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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能实习制度概要

１ 前言

技能实习计划认证数量的变化

（出处 ：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 工作统计）

受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而采取的入境限制措施等的影响，2020年度和2021年度技能实习制度

的计划认证数量均比前一年大幅减少，但自2022年度起，入境限制分阶段放宽，计划认证数量有所增加。

其中，从农业相关职业的计划认证数量来看，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之前，2019年度为32,419件，

而2023年度为25,077件，虽然尚未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但农业相关职业占计划认定数量的比例在2023

年度为7.2%，仍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另外，在农业相关职业中，实施实习的实习实施方几乎都是团体监理型实习实施方，但也有很多个

人雇主作为实习实施方提供技能实习，未必能充分执行技能实习生相关的安全卫生措施。

因此，本手册总结了许多专门针对农业相关职业的安全卫生措施的基本要点，并发行了 9 种语言的

翻译版本，供实习实施方在指导技能实习生时使用。

希望通过使用本手册，能够帮助参与技能实习的各位改进安全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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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能实习制度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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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技能鉴定考试

（基础级）或技能实

习评估考试（初级）

○入境
　居留资格：“技能实习1号a、b”

○变更或取得居留资格
　居留资格：“技能实习2号a、b”
①目标职业
派遣国需要且有官方技能评估制度的职业
②目标人员
通过规定技能鉴定等学科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
的人员

讲习（讲座）
原则上由实习实施方（仅限单个企业）或监理团体实施2个月
（无雇佣关系）
实习
由实习实施方实施（有雇佣关系）
*团体监理型：监理团体上门指导、监查

○暂时回国（1个月以上）
*第3号技能实习开始前或开始后1年内

○回国

○变更或取得居留资格
居留资格：“技能实习3号a、b”
①目标职业
与技能实习2号转入目标职业相同
（不包括没有技能实习3号的职业）
②目标人员
通过规定的技能鉴定等（3级等）的实际操作
考试的人员
③监理团体和实习实施方
符合一定明确条件并被认定为优秀的人员

参加技能鉴定考试

（3级）或技能实习

评估考试（专业级）

参加技能鉴定考试

（2级）或技能实习

评估考试（高级）

*居留期限的延长

*居留期限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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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和林业相关职业

　　目前，技能实习制度规定了91种职业、167种作业可以转入技能实习 2 号，其中，农业和林业相关的有以

下 3 种职业、 7 种作业。

　　另外，每个职业、作业都规定了技能实习生必做工作的标准，在各阶段（ 1 号～ 3 号）的技能实习期间，

必须进行50%以上的必做工作。

农业和林业相关（ 3 种职业、 7 种作业，截至2024年 9 月30日）

职业名称 作业名称
设施园艺

耕种农业 耕种旱田和蔬菜
果树
养猪

畜牧业 养鸡
乳畜业

林业 育林和材料生产作业

*  自2024年 9 月30日起职业增加了林业。 
在本手册中，耕种农业和畜牧业职业被称为“农业相关职业”。

技能鉴定考试和技能实习评估考试

　　在技能实习制度中，为了评估技能实习生在每项作业中所掌握的技能等，都会进行技能鉴定考试或技能实习

评估考试。从 1 号技能实习转入 2 号技能实习、从 2 号技能实习转入 3 号技能实习，技能实习生必须参加相应

考试并通过。因此，需要在日常技能实习中对技能实习生进行适当的指导，使技能实习生能够掌握与技能实习阶

段相对应的技能。

　　与技能实习制度相关的技能鉴定考试分为高级、 2 级、 3 级和基础级。

　　考试的实施方是都道府县职业能力发展协会。另外，对于团体监理型实习实施方，由监理团体在外国人技能

实习机构的考核手续支持网站（https://www.juken.otit.go.jp/）（只有日语页面）上申请。

* 在农业相关职业中，技能实习生必须参加一般社团法人全国农业会议所举办的农业技能实习评估考试。考核级

别和考核资格如下。

等级分类 作业名称 考试内容
初级 有 6 个月以上实务经验者 完成基本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中级 有12个月以上实务经验者 完成基本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专业级 有24个月以上实务经验者 初级农业从业人员通常应具备的技能和知识
高级 有48个月以上实务经验者 一般农业从业人员通常应具备的技能和知识

根据“技能实习的适当实施及技能实习生保护的相关基本方针（2017 年法务省和厚生劳动省告

示第 1 号）”（只有日语版），技能鉴定考试或技能实习评估考试的考核相关费用需要由实习实施方或

监理团体承担。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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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留卡

可以确认在留卡等的有效性
　　在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网站“在留卡等号码失效信息查询”（只有日语页面）中，输入在

留卡等的编号等必要信息，可以确认输入的卡号是否失效。https://lapse-immi.moj.go.jp/

ZEC/appl/e0/ZEC2/pages/FZECST011.aspx

要　点 1

有效期可能与卡面显示的不同
　　一般来说，卡面上显示的有效期即为在留卡的有效期，但如果您在正面居留期限届满日之

前申请了变更居留资格的许可或延长居留期限的许可，则会在在留卡背面注明，并在正面的居

留期限届满日后两个月内继续有效，除非对该申请作出了处理。

要　点 2

如果实习实施方允许被其他实习实施方（企业、个人）雇佣的技能实习生从事兼职工作，或雇佣未

获得就业所需的居留资格或资格外活动许可的外国人，则可能被指控鼓励非法就业罪（入管法第 73 条

之 2 ）。如果需要确认外国人的居留资格，请联系就近的地方出入国在留管理局。

请 注 意

4

住居地（居住地）
　如有更改，在背面列出。
就労制限の有無（有无就业限制）
　不能进行技能实习以外的就业活动。
在留期間（満了日）（居留期限（届满日））
　表示可以在日本居留的期限。
有効期間（有效期）
　在留卡有一定的有效期。
資格外活動許可欄 

（资格外活动许可栏）
　技能实习生不能获得资格外活动许可。

▶有关在留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网站的“什么是在留卡？”（只有日语页面）。

　https://www.moj.go.jp/isa/applications/faq/newimmiact_4_point.html#anchor-point1

　　作为中长期居留者的技能实习生，根据出入国管理及难

民认定法（1951年第319号。以下简称“入管法”。）第23

条，原则上有义务随身携带在留卡。

　　另外，根据技能实习法第48条，禁止监理团体和实习

实施方保管在留卡。

* 为了办理居留资格变更等法律手续，允许监理团体等的工

作人员暂时保管在留卡，但请尽可能缩短保管期限。

另外，为了明确在留卡的发放和领取记录，请考虑签发保

管证等措施。

 

2024年10月1日  
東京都港区港南５－５－３０

在留資格変更許可更新申請中

東京都港区長

样 本



2 安全卫生基本事项

安卫法

①入职时

培训

该法第59条第 1 项

②作业内容

变更时的培训

该法第59条第 2 项

③特殊培训

该法第59条

第 3 项

领班培训

该法第60条

危险有害工作

对从业人员的培训

该法第60条之 2

对技能实习生的安全卫生培训

在安全卫生培训中，为了加深技能实习生的理解，可以教授简单的日语以通知应急措施和异常情况，并使用

通俗易懂的插图和视频。

　　　 　　　

