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通用7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
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计划书优
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一

一、认真执行设备使用与维护相结合和设备谁使用谁维护的
原则

1、单人使用的设备实行专责制。

2、主要设备实行包机制(包运转、包维护、包检修)。

3、设备使用实行定人、定机，凭证操作。

4、各种设备司机，必须经过培训，达到本设备操作的技术等级
“应知”、“应会”要求，经考试合格，领到合格证，方能
上岗。

5、设备司机都要做到“三好”，即管好、用好、修好;“四
会”，即会使用、会保养、会检查、会排除故障。

6、要严格执行日常保养(维护)和定期保养(维修)制度。

8、班中责任制，注意设备运转、油标油位、各部温度、仪表
压力、指示信号、保险装置等是否正常。

9、班后、周末、节日前的大清扫、擦洗。发现隐患，及时排
除。



10、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必须填写维修保养记录，交接-班必须
填写交接-班记录。

二、操作员负责对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日常维护分为
出车前、行车中和收车后三种情况。

(一)、出车前的日常维护工作：

1、检查冷却水、燃油、机油是否合乎规定数量，视需添加;

2、检查转向机，制动装置各连接部位是否牢固可靠;

3、检查轮胎气压是否合乎规定;

4、检查和紧固轮胎、半轴、传动轴、钢板弹簧等部件的螺栓、
螺母;

5、检查灯光信号、喇叭、雨刮器的工作状况;

6、检查手制动、脚制动及离合器的工作情况。

(二)、行车中的日常维护工作：

1、注意观察各仪表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气压表、机油压力表
和水温表， 以及查听汽车各部位有无异响。

2、注意检查安全部件是否正常，并检查轮毂、制动鼓、变速
器、主传动器的温度和轮胎气压。剔除嵌入大车轮胎的石子
及其他杂物。

(三)、收车后的日常维护工作：

1、清洁车内外卫生，保持车容整洁;

3、检查轮胎气压，清除胎面石子杂物;



4、检查风扇皮带及空压机皮带的松紧度，必要时进行调整;

5、检查有无漏水、漏气、漏油、漏电现象;

6、清洁、检查蓄电池电液平面高度，以及调整油、电路。

7、做好全车必要的紧固和润滑工作，排除行驶中所发现的问
题。

三、机械设备根据检修的要求可分为以下二级保养：

(一)、一级保养

1、设备一级保养的目的

(1)使操作者逐步熟悉设备的结构和性能。

(2)减少设备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3)消除设备的事故隐患，排除一般故障，使设备处于正常技
术状况。

(4)使设备达到整洁、清洁、润滑、安全的要求。

2、一级保养的主要内容

(1)保养前要做好日常的保养内容，进行部分零件的拆卸清洗。

(2)对设备的`部分配合间隙进行调整。

(3)除去设备表面的油污、污垢。

(4)检查调整润滑油路，保持畅通不漏。

(二)、二级保养



1、设备二级保养的目的

(1)使操作者进一步熟悉设备的结构和性能。

(2)延长设备大修期和使用年限。

(3)使设备达到完好标准，提高及保持设备完好率。

2、二级保养的主要内容

(1)根据设备使用情况进行部分解体检查或清洗。

(2)对各传动、液压、冷却系统清洗换油。

(3)修复或更换易损件。

(4)检查电器，修整线路，清洁电动机。

(5)检修，调整精度，校正水平。

操作员应善于发现和及时排除车辆行驶中出现的一般故障。
对于解决不了的技术故障，操作员应及时上报工区物资设备
部。

四、机械设备维修由各保管及使用单位自修，指挥部车辆指
定修理厂维修，进场起重机械必须有安检证书，项目部会定
期对施工机械等检查，不符合施工要求的应及时整改。有安
全隐患的应马上停止施工。对小型机具及厂内车辆各保管及
使用单位自行维修，有需要项目部配合应及时通知设备部，
并做记录。

六、大修后机械应注意磨合期，不宜长时间使用机械。并指
定专人看护。

七、各施工机械设备每日开工前要检查刹车、制动等，以保



证运转的安全性。

八、维修过程中更换配件必须是原厂配件，有合格证及检验
证明，对每次维修做好记录，有可追溯性。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二

xxxx年工作重点是：保证设备良好运行，提高设备完好率，
提升设备维修人员素质，全面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工作，避
免因机械设备疏于保养出现故障，影响公司生产作业。

