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叉车安全生产培训试题 
一、选择题 

  1、结冰、积水、积雪的道路，无人看守道口，恶劣天气能见度在 30 米以

内时， 每小时不得超过(A)千米 

  A、10 B、20 C、30 D、5 

  2、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将厂内机动车辆分为( C)类。 

  A、11 B、12 C、13 D、14 

  3、厂内运输的作业方式有(B)种， 

  A、3 B、4 C、5 D、6 

  4、机动车不得在平行铁路装卸线钢轨外侧(A)米以内行使。 

  A、2 B、3 C、4 D、5 

  5、驾驶员不从事驾驶工作时间为(C)者，再从事驾驶工作时应经厂交通安全

管理部门重新复试。 

  A、1~3 个月 B、3~6 个月 C、6~12 个月 D、1 年以上 

  6、厂内车辆侧向最小安全间隙应为(C)米。A、0.4 B、0.5 C、0.6 

  二、填空题 

  1、机动车辆的制动性包括(制动效能)、(制动方向稳定性)。 

  2、制动效能受(道路)、(气候条件)、(车型)等影响。 

  3、一般把操纵性和稳定性称为(车辆的操纵稳定性)，常用(汽车的稳定转向

特性)进行评价。 

  4、稳定转向特性分为(不足转向)、(过度转向)、(中性转向)。 

  5、厂内叉车具有(转弯半径小)、(轮距窄)、(载货后重心偏高)等特点。 



  6、车辆的技术特性有(空车质量)、(载质量)、(总质量)、(车辆外形尺寸)、(最

小离地间隙)、(轴距)、(轮距)、(接近角)、(离去角)、(最小转弯半径)、(最大爬坡

度)、(最高车速)。 

  7、厂内运输的作业方式分为(有轨运输)、(无轨运输)、(连续机械运输)、(人

力搬运)。 

  8、进出厂房、仓库大门、停车场、加油站、上下地中衡、危险地段、生产

现场、倒车或拖带损坏车辆时不得超过(5)千米每小时。 

  9、车辆行使经过交叉路口须提前减速，加强了望，礼让“三先”(先慢)、(先

让)、(先停)。 

  10、厂内车辆事故预防措施主要内容有(厂内运输安全生产的组织措施)、(工

程技术措施)、(安全检查管理措施)、(安全教育措施)。 

  11、安全教育包括(安全知识教育)、(安全技术教育)、(安全思想教育)、(典

型事故案例教育) 

  12、厂内车辆事故预防的基本原则有(事故可以预防的原则)、(防患于未然

的原则)、(对事故的可能原因必须予以根除的原则)、(全面治理的原则) 

  13、厂内车辆事故可以预防是指(损失预防措施)和(事故预防措施)。 

  14、教育对策内容应包括(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态度)等三个方面。 

  15、厂内车辆事故的特性包括(因果性)、(偶然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潜在

性、再现性和预测性)。 

  16、厂内车辆事故一般分为(自然事故)和(人为事故)两大类。 

  17、厂内车辆事故由(人)、(车)、(路)、(环境情况)构成。 

  18、环境可分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生产环境)。 



  19、厂内车辆多发事故的原因有(厂内车辆违章驾驶)、(厂内车辆高速行驶)、

(车辆技术状态不良)、(驾驶技术不熟练)、(厂内道路不好)。 

  20、叉车运行叉齿离地间隙要达(300~400)毫米。 

  21、安全色有(红)、(黄)、(蓝)、(绿)4 种，对比色有(黑)、(白)2 种。 

  22、厂内交通安全标志有(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辅助标志)

等 

  三、判断题 

  1、辅助标志安在主标志的上面，紧靠主标志上缘。(×) 

  2、操纵性丧失往往导致车辆失去操纵，(×) 

  3、稳定性丧失往往导致整车侧滑、回转甚至翻车。(×) 

  4、。两个驱动车轮装有制动器的制动效能比四轮装有制动器的车辆好。(×) 

  5、恶劣天气能见度在 5 米以内或道路最大纵坡度在 6%以上，能见度在 10

米以内时应紧急停止行使。(√) 

  6、有不足转向特性的车辆在固定方向盘转角的情况下绕圆周加速行使时转

弯半径会越来越小。(×) 

  7、过度转向特性的车辆在固定方向盘转角的情况下绕圆周加速行使时转弯

半径会越来越大。(×) 

  8、造成横向翻车的主要原因是不足转向问题。(×) 

  9、遇道口栏杆放下或发出停车信号，须依次停于停车线以外，无停车线应

停在距钢轨 5 米以外，严禁抢道通过。(√) 

  10、在驾驶叉车时急转弯应提前减低车速、 尽量放大转弯半径，以克服离

心力影响 。(√) 



  11、厂内车辆轴距短、轮距窄。(√) 

  12、厂内最高时速在保证安全、无限速标志的情况下每小时 30 千米(√) 

  13、行驶中车辆可以做之字形行驶。(×) 

  14、驾驶证可以转借、涂改。(×) 

  15、驾驶无护顶驾驶室的车辆、进出危险现场时驾驶员应戴安全帽。(√) 

  16、行驶中车辆不得突然制动或停车。(√) 

  17、在指挥倒车时应站在驾驶员对面。(×) 

  18、所有车辆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 

  19、一般情况下车速比白天高一些。(×) 

  20、遇厂内灯光交错或雨天光滑路面光线反射强烈，应用小灯光。(√) 

  四、简答题 

  1、机动车辆的制动性是什么? 