　　　 　　　

入职或变更作业内容时的安全卫生培训（安卫法第59条第 1 项、第 2 项）

　　技能实习生（劳动者）入职或变更其作业内容时，请立即就以下事项开展安全卫生培训。

　　①　机械等、原材料等的危险性或危害性及其处理方法的相关事项

　　②　安全装置、有害物质抑制装置或防护装置的性能及其处理方法的相关事项

　　③　作业程序的相关事项

　　④　开始作业时检查的相关事项

　　⑤　该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疾病的原因和预防的相关事项

　　⑥　整理、整顿和保持清洁的相关事项

　　⑦　发生事故时的应急措施和疏散的相关事项

　　⑧　除以上各项所列事项外，该工作相关的安全或卫生方面的其他必要事项

*在本手册中，劳动安全卫生法（1972年法律第57号）

称为“安卫法”，劳动安全卫生规则（1972年劳动省令

第32号）称为“安卫则”。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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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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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不要碰！ 不要进去！

当心坠物 不要去！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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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培训 （安卫法第59条第 3 项（安卫则第36条））

安排技能实习生（劳动者）从事有一定危险或有害的工作时，必须进行该工作相关安全或卫生方面的特殊培

训。特殊培训由各都道府县的注册讲习机构提供。

另外，如果公司内有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士，也可以由该人员担任讲师，在公司内部进行培训。 

此处列出了需要特殊培训的工作中，主要与农业相关的工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厚生劳动省网站“劳动安全卫生相关的执照、资格、技能讲习、特殊培训等”（只

有日语页面）（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roudoukijun/anzeneisei10/

qualificaton_education.html）。

【使用链锯砍伐树木、处理挂靠树木或造材的工作】　　

【驾驶最大载重小于 1 吨的叉车的工作】

【驾驶最大载重小于 1 吨的铲装机或叉装机的工作】

【驾驶最大载重小于 1 吨的履带搬运车的工作】

【驾驶车辆类建筑机械（平整土地等）】

驾驶推土机、反铲式挖掘机、动力挖掘机、刮土机、轮式装载机等车身重量

小于* 3 吨的小型车辆类建筑机械（平整土地、运输、装载用和挖掘用）的

工作

* 机身重量超过 3 吨时必须完成技能讲习才能驾驶。

【驾驶吊装载重小于 5 吨的起重机的工作】　　

【驾驶吊装载重小于 1 吨的移动式起重机的工作】

【 给吊装载重小于 1 吨的起重机、移动式起重机挂钩的工作】

小于 5 吨

6



【与脚手架的组装、拆卸或变更作业相关的工作】　

・马凳脚手架和滚动式脚手架也包含在“脚手架”中。

*  高度和脚手架的类型没有限制，如图所示，将单独的作业平

台和支撑架组装在一起的情形，原则上即为特殊培训的对

象。

【与缺氧危险场所作业相关的工作】

在氧气浓度可能下降的筒仓等中的作业

【对割草机作业人员的安全卫生培训*】

使用割草机作业的人员

*  基于厚生劳动省下达的“关于对割草机操作工人的安全卫生培训（2000年 2 月16日基发第66号）”（只有

日语版）的安全卫生培训（以特殊培训为基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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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业限制的工作 （安卫法第61条）

技能实习生从事受限制的工作（特别是安卫法规定的危险、有害工作）时，需要完成技能讲习等。

此处列出了需要完成技能讲习的工作中，主要与农业相关的工作。

【驾驶叉车】　　

驾驶最大载重超过 1 吨的叉车的工作

【驾驶车辆类建筑机械（平整土地等）】

驾驶推土机、反铲式挖掘机、动力挖掘机、刮土机、轮式装载机等车身重量超过 3 吨的车辆类建筑机械（平

整土地、搬运、装载用和挖掘用）的工作

【驾驶铲装机等】　　

驾驶最大载重超过 1 吨的铲装机或

驾驶叉装机的工作

【驾驶履带搬运车】　　

驾驶最大载重超过 1 吨的履带搬运车的工作

【驾驶小型移动式起重机】　　

吊装载重 1 吨至 5 吨的移动式起重机

8



需要作业主任的工作 （安卫法第14条）

以下作业必须选任作业主任，担任作业主任需要取得执照或完成技能讲习。

* 根据安卫法第14条，对于需要管理以防止工伤事故的特定工作，必须根据作业类别任命一个负责人。

此处还列出了主要与农业相关职业相关的内容。

【货物堆放作业主任】

堆放（堆垛）或卸载（卸垛）高度超过 2 m的“货物堆*”的作业（仅使用装卸机械进行的作业除外）。

*  货物堆是指堆放在仓库、码头库房或地面的货物。指用袋子、箱子、草袋等包装的货物，木材也属于“货物

堆”。

【缺氧作业主任】

在氧气浓度可能下降的筒仓等中的作业，必须选任缺氧危险作业主任。

担任作业主任需要完成缺氧危险作业主任技能讲习或缺氧和硫化氢危险作业主任技能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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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工作服和防护帽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农业作业事故的伤害，装备齐全是迈向安全的第一步。

虽然麻烦，但最终会提高作业效率，因此请根据技能实习生的作业内容使用适当的服装、防护装备等。

* 　不要穿短袖短裤，以免被菜叶等划伤或被虫子叮咬。

正确佩戴有效的防护帽（头
盔等）（头发剪短或扎起来
收进帽子）。

系好扣子和拉好拉链（袖口
和下摆收口的服装）。不要
挽起手臂（袖子）。
如果袖口的扣子系上后袖口
仍有很大的余量，请使用带
橡胶的手臂保护罩。

不要在口袋里放刀具或危险
的物品。
如果有被卷入的风险，收起
毛巾等。

戴适合工作的手套。
如果有被卷入的风险，禁止
戴手套。

按规定正确穿鞋。
避免踩着鞋后跟穿鞋，避免
穿凉鞋。

10



【头盔】　　

高空作业、飞散物、坠落物等有危险性的作业、以及在道路上行驶时佩戴。

系好下巴处的绳子。

【手套】　　

用手触摸刀具、锋利的突起物等时，

要使用防护手套。

【防护眼镜（护目镜）】　　

在进行农药的稀释、喷洒作业时，有碎屑飞来时，和在焊接作业中有强烈光线时，

为保护眼睛免受伤害，请佩戴防护眼镜。

【坠落制止用器具（即安全带）】　　

在高空作业中，用于防止坠落。

（图为全线束型）

【耳塞】　　　

在产生噪音的作业中使用。

包括耳塞和耳罩（耳扇）。

【安全鞋】　　

在进行有重物掉落、物体散落、钉子等有扎脚风险的作业时，

穿具有保护脚尖和防滑功能的鞋子。

【防尘口罩、防毒面具】　　

在粉尘飞舞的作业场所使用“防尘口罩”，在缺氧场所使用“送气口罩”。另外，在

农药喷洒作业中，使用防毒面具或具有防毒功能的带电风扇的呼吸防护用具。

安
全
卫
生
基
本 

事
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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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识