1、设备的检查与保养工作落到实处。

2、设备完好率达到90%以上。

3、设备维修费用符合xxxx年维修计划费用标准，防止设备失
修。

4、加强设备维修、保养等资料的管理，确保其真实性与实用
性。

5、加大维修人员培训力度，确保维修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1、以往设备维修中，我们多处是设备出故障之后的被动维修，
出现突发故障后，会影响生产作业，而且有些突发故障出现
时，库内没有维修所需备件，或需花大量时间去购买配件，
这样会增加机械设备修复时间，这样就促使我们，要及时改
变设备管理思路，由被动事后维修转变为主动的预防性维修，
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的管理力度，根据机械设备近几年来的使
用情况和完好状况，制定机械设备的年度维修计划，或季度
维修计划等，由专人负责检查，按时做好机械设备维护保养
工作，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情况监测，做好机械设备维护保养
记录。



3、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有局限，由于我们所管理的机械设备
种类较多，要求维修人员要熟练掌握多种机械设备的维修技
巧，维修人员应积极的去探索学习，我们也会加强设备维修
人员的培训工作，在合适的情况下，寻求设备厂家的帮助，
对生产作业中操作、维修和机械设备故障较多的部位，进行
专向培训。或者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我部门设备维修人员进行
现场实际操作培训，不断提高设备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

4、我们负责维修设备的使用者涉及到公司的所有部门，设备
使用者的素质参差不齐，因设备操作不当而造成的事故时有
发生，xxxx年我们将加强对设备操作者的培训与操作过程的监
督，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行，不能只靠我们设备保障部去时时
监督维修，我们需要所有使用部门共同去维护。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三

云维集团大为制焦公司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检修，云南大旱
了几月有余，很少有雨水洒落大地;和这闷热天气一样，我们
大为制焦的好儿女们却以最精神最饱满的状态进入到大检修
当中。

我属大为制焦公司电仪车间一名普通员工，为了搞好今年度
电气仪表设备的大检修工作及在运设备的平稳运行工作，我
和车间其他员工一样如火如荼的干着自己的检修工作，并喜
爱着。

五月十号，检修第一天开始，我班组成员按照车间“强化安
全、质量管理，优质、正点、完成大修工作、开车一次成功。
检修进度必须服从安全和质量，在安全和质量有保证的前提
下保进度”的指导思想进行学习，接着对热电三台锅炉的粉
尘仪和二氧化硫分析仪进行拆卸和校验，并对进样，取样管
路部分的泄露进行密封，由于进过一年左右时间的运行，分
析仪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很多问题，工作量虽大，但我们
拟定目标，争取在三天内完成三台锅炉的分析仪表检修任务，



使我们的分析仪表能按时正常投入到锅炉烟道的粉尘和二氧
化硫的检测中，顺利完成车间及公司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在检修期间，我们所有员工都应该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工
作态度积极，认真对待着自己的工作，和公司、车间一心，
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按时按量完成各项指标任务，顺
利开车。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四

设备保养是一项预防性的技术性活动,对于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巩固提高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严格设备保养制度,规范
保养程序,经常抓好落实。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设备保养管理规
定。

1. 目的

保持厂基础设施、设备的良好状态，以保证使用过程效能，
确保产品满足顾客的要求。

2. 范围

适用于本厂基础设施、设备的控制和管理。

3. 职责

3.1生产部是设备维护保养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厂的基础设
施、设备的管理。

3.2生产部根据厂基础设施、设备的实际情况，负责建立管理
档案，制订《设备操作规范》，对设施、设备实施全过程的
管理。

3.3生产部负责所有的设施、设备进行维修、保养及运行操作



管理。

4 工作程序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随着运行工时的增加，各部机构和零件
由于受到摩檫、腐蚀、磨损、振动、冲击、碰撞及事故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技术性能逐渐变坏。

4.1保养作业内容

按照保养作业性质可分为：清洁，检查，紧固，润滑，调整，
检验和补给作业。检验作业由国家指定的检验部门执行，或
由本司专职检验人员负责进行。

1) 清洁、检查、补给作业一般由设备操作人员执行。

2) 紧固、调整、润滑作业一般由机修工执行。

3) 压力容器作业由专业人员执行。

4) 电气作业由专业人员执行。

5 保养制度

本公司的设备保养制度是以预防为主，定运行工时进行保养
的原则，分为例行保养，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三级保养，
季节性保养。

