复核清点出入作业场所的人数； 

d) 对实施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交底； 

e) 定时与作业监护人员保持联络，监督危险有害因素的定时检测； 

f) 及时判断和处理异常情况，实施应急处置。 

6.3.5 作业监护人员职责： 

a) 熟悉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要求，判断作业人员行为是否异常； 

b) 作业期间不应擅自离岗，随时与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报警、撤离等信息沟通，在紧急

情况时向作业人员发出撤离警报； 

c) 当发现作业人员出现异常、有限空间外出现威胁作业人员安全的险情、监护人员不能安全有

效地履行职责等情况时，应立即通知作业人员撤离有限空间，并报告作业负责人； 

d) 紧急情况下，协助作业负责人或应急救援人员实施应急处置。 

6.3.6 作业人员职责： 

a) 遵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实施安全作业； 

b) 正确使用安全设施设备与个体防护装备； 

c) 与监护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报警、撤离等双向信息沟通； 

d) 意识到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时，应及时向监护人员报告或自行撤离。 

发包作业管理 6.4 

6.4.1 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不应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6.4.2 发包单位应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作业单位，并对作业单位

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核和存档。 

6.4.3 发包单位应与作业单位签订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职责。 

6.4.4 发包单位应对作业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开展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及时督促整改。 

7 防护装备设施配备与管理 

作业单位应根据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环境情况，配备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 7.1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7.2 

a) 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呼吸器、送风过滤式呼吸器、供气隔绝式呼吸器、携气隔绝式呼

吸器； 

b) 防坠落装备：安全带、安全网、安全绳、自锁器、缓冲器、三脚架等； 

c) 其他防护装备：安全帽、防护服（防静电服等）、防护眼镜、防护手套、防护鞋（绝缘鞋、

防静电鞋等）等； 

d) 检测设备：氧气、可燃性气体、有毒气体、粉尘的浓度检测报警器； 

e) 安全器具：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安全梯、防爆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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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7.3 

应配备专人负责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检验、报废和更换工作；7.4 

发现缺失或影响安全使用时，应及时补充、修复或更换。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技术资料、说明书、维修记录、计量检定报告等应存档保7.5 

存，并易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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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有限空间作业流程图 

图A.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流程图。 

 

 

 

 

 

 

 

 

 

 

 

 

 

 

 

 

 

 

 

 

 

 

 

 

 

 

 

 

 

 

 

 

 

 

 

 

 

图A.1 有限空间作业流程图

关闭作业空间 

恢复：水、电、蒸汽、物料 

作业结束 

退出作业空间 

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送风

式空气呼吸器 

监护 持续气体检测 

佩戴防护用品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气体检测 

合格 

进入有限空间 

作业 

作业人员退出 

不合格 合格 

通风、清洗 

测定，标定：水、电、蒸汽、物料 

现场气体检测 

申请许可 不许可 

许可 

风险识别，评价及采取安全措施 

打开通道,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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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流程图 

图B.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流程图。 

 

 

 

 

 

 

 

 

 

 

 

 

 

 

 

 

 

 

 

 

 

 

 

 

 

 

 

 

 

 

 

 

 

 

 

图B.1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流程图

监护人发出呼叫信号 

立即通报作业单位现场负责人 向 110、119、120 发出求救 

通报有关应急管理局及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 

启动事故救援 

气体检测 

佩戴正压式呼吸器、安全

带、其他防护用品 
消防及医疗救护人员 

进入事故有限空间 监护 

救出遇险人员 

保护好事故现场 

等待事故调查 

将遇险人员置于空旷、通风地带、 

现场紧急救护、等待专业医护人员 

送往专业医疗单位救治 

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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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表C.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表C.1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 

编  号  
有限空间 

名    称 
 

发  包 

单  位 
 

作  业 

单  位 
 

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 
 

作  业 

内  容 
 

填  报 

人  员 
 

作  业 

人  员 
 

监  护 

人  员 
 

采样 

分析 

数据 

检测 

项目 
氧含量 可燃气体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或粉尘浓度 

检测 

人员 

 

检测 

结果 
 

     检测 

时间 

 

     

批准作业

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序号 主要安全措施 

确认安全措施符合要求 

作业监护人员 作业负责人 作业单位安全员 

确认情况 签  字 确认情况 签  字 确认情况 签  字 

1 作业人员作业安全教育       

2 连续检测的仪器和人员       

3 检测用仪器准确可靠性       

4 呼吸器、梯子、绳缆等抢救器具       

5 通风排气情况       

6 氧气浓度、有害气体检测结果       

7 电气、照明设施       

8 个人防护用品及防毒用具       

9 通风设备       

10 隔离措施       

11 其它措施       

作业负责人意见： 

签名：                时间： 

安全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                时间： 

现场负责人和 

完 工 时 间 

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时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