安全标识的作用是通过文字和符号在视觉上直观地告知危险作业和场所等相关的警告或注意事项以及安全作

业所需遵守的事项等的作用，是防止工伤事故的手段之一。

为使任何人都能方便理解其内容，推荐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标准ISO 7010:2019（图形符号-安全颜

色和安全标识-注册安全标识）和日本工业标准JIS Z 8210:2017（引导用图形符号）制作安全标识。

另外，下面介绍建筑业工伤事故防止协会（建灾防）制定的“建灾防统一安全标识”的一部分。

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些安全标识，因此请在标识底部的空白部分使用与技能实习生相对应的外语（在下

面的例子中使用中文）标明。详细的使用方法请访问建灾防网站中的“建灾防统一安全标识的介绍”页面（只有

日语页面）。https://www.kensaibou.or.jp/safety_sign/index.html

一般禁止

一般注意

一般禁止

一般注意

使用安全带

禁烟

小心触电

戴防护帽

严禁烟火

小心坠落

安全通道

禁止入内

小心头顶

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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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卫生活动实践

5 S的实践

5 S是由“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u）、“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

的首字母组合而成。日常做好“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等工作，对于防止工伤事故的发生非

常重要。

讲解 案例 案例的应对措施

【整理】 “整理”是指对需要
的物品和不需要的物
品进行分类，并处理
不需要的物品。

如果不需要的物品放
在作业通道上，不仅
会跌倒，还会降低工
作效率。

确定顺序，整理
不需要的物品。

【整顿】 “整顿”是指为了在
需要的时候使用工作
所需的工具等，考虑
工具的放置方法和放
置地点并进行布置。

如果不整顿，就找不
到需要的工具，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找到。

作业结束时进行
整理，不要随意
放置物品。

【清扫】 “清扫”是指对打扫
并清除机械设备、仓
库、作业场所等地的
垃圾、衣物等的污垢。

如果放任不管污垢和
垃圾，可能会意外发
生绊倒、跌倒等事故。

定期进行清扫，
例如每天一次、
作业结束时等。

【清洁】 “清洁”是指保持整
理、整顿、清扫后的
状态，使工作人员的
身体、服装、身边没
有污垢。

在 处 理 蔬 菜 等 食 品
时，如果储存的篮子
等的清洁频率不足，
会出现卫生问题。

为了保持清洁的
状态，管理者应
带头讨论并执行
相应的措施。

【素养】 所谓“素养”，就是
为了贯彻落实整理、
整顿、清扫、清洁而
制定规则，培养良好
的习惯。

如果不进行定期的培
训和指导，好不容易
制定的规则就难以贯
彻落实。

养成每个人都遵
守规则的习惯。

需要的物品

不需要的物品

放在指定的场所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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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是安全的第一步

【保管要点】　　

①　不宜保管的场所

・请勿在通道、出入口、紧急出口、楼梯等处放置物品。

　　

・请勿在机械周围、配电盘、消防栓、灭火器等的前面放置物品。

②　确保保管场所并确定保管方法　　

・确保保管农业机械、农机农具等所需的空间，确定保管方法并将其

放置在规定的场所（位置）。也要注意确保足够的亮度和通风。

・遵守规定的放置场所、放置方法、堆放方法。

③　根据形状进行保管　　　

・长的物品应横着放，不要竖起来放，圆形的容易滚动的物品要用楔

子等抵住。

・ 竖着放长的物品时，用绳子等捆住，固定在墙上等，以免倒下。

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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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铲子等要挂在墙上或固定放置。

　　　　

④　按使用频率保管　　

・考虑使用频率，经常使用的物品要放在便于

取用的位置。

⑤　刀具类的保管方法　　

・保管时，应包住刃部。

安
全
卫
生
活
动 

实
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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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预知活动（KY活动）、工具箱会议（TBM）

【KY活动】

　　危险预知（K ：危险，Y ：预知）活动是指劳动者之间就作业场所和作业中潜藏的危险以及由此造成的

工伤事故进行讨论，通过提高劳动者自身对特定危险的认识来防止工伤事故的活动，也称为“KYK”。

【TBM】

在执行日常的作业之前，要了解当天要做什么，存在哪些危险，并贯彻执行作业指示。作业前讨论“作

业内容”和“危险相关信息的共享”便是工具箱会议（TBM）。

当“不安全状态”和“不安全行为”两种条件重叠时，就会发生事故。因此要消除“不安全行为”，即作业

方法或疏忽等可能导致人做出危险行为的人为因素。

鞋穿好了！

防护帽戴好了！ 作业服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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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农业机械的安全

农业作业事故的发生情况

根据农林水产省公布的资料，如下图 1 所示，农业作业事故死亡人数（2022年每10万就业人员中死亡事

故人数）的比例是所有产业平均水平的 9 倍以上。 

此外，按主要原因划分的死亡事故（总人数238人）如下图 2 所示，乘用拖拉机（62人）、手扶拖拉机（21

人）和农用运输车（16人）占总体的41.6%，如果包括割草机等农业机械，该比例为63.9%。

　　　图 1 ：每10万就业人员中死亡事故人数的变化

　　图 2 ：按主要原因划分的死亡事故发生情况（2022年）

　　
出处 ：2024年2月22日农林水产省农产局公布的资料

　   https://www.maff.go.jp/j/press/nousan/sizai/240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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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基于农业从业人员）

建筑业

所有产业

2022 年2021 年2020 年2019 年2018 年2017 年

1.5 1.4 1.3 1.2 1.3 1.2

6.5 6.1
5.4 5.2

6.0 5.9

10.1 9.5
10.2

10.8 10.5
11.1

（人）

死亡人数数据来源

农业 ：农业作业死亡事故调查（只有

日语版）（农林水产省）

其他产业：死亡事故报告（只有日语版）

（厚生劳动省）

就业人数数据来源

农业 ：农林业普查、农业结构动态调

查（农林水产省）

其他产业 ：劳动力调查（总务省）

与机械和设施以外的作业有关的事故
81人（34.0%）

农业设施作业事故
5人（2.1%）

农业机械作业事故
152人（63.9%）

其他
18人（7.6%）

从高处摔落
7人（2.9%）

从农场或道路上摔落
12人（5.0%）

稻草焚烧中度烧伤 15人
（6.3%） 中暑

29人（12.2%）

其他
32人（13.4%）

农用高空作业机 1人（0.4%）

动力割草机 1人（0.4%）

动力病虫害防治机 8人（3.4%）

自卸式联合收割机
11人（4.6%）

农用运输车
16人（6.7%）

手扶拖拉机
21人（8.8%）

乘用拖拉机
62人（26.1%）

2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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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实习专项措施