设备保养的分级和作业内容是根据实际使用中技术情况的变
化;设备的结构;使用的条件;环境条件等确定。是根据零件磨
损规律，老化规律，把程度相近的项目集中起来，在达到正
常磨损，老化将被破坏前进行保养，保持设备整洁，发现和
消除故障隐患，防止设备早期损坏，达到设备维持正常运行
的目的。



5.1设备的例行保养

设备的例行保养是各级保养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运行安全，
能源的消耗，机件的使用寿命。例行保养作业由设备操作人
负责执行，其作业中心内容以清洁、补给、安全、检视为主，
坚持开工之前、运行中、收工后的三检制度。检查操纵机构、
运行机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维护整机和各总成部位
的清洁，润滑必须润滑到位，紧固松动件等。

5.1.1 设备启动前的工作项目。

1) 清洁设备，清除与生产无关的'杂物。

2) 检查各指示仪器，仪表，操作按钮和手柄以及紧急停止按
钮是否正常。

3) 检查各部位有无漏水，漏气，漏电的现象。

5.1.2设备运行中的检查。

1) 注意各仪器仪表的工作情况，及各部位有无异常的声响。

2) 运行中注意安全部件是否正常。

3) 遇异常情况要及时向相关部门负责人报告。

5.1.3收工后的作业项目

1) 清洁设备外部，除去管道和容器内的生产用料，清洁各种
零部件。

2) 放尽系统内的剩水，检查润滑油的质量，油量视需要补给。

3) 排除运行中发现的缺陷和故障。



5.2 设备的维修保养

设备的维修保养是合理使用设备的重要环节，必须用强制性
的保养制度取代那些随坏随修，以修代保，进行频繁的大拆
大卸的做法。

设备的维修保养就是在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指导下，把设备保
养作业项目按其周期长短分别组织在一起，分级定期执行，
设备的定期保养分为：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三级保养。

5.2.1一级保养

一级保养是各级技术保养的基础，各级技术管理部门必须十
分重视一级保养工作的质量。由专业维修工负责执行。主要
作业内容以清洁、润滑、紧固为主，检查操纵、指示用仪器、
仪表、安全部位、各种阀门、润滑油油平面。

5.2.2二级保养

设备的二级保养以清洁、检查、调整、校验为中心内容。由
专业维修人员负责执行。除执行一级保养作业项目，并检查
运动部件的润滑油状况，清洗各类滤清器，检查安全机件的
可靠性，消除隐患，调整易损零部件的配合状况，旋转运动
部位的磨损程度，校验指示用仪器仪表和控制用仪器仪表、
计量用仪器仪表，延长使用寿命，维护设备的技术性能。

5.2.3三级保养

三级保养以解体清洗、检查、调整为中心内容。拆检齿轮变
速和电磁变速器，清除污垢、结焦，视需要对各部件进行解
体、清洗、检查，清除隐患，排除缺陷，对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视需要进行除锈、补漆，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查、试验。

5.2.4季节性保养



本市冬、夏气温相差悬殊，设备的工作条件也发生明显变化。
为此，在进入冬夏两季之前，应结合二级保养进行季节性保
养作业，以避免因气温变化造成设备性能不良和机件损坏。

5.3 使用过程故障维修

生产过程中若发生机械设备故障，应及时通知本组组长联系
维修人员维修，并填写“设备维修记录单”。维修后，经使
用人检验正常运行后再进行正常工作。

5.4 保养时间安排

日常例行保养由操作工按照要求日常进行，“三级保养”由
设备维修人员负责，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4) 安全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超负荷使用设备，设备的安
全防护装置齐全可靠，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

设备的维护保养内容一般包括日常维护、定期维护、定期检
查和精度检查，设备润滑和冷却系统维护也是设备维护保养
的一个重要内容。

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是设备维护的基础工作，必须做到制度
化和规范化。对设备的定期维护保养工作要制定工作定额和
物资消耗定额，并按定额进行考核，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工作
应纳入车间承包责任制的考核内容。

(2) 日常检查维护及定期检查的部位、方法和标准;

(3) 检查和评定操作工人维护设备程度的内容和方法等。

二、设备的三级保养制 三级保养制度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中
期开始，在总结前苏联计划预修制在我国实践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保养修理制，它体现了我国设备维