  答：机动车辆的制动性是指车辆在行使中能降低行使速度以至停车的能力。 

  2、制动方向稳定性是什么? 

  答：制动方向稳定性是指车辆制动时不发生跑偏、侧滑而维持直线行使或按

预定弯道行使的能力。 

  3、制动跑偏是什么? 

  答：制动跑偏是车辆制动时自行向左或向右偏驶的危险现象。 

  4、侧滑是什么? 

  答：侧滑是汽车制动某一车轴或两根车轴的车轮发生横向滑动现象。 

  5、厂内机动车辆是指什么? 



  答：厂内机动车辆是指在厂矿企业区域内行使或限于施工现场区域内行使作

业的各类车辆。 

  6、车辆的操纵性是指什么? 

  答：车辆的操纵性是指车辆能正确按照驾驶员的要求，维持或改变原行使方

向的能力。 

  7、车辆的稳定性是指什么? 

  答：车辆的稳定性是表示车辆在行使中的抗侧滑和倾翻的能力 。 

  8、损失预防措施是指什么? 

  答：损失预防措施即事故发生后减少或控制事故损失的应急措施，属于消极

对策。 

9、事故预防措施是指什么? 

  答：事故预防措施即消除事故发生的根本措施，属于积极的预防措施。 

  10、车辆分道行使的规定有哪些? 

  答：1)道路上行使的车辆一律右侧通过。2)在没有分道线的道路上机动车在

中间行使，非机动车靠右侧行使。3)同一车道行使的车辆低速车应靠右侧行使。 

  11、车辆行驶速度的规定有哪些? 

  答：机动车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无限速标志的厂内主干道行驶时每小时

不得超过 30 千米，其它道路每小时不得超过 20 千米。如必须超过规定速度，

须经厂主管领导批准。 

  12、机动车辆行经平交道口时有哪些规定? 

  答：1)提前减速。2)通过有人看守道口时要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3)

通过无人看守道口时，驾驶员距道口 15 米处，能看到两侧各 200 米以外的火车，



应“一慢、二看、三通过”;如达不到要求，必须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4)机动车发生故障被迫停在无人看守道口时，驾驶员应立即下车到安全地点，采

取紧急措施设置防护信号，并使车辆尽快让开道口。 

  13、机动车辆停车有哪些规定? 

  答：车辆应停在指定地点或宽阔、平坦、坚硬的路面，视线要好，不妨碍交

通，不得逆向停车。临时停车靠道路右侧，不得妨碍其他车辆通行。驾驶员离车

时应拉紧手闸、切断电路、锁好车门。特殊情况必须在弯道或坡道停车时，除必

要的安全措施外，驾驶员不得离车。 

  14、哪些地点不得停车? 

  答：1)距通勤站、加油站、消防车库门口和消防栓 20 米以内的地段。2)距

交叉路口、转弯处、隧道、桥梁、危险地段、地中衡和厂房、仓库、职工医院大

门口 15 米以内地段。3)纵坡大于 5%的地段。4)道路一侧有障碍物时，对面一

侧与障碍物长度相等的地段两端各 20 米以内 5)与施工无关的的施工现场。 

  15、机动车倒车有哪些规定? 

  答：1)机动车倒车时，驾驶员须先查明周围情况，确认安全后，方转倒车。

在货场、厂房、仓库、窄路等处倒车时，应有人站在驾驶员一侧指挥。2)机动车

在平交道口、桥梁、隧道和危险地段不准倒车或调头。 

  考试频道小编收集整理培训考试资料，免费提供给大家交流参考。考试频道

小编收集整理培训考试资料，免费提供给大家交流参考。 16、机动车在冰雪、

泥泞道路上行使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1)在冰雪路上行使时，轮胎上应装有防滑链。2)缓慢行使，禁止高速转

弯和紧急制动。3)同向行驶的车辆，两车之间的距离应保持 50 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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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车辆如何维护保养? 

  答：厂内车辆要定期进行检验，消除故障或隐患;要坚持按时保养，使车辆

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按计划进行大、中修，恢复车辆技术性能;按规定更新车

辆，提高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严禁开带病车作业。 

  18、写出全面治理原则的详细内容。 

  答：全面治理原则即技术原因、教育原因、管理原因。预防的对策为技术对

策、教育对策即法制或管理对策。技术对策是指对车辆、道路、安全设施、操作

等方面从安全角度考虑所应该采取的措施;教育对策是指通过家庭、学校、社会

等途径的传授与培训，掌握安全知识;法制或管理对策是指通过国家机关、企业

等组织，制定有关安全规范和安全标准，颁布执行。 

  19、厂内夜间行车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1)厂内夜间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2)行车中利用灯光照明来改变行车条

件。随时注意厂房出来人，防止意外 3)夜间行车要注意安全礼让。一般情况下

不要超车，同时注意前车转向灯和制动灯，以防突然转弯和停车。4)夜间长时间

驾驶易疲劳，决不能勉强坚持，应停车适当休息，方可继续驾驶。5)厂内夜间驾

驶要自觉遵章守纪。 

  20、造成厂内车辆违章驾驶事故的现象有哪些? 