①　在技能实习中，为了让技能实习生按照技能实习计划掌握机械和设备相关知识，请实习实施方在掌握技能

实习生技能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每个技能实习生可以操作和不可以操作的机械和设备，并告知本人和周围

的人。　　

另外，为了让技能实习生能够安全作业，技能实习负责人和技能实

习指导员必须提供适当的指导，例如，在割草作业时，在不熟悉作

业的情况下，可以先使用危险性较低的尼龙绳刀片割草机。

②　在进行技能实习时，技能实习生要操作农业机械必须取得必要的资

格。

例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叉车等农业机械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自然需要道路交通法规定的驾驶执照（小

型特殊执照、大型特殊执照）。另外，在农场、仓库等私有土地内驾驶、操作叉车时，也必须按照安卫法

的规定完成技能讲习或特殊培训。

另外，如果只在私人土地内操作拖拉机等，也请接受安全相关的讲习。有关讲习的地点和类型，可到就近

的农业大学、都道府县的推广指导中心、农业协同组织（JA）、农机农具经销商等处了解。

确保农业机械和装置的安全

技能实习生的事故大多数都是由用于农产品制备、分拣、装箱等的机械和设备（以下称“农产品机械和设备”）

造成的。

相应的安全措施包括 ：

①　确保设备主体的安全

作业前，检查链条、齿轮等可活动部件的防护罩、紧急停止按钮等安全装置是否异常。

防护罩
是否脱落

　　　　

非常停止

尼龙绳刀片

紧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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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检查和清扫

农产品机械和装置不能顺利运转也会导致事故，因此要对机械和装置进行妥善地清扫、上油、更换消耗品

等。

另外，机器和设备周围地面上的电线、小物件等会导致绊倒，所以要经常进行整理和清扫。

③　确保非例行作业时的安全

从技能实习生的事故案例来看，在清除机械堵塞、清扫过程中手被卷入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些事故更容易

发生在农产品机械和装置发生故障等非例行作业时。

将手靠近可活动部件或旋转部件时，请务必关闭机械和设备的开关，并关闭电源设备的开关或拔掉电源线，

确保它们不会启动。另外，为防止附近人员触碰开关，应出声告知“故障处理中”，或者通过“检查中”

的标识来表明。

整理整顿很重要，尤其是地面

机器因故障而
停止运转时，
首先关闭电源

并提醒他人
不要触碰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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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割草机的安全

农业中的死亡事故的原因大多与拖拉机有关，但如果算上受伤的话，也有不少是由割草机造成的。割草机的

安全措施如下。

①　安全卫生培训

要使用割草机，必须接受安全培训。

这是厚生劳动省下达的“关于对割草机操作工人的安全卫生培训（2000年 2 月16日基发第66号）”（只

有日语版）中规定的安全培训，其中概述了安全卫生培训课程。

②　割草机的选择

使用形状、输出功率等适合农业作业用途的割草机。

关于割草机安全性的判断标准，请使用贴有安全性检查合格证的割草机。另外，请尽可能选择松开手后转

速会自动降至空转的机型。

<安全性检查合格证示例>

（注）NARO是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和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简称。由

于农业作业事故不断，旧的农业机械形式检查和安全鉴定制度被废除，从

2018年度开始引入了新的安全检查制度（任意制度）。详情请访问NARO网

站。

https://www.naro.go.jp/laboratory/iam/contents/test/index.html

③　检查、维护、调整　　

锯类的割草刀是主流，因为其用途广泛，但刀尖上可能会脱

落并飞出，因此请检查是否有损坏或变形。

在围墙和树木附近不要使用锯，要使用尼龙绳刀片，即使刀

片碰到围墙和树木，危险性也很低。

　　

由于草容易缠绕等原因，取下或错开割草刀附近的飞溅物防

护罩属于不恰当的使用方式。

肩扛式割草机要根据体格调整带子的长度等。

另外，使用后一定要进行清扫和检查刀刃等。

锯

防护罩
不要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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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服装、防护装备

佩戴防护眼镜或面罩以保护眼球。

此外，还应穿戴长袖、长裤、头盔、安全鞋以及皮革制手套等坚固的手套。

尤其是在危险的地方，也要使用护胫。

⑤　作业准备

开始作业前，确认发动机停止开关和紧急脱离装置的使用方法。

作业中噪音很大，而且不能靠近工作人员，所以要确定打手势的方法（挥动双手就停止发动机等手势）。

使用割草机的地方掉落的石头、树枝、铁丝、空罐等要在作业前清除。

作业前清除可能会飞起的空罐、树枝等。

⑥　作业中　　

遵守事先决定的作业顺序、负责场所等。

要注意，割草机的旋转刀片碰到障碍物时，机身会大幅晃动导致回弹。

在斜坡上作业尤其危险，应设置小台阶（带状脚手架），在上台阶和下台阶同时作业时，要前后错开布局等。

另外，即使是在平面上，多人一起作业时也要彼此相距15m以上。

正面

容易导致
回弹的位置

用于割草的部分
（左侧1/3）

飞溅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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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耕耘机的安全

①　耕耘机的选择　　

耕作机也要选择贴有安全性检查合格证的耕作机。

②　检查、维护

根据使用说明书，定期和在开始作业前检查油

量、皮带是否松动和损坏、钩子是否松动和损

坏、安全盖、离合器和制动器的有效性等。

如果使用说明书丢失，请从制造商网站或经销

商处获取。

③　作业准备

开始作业前，除发动机停止开关，

确认以下安全装置的使用方法等（但是，不同机型所具有的装备也不同）。

〇防夹压装置（紧急离合器操作杆）

后退时身体被障碍物和耕耘机夹住时，断开主离合器的装置

〇横木离合器

一种离合器，其结构是当松开离合器杆时，动力传递会被切断（一般的离合器在握住离合器杆时会切断

动力传递）

〇驻车制动器

防止车身在斜坡上移动的制动器

④　作业中　　

死亡事故中最常见的是在后退时人被夹在背后的墙壁或树木与机器之间。

〇后退时发动机应处于低转速状态，

离合器应处于可以立即断开的位置

〇在狭窄的地方不要后退

根据使用说明书进行检查和维护
（任何机型）

后退导致的挤压事故（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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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卷入旋转部件的情况也很多。　　

〇清除缠绕在转盘上的稻草等时，

一定要关掉发动机

〇后退、转弯、移动时，应断开旋转离合器。

〇应安装V带罩。

另外，机器滚落、翻倒时人也可能被卷入。　　

〇转弯时要有足够的空间并应低速运行。

〇进出农场和越过田埂时应成直角，必要时使用踏板。

〇在道路上时，不要靠近长满草的路肩等

确保乘用农业机械（拖拉机、农业用运输车）的安全

①　乘用拖拉机的选择

日本国内在售的乘用型拖拉机几乎都是安全性检测合格的机型，但即便如此，每年仍有相当数量的死亡事

故发生。

如果是相当旧的机型，有的没有安全驾驶室（座椅周围的车顶和玻璃窗）和安全框架（座椅后面的铁结构），

非常危险，建议不要使用。

②　检查、维护

必须根据各机型的使用说明书，对以下事项进行定期检查和开工前检查。

〇轮胎的气压、是否损坏和松动、油量、冷却水量、风扇带是否松动、制动器的左右连接和效果、盖类和

PTO轴盖、仪表类、灯光类、后视镜、发动机的声音等

③　作业准备

在开始作业之前，需要确认以下内容。

〇当天的作业中与驾驶员以外人员的职责分工（特别是驾驶员以外人员是否靠近正在作业的拖拉机）

〇当天运行和作业场所的地形等（能见度低的地方、斜坡、田埂、水渠等危险区域）

〇安装大型反射器供夜间使用

〇携带手机以备不时之需

〇佩戴头盔、系安全带等

清除稻草时关闭发动机

发动机
停下!!