修管理的重心由修理向保养的转变，反映了我国设备维修管
理的进步和以预防为主的维修管理方针的更加明确。

三级保养制内容包括：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一级保养和二
级保养。三级保养制是以操作者为主对设备进行以保为主、
保修并重的强制性维修制度。三级保养制是依靠群众、充分
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实行群管群修，专群结合，搞好设备维
护保养的有效办法。

(一)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 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一般有日保
养和周保养，又称日例保和周例保。

1.日例保 日例保由设备操作工人当班进行，认真做到班前四
件事、班中五注意和班后四件事。(1) 班前四件事 消化图样
资料，检查交接班记录。擦拭设备，按规定润滑加油。检查
手柄位置和手动运转部位是否正确、灵活，安全装置是否可
靠。低速运转检查传动是否正常，润滑、冷却是否畅通。

(2) 班中五注意 注意运转声音，设备的温度、压力、液位、
电气、液压、气压系统，仪表信号，安全保险是否正常。

(3) 班后四件事 关闭开关，所有手柄放到零位。清除铁屑、
脏物，擦净设备导轨面和滑动面上的油污，并加油。清扫工
作场地，整理附件、工具。填写交接班记录和运转台时记录，
办理交接班手续。

2.周例保 周例保由设备操作工人在每周末进行，保养时间为：
一般设备2h，精、大、稀设备4h。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五

第一条为搞好公司设备维护保养工作，提高设备维护保养水
平，保证设备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总部设备管理制度，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生产的工艺设备、管道、动力设备、
通用设备、起重运输设备、消防设备、仪器仪表以及其他各
种机械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第三条各单位设备管理部门及所属车间要高度重视并认真搞
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制定本单位及生产岗位“设备维护保
养制度”，建立健全“设备操作规程”及“维护检修规程”。

第四条各单位要大力推动tpm管理，牢固树立“我的设备、
我操作、我维护”的观念，设备的操作人员是设备维护的第
一责任人。

第五条设备维护保养实行专机专责制或包机制，做到台台设
备、条条管线、个个阀门、块块仪表均有人负责。

第六条对设备维护保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总公司
《石油化工企业设备完好标准》。

（一）严格按操作规程正确使用设备，严格控制操作指标，
严禁设备超温、超压、超速、超负荷及介质超标运行。对于
超指标运行的设备，要及时通报设备管理部门，共同分析评
估。

（二）坚守岗位，严格执行巡回检查制度，对关键机组实行
特级维护管理，并严格执行《大型机组特级维护管理制度》。

（三）严格执行《设备润滑管理制度》。坚持“五
定”、“三过滤”，做好润滑记录及废油回收工作。

（四）严格按《机泵管理制度》，做好设备的定期切换和备
台的定时盘车工作，对闲置设备应制订相应管理办法以做好
维护保养工作。



（五）清楚本管辖区内动（静）密封点分布、泄漏标准及设
备完好标准，主动消除跑、冒、滴、漏，并搞好设备防冻、
防凝、防腐、保温、保冷等工作。

第八条检维修及保运人员（机、电、仪）职责：

（一）坚持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搞好设备的检维修工作。

（二）按时上岗，执行巡回检查制度及《大型机组特级维护
管理制度》，认真巡检，并主动向操作工了解设备运行情况，
发现缺陷及时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要及时报告，并做好详
细记录。

（三）积极应用状态监测技术，逐步采用先进的仪器，检查
设备，指导检修。

（四）严格按总公司《设备维护检修规程》及有关标准检修
设备，保证检修质量。

（五）加强技术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检修工作水平。

（六）保运单位应严格执行保运协议，作好相关设备巡检、
维护和保养工作。

第九条各单位要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工作，不断设备现场管理
水平，设备现场不见脏、漏、缺、锈、乱。设备区域划分清
楚，责任落实到班组。做到“一平、二净、三见、四无、五
不缺”，即地面平整，门窗玻璃净、四周墙壁经，沟见底、
轴见光、设备见本色，无垃圾、无杂物、无废件、无闲散器
材，保温油漆不缺、螺栓手轮不缺、门窗玻璃不缺、灯泡灯
罩不缺、地面盖板不缺。设备及管线保温规整，油漆美观。
装置现场应有明显的物料名称、流向标志及位号等标识。

第十条各单位设备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的检



查与考核。要依据公司有关规定和合同协议，制定检查考核
办法，对保运维修单位所负责的设备巡检、维护和保养工作
进行检查，并进行严格考核。

第十一条设备维护保养管理作为设备管理专业检查的主要内
容之一，公司设备管理部要结合各项检查及tpm活动的开展，
加强对设备维护保养管理工作的检查，并进行考核。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六