  答：违章驾车;人货混载;违章超车;酒后驾车;不按规定装载;不按规定试车;不

按规定停车;让车不让速或故意不让;会车不减速、不鸣号、不礼让三先;转弯时不

开指示灯、不伸手示意，超速行驶、占线行驶、抢道行驶。 

  五、论述题 

  1、机动车驾驶员须遵守哪些规定? 



  答：1)须接受企业安技部门、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的监督、检查和处理。

2)驾驶车辆时，必须携带驾驶证、行驶证以及安全帽，并不得转借、涂改驾驶证。

3)不准驾驶与准驾车类不相符的车辆。4)不准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5)

驾驶时内不准超额坐人。6)严禁酒后驾车。7)驾车使不得吸烟、饮食、攀谈或作

其他有碍行车安全的活动。8)不准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机件失灵或违章装载的车

辆。9)不准在身体过度疲劳或患病有碍安全行车时驾驶车辆。10)必须自觉遵守

厂区内的各种安全标志。试车时，必须悬挂试车牌照，不得在非试车区域内试车。 

  2、防止叉车装卸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必须注意哪些? 

  答：1)厂内叉车驾驶员在叉车起步、行驶和装卸作业中要严格遵守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克服麻痹思想和懒惰性。 

  2)叉车叉载物品时不得超过额定起重量和载荷中心。重量不清应试叉，不得

冒险蛮干或用人、物压车维持叉车平衡。 

  3)禁止两车共叉一物。如遇特殊情况应制定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并逐条落

实后实行空车模拟操作，待两车动作协调后方准作业。 

  4)叉车作业中升降、倾斜操作要平稳、控制好车速，不要急转向和急移弯。 

  5)叉车驾驶员要熟知所搬运物品的性能。易滚动、易滑物品要捆绑固定，不

准运送易燃、易爆物品。 

  6)保持车辆各部技术状况完好。 

  7)企业应加强对厂内道路的维修管理，逐步消除路面的坑洼不平坡度不适、

视线不良、附着不好等状况。 

  3、防止厂内翻车事故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遵守规定，最高行驶速度 30 千米每小时，转弯 15 千米每小时，结

冰、积雪、积水泥泞道路 10 千米每小时。2)转向不能过急，转向时转弯半径不

能过小，弯道行驶要做到减速、鸣号、右侧行驶。3)禁止超载，车上货物装载不

要过高，不要料偏斜，以免失去稳定性。4)装载易滑物质，要有防滑措施，以防

转弯或急转弯滑向平地一侧翻车。5)加强车辆技术保养，以防轮胎突爆、机件失

灵等翻车事故的发生。 

  4、厂内超车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1)机动车超车前先鸣号、夜间用断续灯光示意，待前车让路后从左侧超

越，超越后在不影响被超越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再驶入正常的行驶路线。2)掌握

好超车距离。一般离前车 20~30 米处给超车信号，距后车 20~30 米再并线。

3)尽量回避迎面来车时超车。4)被超越车遇前方有障碍时或禁止超越的目标，应

鸣号或用手势示意。 

  5、车辆起步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1)车辆起步前，应线检查车旁和车下有无人、畜和障碍物，检查仪表、灯光

和转向、制动装置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2)驾驶员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严格按照起步操作顺序。3)驾驶员与装卸人员、押运人员和乘车人员要密切配合，

保证车辆的安全运行。 

  6、哪些地点不准超车? 

  答：1)交叉路口 2)车间仓库门口 3)货场或货垛通道口 4)窄桥 5)5 米以内车

行道 6)陡坡 7)限时速 15 公里以内地段 8)下雪 9)道路结冰 10)雨雾视线不清 11)

拖拉损坏车两 12)前方有障碍物 13)前车不让 14)载运危险物品 15)前方车辆正在

超越其他车辆。 



  7、详细说明各类安全标志的颜色、几何形状和含义。 

  答：1)警告标志的颜色位黄底、黑边、黑图案，几何形状为等边三角形、顶

角朝上，含义是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2)禁令标志的颜色为白底、

红圈、红杠、黑图案，几何形状为圆形、顶角超下的等边三角形，含义是禁止一

切车辆和行人通行。3)指示标志的颜色为蓝底、白图案，几何形状为圆形、长方

形和正方形，含义是必须遵守。4)辅助标志的颜色为白底、黑字、黑边框，几何

形状为长方形，含义是表示时间、车辆种类、区域或距离、警告或禁令理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