倾翻事故（翻越田埂时）

确
保
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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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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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作业中

作业时请注意以下事项，确保安全驾驶。

〇佩戴头盔、系安全带

〇转弯时应低速运行并应有足够的空间

〇进出农场和越过田埂时应成直角并低速运行，必要时使用踏板。

〇在道路上时，应连接左右制动器

〇在道路上时，不要靠近长满草的路肩等

严禁高速急转弯

　

进出农场的角度要低

　

小心容易塌陷的路肩

〇 清除缠绕在转盘上的异物时，一定要关闭发动机　

〇 禁止两人乘坐没有辅助座椅的的乘用拖拉机，也禁止搭乘农用运输

车的货舱

◆公共道路上的事故也时有发生，所以请注意以下事项。

　〇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需要驾驶执照

　〇注意与汽车的巨大速度差，特别是右转时要小心

　〇避开车流量大的地方

禁止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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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农具、梯凳、梯子的安全

①　农具（锄头、铲子、叉子、菜刀、镰刀、剪刀等）　　

・不使用农具时，要盖住农具的刀刃部。

・农具要存放在容易看到的固定场所。

・检查是否松动，以免刀片从刀柄上掉落。

・使用农具后清除污垢和附着物并进行清洁，以备下次使用。

・使用农具时，注意作业位置，不要与周围的人接触。

②　梯凳、梯子　　

・应在稳定的地方使用。

* 为确保稳定放置，应检查确保位置的大小、地面的硬度和坡

度。

在果园等地，地面可能松软且不平坦，因此如果无法确保有

可以放置梯凳的地方，应使用垫材或垫板。

如果放置位置不稳定，应让另一名工人支撑。

③　肥料　　

・肥料要保管好，以免污染地下水。

・生石灰加水时要注意发烫。

* 生石灰【CaO氢氧化钙】与水反应生成消

石灰【Ca(OH)2 氢氧化钙】，此时，由于

产生大量热量，导致温度升高。

锄头不要靠近脚

发烫

消石灰

确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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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挂上防止腿分开的链条。　　

* 作业前，确认是否挂上了防止腿分开的链条。 

使用梯子时，为了不让梯子滑动，要固定上端和下端。

⑤　放置梯凳时，踩到最下层并检查其稳定性。

*  先踩到最下层，确认其稳定性，是否摇晃。 

确认时，不要爬到最下层以上。 

在爬梯凳之前，也要确认周围是否有危险东西。

⑥　不要踩在顶板上。　　

*  不要踩在顶板上作业或俯身作业， 

因为姿势不稳定，可能导致摔倒或梯凳翻倒。

⑦　上下时请勿携带重物。　　

*  应在梯子能够承受的最大载重（包括人员和物件）范围内作业， 

上下时，不要携带装有水果的箱子等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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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畜舍内的安全卫生

①　清扫作业

・经常清扫畜舍的通道、饲料仓库、饲料槽、水槽、水盆等。

・保持靴子、作业服等的清洁。

②　消毒作业

・进入畜舍等时，用踩踏式消毒槽对靴子进行消毒。

・对于进出农场的车辆，使用消毒喷雾器、车辆消毒槽等对轮胎进行消毒。

・在畜舍周围洒消石灰，防止病菌侵入。

③　维持饲养动物的环境

・畜舍内，冬天应防止穿堂风，夏天应使用电风扇、换气扇促进空气对流，从而使畜舍内保持适宜的温度。

・保持畜舍地面干燥清洁。

・经常清扫杯等，确保能喝到新鲜的水。

④　在畜舍里，要精心照顾饲养的动物　　

・为了让饲养的动物能够安静地休息，不要给饲养的动物带来压力。

・饲养的动物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动作，所以在作业等时要始终集中注意力。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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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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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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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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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药的安全处理

①　农药的保管和搬运

・对于农药的使用，除了要注意使用时的稀释和喷洒以外，也要充分注意使用前农药的保管和运输。

*在畜牧业中，消毒剂的处理方式与农药相同。

②　穿戴合适的服装和防护装备

・为防止农药接触到工作人员的皮肤，应穿戴规定的防治用作业服、口罩、手套、防护眼镜。

*请勿使用薄棉布等代替规定的口罩。

在开始作业前
自行检查
服装和防护装备

①手套

②靴子

✓  放在衣服 
袖子内侧

× 把手套套在衣服
袖子外侧

✓  把裤脚套在 
靴子上

× 把裤脚塞进靴子里

③　确认农药说明书（标签）

・遵守农药说明书中写的使用标准（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等）。 

例如，在OJT（职业培训）中，通过展示作业方法让实习生理解农药的稀释倍数等使用方法。

农药说明书

　　

标记的类型 图形标识标记及注意事项【示例】

皮疹患者禁止使用
（注意皮疹）

カブレ 易发皮疹者请勿作业。请勿触摸
施了药的作物等。

禁止向蜂巢蜂箱喷洒
（注意蜜蜂）

如果有飞散到蜂巢蜂箱及其周围
的风险，请勿使用。

禁止在设施内使用
请勿在大棚内或容易滞留喷雾的
场所使用。

出处 ：Crop Life Japan（农药工业会）网站“农药问答～农药安全吗？～（关于
农民的安全措施、掌握使用情况等）”（只有日语页面）
https://www.jcpa.or.jp/qa/a5_18.html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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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暑预防措施

中暑是指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体内水分和盐分（钠等）的平衡被打破或体内调节功能被破坏时发生的疾病

的总称，2024年日本救急医学会中暑治疗指南中根据严重程度将中暑分为I级至IV级。

分类 症状 治疗 严重程度

Ⅰ级 头晕、神志不清（站立时头晕）、
打哈欠、大量出汗、肌肉疼痛、
肌肉僵硬（翻身时）

当场可以处理。
在空调或阴凉的房间休息（Passive Cooling），
口服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不能充分缓解，
则进行Active Cooling（以某种方式冷却中暑
患者的身体）。

小

大

Ⅱ级 头痛、呕吐、疲劳、虚弱、 
注意力和判断力下降

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如果使用（点滴）储存在冰箱中的输液制剂，
或者在空调或阴凉的房间休息不能充分缓解，
可以口服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或者进行Active 
Cooling。

Ⅲ级 以下三项中的任何一项
・中枢神经症状（意识障碍、

惊厥发作）
・肝肾功能障碍
・凝血异常

需要紧急送往医疗机构。
在住院治疗的基础上，考虑包括Active 
Cooling在内的多学科治疗。

Ⅳ级 深部体温超过40度，无法交
流

需要紧急送往医疗机构。
立即进行包括Active Cooling在内的多学科治
疗。

2023年，全产业因在工作场所中暑而停工 4 天以上的伤亡人数将达到1,106人（其中死亡人数31人），其

中农业相关伤亡人数为27人，占2.4%，其中死亡人数为 4 人，占12.9%。

由于农业在室外作业较多，有时也在高温高湿的大棚内作业，因此夏季容易中暑。

WBGT值（暑热指数）

WBGT值是一种暑热指数，用于评价暑热环境引起的热应力。

WBGT值是着眼于人体与外界空气之间的热交换（热平衡）的指标，纳入了对人体热平衡影响较大的①湿度、

②日照和辐射（辐射）等周边热环境、③气温这 3 个因素。

WBGT值越高，越容易中暑。

WBGT值使用带黑球的WBGT测量仪（符合日本工业标准JIS Z 8504或JIS B 7922）测量。

如果没有该测量仪，可以从环境省中暑预防信息网站（https://www.wbgt.env.go.jp/wbgt_data.php）

确认WBGT预测值和实际值。

中
暑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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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作业与暑热指数

在WBGT值超过（或可能超过）标准值的场所（高温高湿作业场所），中暑的可能性会变高，所以首先必须

努力在作业中测定WBGT值。

将测量的WBGT值与下表中的WBGT标准值进行比较，并在高温、潮湿作业场所采取以下措施。

①　通过“可阻挡阳光直射和反射的简易屋顶”、“通风和冷气设备”等降低WBGT值。

②　在高温高湿的作业场所附近设置带冷气设备的休息场所、阴凉处等凉爽的休息场所。

③　在高温高湿的作业场所及其附近，尽量配备冰块、冷毛巾、水浴、淋浴等能够适度降温的物品和设备。

④　在高温高湿的作业场所提供饮用水，以便定期和方便补充水分和盐分。　　

身体作业强度 作业示例
暑热指数（WBGT）

标准值

安静 安静
33

（不习惯炎热者32人）

轻松的作业

・ 舒适坐姿、站姿状态下，轻松的手工作业
（书写、簿记等）

・ 手部和手臂作业（检查、组装和轻质材料
的分类）

・ 手臂和腿部作业（正常状态下驾驶车辆，
操作脚踏开关和踏板）

30
（不习惯炎热者29人）

中等强度
作业

・ 操作拖拉机和重型机械、拔草、采摘水果
和蔬菜

・ 推或拉轻便的货车或手推车

28
（不习惯炎热者26人）

高强度作业
・ 使用铁锹、割草、挖掘、拉锯
・ 推或拉重货车或手推车

25
（不习惯炎热者22人）

极
高强度作业

・ 猛烈地使用铁锹或猛烈地挖掘、挥动斧头、
爬楼梯、奔跑

23
（不习惯炎热者18人）

　　以2024年 7 月10日农林水产省农产局技术普及课生产资料对策室室长发布的事务联络“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作业中的中暑措

施”（只有日语版）和日本工业标准Z8504（热环境的人体工程学 - 根据WBGT（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进行热应力评估）附录

A“WBGT热应力指数标准值”（只有日语版）编制。　

如果意识不清、不能自行饮水，或经紧急处理症状仍未改善时，

应立即到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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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腰痛预防措施

要预防农业相关职业中的腰痛，重点是要全面、持续地实施作业、作业环境、健康这三个方面的管理和劳动

卫生培训。

特别是在作业管理方面，以下是有效的措施。

①　自动化、省力化

在处理对腰部有负担的重物的作业和伴随不自然姿势的作业中，通过机械实现作业的自动化。如果有困难，

则使用小车等工具和辅助机器等减轻工作人员负担，节省力气。

②　作业姿势、动作

作业时尽量将身体靠近作业目标。如果不得不采取不自然的姿势，尽量减少前屈、扭转等姿势的程度，减

少频率和时间。　　

作业台和椅子要调整到适当的高度。

作业台的高度应能使肘部弯曲约90度。

③　作业的实施制度

在设定作业时间、作业量等时，要考虑作业的人数、内容、时间、重量、

自动化、省力化的状况等，不要强迫单个人做对腰部造成过度负担的作业。

　　

④　制定作业标准

针对作业的姿势、动作、步骤、时间等制定作业标准。

应根据工作人员的特点、技能水平等定期确认作业

标准。另外，引进新机器、设备时，每次都要重新

审查。　　

⑤　休息、作业量、作业组合

适当地安排休息时间，并在此时改变姿势。

在需要采取不自然姿势的作业或重复作业等时，

尽量避免连续进行，应与其他作业搭配组合，做

到张弛有度。

用小车搬运

蹲下搬起来 将物品靠近身体搬运

分装搬运设计合理的方式搬运

腰
痛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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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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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蚊虫叮咬预防措施

蜜蜂蜇伤

夏季农业作业中应该注意蜜蜂蜇伤。在进入日常作业不会进入的草丛除草时，有时会在未注意到蜂巢的情况

下被蜜蜂蜇伤。

在蜇人的蜜蜂中，最可怕的是大黄蜂和长脚胡蜂，尤其是大黄蜂，攻击性也很强。当蜜蜂接近蜂巢时，它们

会保持警惕并进行威胁，如果蜂巢受到挑衅，它们就会发动攻击。

2023年，日本死于蜜蜂蜇伤的人数达到了21人。

日本死于蜜蜂蜇伤的人数 （单位 ：人）

类　别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蜜蜂蜇伤死亡人数 11 13 15 20 21

出处 ：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调查　　

如果被蜜蜂蜇伤，可能会因过敏性休克*而陷入危险状态。
*  是指因药物等过敏反应而在极短时间内（几分钟至30分钟以内）发

生的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危及生命的严重症状。

过敏性休克的症状

全身性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皮肤

自觉
症状

・不安
・无力感

・呼吸困难
・紧绷感

・心悸 ・恶心
・腹痛
・便意
・尿意

・头晕
・麻木
・耳鸣

・全身肿胀
・瘙痒

他觉
症状

・冷汗 ・打喷嚏
・ 喘鸣呼吸声
・呼吸困难

・血压下降
・脉搏微弱
・脉搏快

・呕吐
・腹泻
・ 大便、小便失禁

・痉挛
・意识障碍

・ 全身性荨 
麻疹

・ 通体苍白

被蜜蜂蜇伤时，需要进行以下处理。

　①　离开被蜇现场，迅速用吸毒器等将毒液挤出。

　②　用冷水冷却患处，以减缓毒液的传播。

　③　在被蜇伤处涂抹抗组胺软膏。

　　　开了抗组胺片剂的人应服用该片剂。

　④　如出现出疹、咳嗽、头晕等症状，应尽快送往医疗机构。

　⑤　转移患者时，要用担架抬到救护车上。不要让伤者自己行走或背着伤者。

全身症状

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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蜱媒传染病

被蜱虫叮咬可能会感染重症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蜱传脑炎、日本红斑热、蛲虫病、莱姆病等。

蜱虫的特征等如下。

①　蜱虫的分布

蜱虫不同于室内的螨虫（如腐食酪螨和室内尘螨），主要生活在室外，如森林和草地。在城市地区也能看到，

日本全国都有分布。在田里进行农业作业、在灌木丛里割草时有被蜱虫叮咬的风险。

②　蜱虫活动时间

蜱虫从春天到秋天活动活跃。但是，在温暖的地区，即使在冬天蜱虫仍然会活动，虽然蜱虫的活动会减弱，

因此需要小心。

③　预防方法

为了预防蜱虫导致的感染证，不要被蜱虫叮咬。

去草丛、山间等多有蜱虫栖息的地方时，手臂、脚、颈部等皮肤尽量少露出，并穿着没有缝隙供蜱虫进入

的服装。

被蜱虫咬伤时

蜱虫类大多会将口器牢牢地刺入皮肤，长时间（几天到长达十天左右）吸血。被蜱虫叮咬后不会立刻感到疼

痛，所以没有自觉症状，很多情况下不会注意到。

不过，被叮咬两到三天后，蜱虫会因吸血而变大，引起搔、不适、灼热和轻微的疼痛。

蜱虫附着在身体上时

发现被蜱虫叮咬后，如果强行拔出的话，蜱虫的一部分可能会残留在皮肤内，或者虫体可能被弄碎，虫体内

的病毒和细菌被注入人体，因此应到医疗机构（皮肤科或外科）进行处理。

被蜱虫叮咬后

被蜱虫叮咬的情况下，要观察 3 周左右是否有发热、倦怠感、出疹、关节疼痛、腹痛和腹泻等症状。如果

出现症状，请尽快到医疗机构就诊，并告诉医生您被蜱虫叮咬了（何时、何地、身体的哪个部位等）。

参考 ： 农林水产省农产局技术普及课课长“关于农业作业中蜱虫叮咬的注意事项”（只有日语版）2013年 2 月25日24生产第

29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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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缺氧症等预防措施

缺氧症等事故的发生情况

每年都会发生一定数量的缺氧症及硫化氢中毒事故（缺氧症等事故），也有人员死亡。 

缺氧等事故是致死率非常高的事故，其原因之一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对缺氧事故等认识不足。采取适当措施，

如测量作业环境、通风、使用供气口罩等呼吸用防护设备，以防止事故发生。 

　　　　　　　　　出处 ：厚生劳动省网站“缺氧症、硫化氢中毒引起的工伤事故发生状况”（只有日语页面）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05929.html）

缺氧等风险的场所等

缺氧等是指空气中的氧气浓度低于18%或空气中的硫化氢浓度超过百万分之十的状态，农业相关职业中可

能存在缺氧风险的场所如下。

①　雨水等滞留或曾经滞留的水箱、暗沟等的内部

（地下铁的氧化和微生物消耗氧气导致缺氧风险）

增殖的微生物呼吸使氧气变得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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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用于储存谷物或饲料、使水果和蔬菜成熟、使种子发芽或种植蘑菇的筒仓、窖、仓库、船仓或坑内（谷物

等呼吸消耗氧气）

牧草和饲料的呼吸

另外，在农业领域，在放入（曾经放入）屎尿、腐泥、污水、纸浆液和其他容易腐烂、分解的物质的桶、

槽、管道、暗沟、窨井、沟渠或坑的内部，腐烂、分解和硫酸还原菌可能会导致硫化氢中毒。

生成硫化氢

缺氧症等事故的预防措施

①　事先确认缺氧风险场所

②　选任缺氧作业主任

③　测量氧浓度和硫化氢浓度

④　对从事缺氧作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特殊培训

* 在缺氧风险场所作业时，必须进行特殊培训，涉及缺氧产生的原因、症状、空气呼吸器等的使用方法、发

生事故时的撤离方法和急救复方法等。

⑤　通风

⑥　使用防护设备

⑦　应急措施

⑧　防止次生事故（救援时使用空气呼吸器等）

⑨　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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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与技能实习生沟通的重要性

①　加强沟通

・谋求与技能实习生的交流，考虑到技能实习生的日语能力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合理的作业计划下推进安

全卫生措施。

②　促进对安全卫生术语、安全标识等的理解程度

・对于与作业相关的安全卫生用语、安全标识等，用技能实习生的母语书写并绘制图形，以便技能实习生能

够准确理解其内容。

③　入境后立即进行安全卫生培训的重要性

・由于发生工伤事故往往发生在入职时，因此，为防止在不熟悉作业的技能学习阶段发生工伤事故，在入职

时进行安全卫生培训非常重要。

・由于您在日本没有足够的作业经验，因此在下达作业指示时，会在演示作业方法的同时耐心解释，以便您

能够理解指示的内容。

④　日常安全卫生活动的实践

・即使在日本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作业经验，熟悉了作业时，也要实践日常的安全卫生活动（ 5 S、TBM、

KYK）。

⑤　应急响应时

・在平时提高技能实习生的日语能力的同时，培训他们充分理解表示危险和禁止的日语。另外，还需要提前

传达和说明紧急情况下的联络方法（设置联系方式公告栏等）。

・发生事故时，要求他们大声通知周围的人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指导他们冷静地采取行动。

⑥　GAP认证推广

・介绍日本农业为了确保可持续的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卫生，正积极推广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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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施体检

各实习实施方必须根据安卫法实施技能实习生的体检。

一般体检

技能实习生入职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项目（以下事项）进行体检。（安卫则第43条）

入职时的体检项目如下①～⑪。

①　既往病史及工作经历

②　自觉症状及他觉症状

③　身高、体重、腰围、视力、听力

④　胸部X光检查

⑤　血压

⑥　贫血检查（检查血色素和红细胞计数）

⑦　肝功能检查（检查GOT、GPT、γ-GTP）

⑧　血脂检查

⑨　血糖检查

⑩　尿液检查（检查尿液中的糖和蛋白质）

⑪　心电图检查　　

入职时的体检有助于合理分配劳动者和进行入职后的健康管理，鉴于近来结核病感染者中外国出生的年轻人

人数有增加的趋势，在实施包括胸部X光检查在内的入职时的体检时，需要考虑到结核病患病的可能性。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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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传染病措施（结核）～出现结核患者时的应对措施～>

　　结核病应对工作依照传染病法规定执行。在医疗机构等以外的普通工作场所出现结核患者时，实

施接触者体检是基本措施，以便早期发现潜在的结核感染者和结核患者并采取措施应对。

　　基本的应对措施以保健所的指示为基础，经营者的主要职责是掌握接触者、向员工说明情况、建

议未接受定期体检的人接受检查、切实实施接触者体检。

要　点

定期体检

对经常雇佣的劳动者（技能实习生），每年内必须定期进行一次法律规定项目的体检。（安卫则第44条）

定期体检的项目如下①～⑪。

①　既往病史及工作经历

②　自觉症状及他觉症状

③　身高、体重、腰围、视力、听力

④　胸部X线检查及痰液检查

⑤　血压

⑥　贫血检查（检查血色素和红细胞计数）

⑦　肝功能检查（检查GOT、GPT、γ-GTP）

⑧　血脂检查

⑨　血糖检查

⑩　尿液检查（检查尿液中的糖和蛋白质）

⑪　心电图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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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伤事故案例

农业相关职业的技能实习生遭受工伤事故的案例

　　最后，介绍工伤事故案例。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请在讨论安全的作业方法的同时，使用末尾的核对表。

一名使用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的技能实习生为了清除附着的草，把手伸进了收割机的旋转部件内，手
指被卷入受伤。

案例 1

 　　　

　　　　　　　　　　　　　　　　　　　　　　　　　　　　　　　　　

请事先指导技能实习生在清除根茎杂草等堵塞物时务必
停止机械运转。另外，有刀片部件时，要戴上防割手套，
或者使用合适的工具进行清除。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一名进行洋葱分拣作业的技能实习生在试图清除掉落在旋转滚子上的茎时，佩戴的手套被滚子卷入，
右手受伤。

案例 2

根据作业内容的不同，戴手套可能会导致事故，因此请
实习实施方适当区分是否需要戴手套，并对技能实习生
进行适当的指导。
请注意，根据要移除物体的大小等情况，可能需要机械
停止运行后再进行移除作业。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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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使用定植机进行甘蓝苗定植作业的技能实习生在试图清除夹在定植机履带和车轮之间的小石子时，
佩戴的手套被卷入，右手手指受伤。

案例 3

一名使用粉碎机进行枯木粉碎作业的技能实习生在试图用脚踢出堵塞在粉碎机中的碎片时，被旋转的
刀片卷入其中，左脚脚趾受伤。

案例 4

一名对停止运行的自动包装机进行清扫作业的技能实习生不小心触摸了启动开关，右手被启动的自动
包装机的可活动部件夹住而受伤。

案例 5

一名在自动包装机内部进行卷状塑料袋安装作业的技能实习生的右手被突然启动的自动包装机的可活
动部件夹住而受伤。

案例 6

一名使用包装机进行蘑菇包装作业的技能实习生在试图摆正凌乱的包装薄膜时，右手被薄膜压接/切割
部夹住而受伤。

案例 7

当叉车挂钩部系上绳索将木材吊起、技能实习生准备在其下铺设铁管时，绳索脱落导致木材掉落，该
技能实习生左手拇指受伤。

案例 8

技能实习生趴在栅栏上的状态下，试图用液压挖掘机将栅栏吊起来移动时，该技能实习生的腿被铲斗
油缸夹住而受伤。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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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指定了安全卫生负责人？
（安全卫生促进者、安全促进者 * 等）

2 机械和设备是否有盖罩或安全装置？

3 是否检查、修理等以确保机械和设备可安全使用？

4 是否整理整顿作业场所？

5
是否使用防护设备以确保安全作业？

（安全鞋、安全带、手套、头盔、防毒面具等）

6
是否开展安全卫生培训？

（入职时或变更作业内容时等）

7
是否让技能实习生了解了作业流程？
→采用何种方式？□用日语□用母语□指导者示范

8
是否让技能实习生学习了必要的日语和基本手势，以便技能实习生能够理解防
止工伤事故的指示？

9 关于防止工伤事故的标识、布告等，是否通过图解等手段使其通俗易懂？

10 是否让具备资质的技能实习生从事需要获得执照或完成技能讲习的工作？

* 根据安卫法，在林业等行业中，经常雇佣 10 名至 50 名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应选任“安全
卫生促进者”，在经常雇佣 50 名以上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应选任“安全管理者（有资质者）”。
农业不属于这些专职人员的范围，但为了在技能实习中采取安全措施，建议选任负责促进
安全措施的人员作为“安全促进人员”，开展 5S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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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　总部/地方事务所、分支机构所在地

事务所名称 管辖都道府县 邮编 所在地 电话

总部 ー 108-0022
东京都港区海岸 3 - 9 -15
LOOP-X 3 楼

03-6712-1523
（主机号）

03-3453-8000
（电话服务中心）

札幌事务所 北海道 060-0034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 4 条东 2 - 8 - 2
MARUITO北 4 条大厦 5 楼

011-596-6445
（指导课）

仙台事务所
青森县、岩手县、
宫城县、秋田县、
山形县、福岛县

980-0803
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国分町 1 - 2 - 1
仙台富国生命大厦 6 楼

022-398-6126
（指导课）

东京事务所

栃木县、群马县、
埼玉县、千叶县、
东京都、神奈川县、
山梨县

101-0041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须田町 2 - 7 - 2
Urban Center神田须田町 4 楼

03-6433-9971
（指导课）

水户分所 茨城县 310-0062
茨城县水户市大町 1 - 2 -40
朝日生命水户大厦 2 楼

029-350-8856
（指导课）

长野分所 新潟县、长野县 380-0825
长野县长野市南长野末广町1361
Nakajima会馆大厦 6 楼

026-217-3556
（主机号）

名古屋事务所
静冈县、岐阜县、
爱知县、三重县

460-0008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荣 4 -15-32
日建・住生大厦 5 楼

052-684-8412
（指导课）

富山分所
富山县、石川县、
福井县

930-0004
富山县富山市樱桥通 5 -13
富山兴银大厦11楼

076-481-7560
（指导课）

大阪事务所
滋贺县、京都府、
大阪府、兵库县、
奈良县、和歌山县

541-0043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高丽桥 4 - 2 -16
大阪朝日生命馆 4 楼

06-6210-3722
（指导课）

广岛事务所
鸟取县、岛根县、
冈山县、广岛县、
山口县

730-0051
广岛县广岛市中区大手町 3 - 1 - 9
广岛鲤城通大厦 3 楼

082-207-3126
（指导课）

高松事务所 德岛县、香川县 760-0023
香川县高松市寿町 2 - 2 -10
高松寿町Prime大厦 7 楼

087-802-5850
（主机号）

松山分所 爱媛县、高知县 790-0003
爱媛县松山市三番町 7 - 1 -21
Gibraltar生命松山大厦 2 楼

089-909-4110
（主机号）

福冈事务所
福冈县、佐贺县、
长崎县、大分县、
冲绳县

812-0029
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古门户町 1 - 1
日刊工业新闻社西部分社大厦 5 楼

092-710-4083
（指导课）

熊本分所
熊本县、宫崎县、
鹿儿岛县

860-0806
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花畑町 1 - 7
MY熊本大厦 8 楼

096-223-6470
（指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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