为保证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及时消除设备所存在的安全隐
患，根据《^v^安全生产法》及相关安全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制
度。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内所有机械设备的维修保养。

维修技术人员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

安全主任负责监督检查设备/设施维修保养的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本制度的执行。

设备的采购

设备应到具有相应资质的生产单位进行采购，并要求其提供
该单位的资质证明复印件。

安全主任和申购部门负责所购设备的验收工作，除检查供应
商的相应资质处，还必须检查所购设备的“三证一书”，即
质量合格证，安全鉴定证，生产许可证和使用说明书。

设备的使用管理

各部门需增置的设备经批准购买后，须报管理部设备科备案。



各部门负责人应按设备的类型建立台帐，做好公司生产设备
编号。

所有设备的相关资料统一由设备管理部保管(使用说明书，设
备图纸及技术文件等)。

新设备投产使用前，必须经过安全专业人员的风险评估，否
则不得投入使用。

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所有新购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的编制，并张
贴于设备的醒目位置。

设备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岗前培训与实际操作，考核合
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各部门应全力协助管理部设备科对设备进行管理，监督、指
导本部门设备操作人员的正确使用与维护。

操作人员每天上岗作业前必须认真检查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
启动和紧急停止开关的有效情况。

设备的维修

维修人员必须具备从事本工作的专业技能，在维修作业前应
首先应切断电源、电源开关上锁、挂上“停机检修牌”等，
在确定安全后方可进行检修作业。

如生产过程中设备出现故障，必须遵从“先维修、后使用”
的原则，应立即停机并上报班组长，严禁私自维修或设备带
病运行。

设备发生故障后，使用部门应填写《设备维修申请单》交维
修负责人，由维修负责人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及时维修或聘请
外修(公司无力维修的情况下)。



接到《设备维修申请单》后，维修人员应当及时赶往故障设
备现场，核实故障后悬挂故障维修标志。

维修设备时必须先关闭电源后上锁，并挂上“有人维修，请
勿合闸”安全警示标志，钥匙只能有一把，由维修人员本人
保管，防止他人误动电源开关，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

如设备故障比较复杂，管理部设备科无力维修，需通知设备
代理商送厂外维修时，填写《设备外修申请表》，并负责跟
踪维修情况。

如当天不能维修完毕的机器，应做好相应的现场保护措施，
并做好交接手续。

设备维修如需进行电焊或其它明火工序，维修人员必须严格
按照《动火作业管理规定》的内容与要求来执行。

对设备保养工作计划篇七

19xx年到xx无线电技术学校学习家用电器维修。19xx年3月入
伍，19xx年4月加入中国^v^。19xx年8月至19xx年8月考入xx
指挥学院，学习通信载波专业。xx年8月至xx年12月，参加中
央党校函授法律专业学习，获本科文凭。xx年4月，因服役期
满退出现役，被洛阳移动通信代维公司聘用，任基站巡检工
程师兼主任助理。xx年4月到大唐洛阳热电厂设备维修部高压
配电班。

我从19xx年参加工作以来，由于长期受部队环境的熏陶，能
够坚持不断的学习^v^理论和xxxx的思想，把马列主义，^v^
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用心去体会xx的各项惠民政策的
真正内涵，始终不移的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v^
保持高度一致。在大事大非面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坚持党
性原则。始终用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职，



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努力的干好本职工作。听从上级各种调
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干好本
职工作。

xx年4月，从部队转业以来，能够尽快的转变思想，努力的去
适应各种工作。在移动通信公司任基站代维巡检工程师兼主
任助理期间，能够严格的执行移动公司的各项维护制度，积
极的配合业务部门开展好维护工作，严格的对部下进行人性
化管理，从长远着手，抓好人员素质培养。带出来了一大批
业务骨干，为搞好维护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再此期间还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明制作了bts监控数据上传测试仪。
对xxxx开关电源进行二次下电（低电压保护功能）改造。对
环境监控进行了功能开发，增加了红外线防盗功能，有效的
避免了空调室外机被盗事件的发生。受到移动公司领导的高
度赞扬，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

电力设备维护是一项责任心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长抓
不懈。我若取得电力工程的助理工程师职务，一定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不断的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维护标
准，克服缺点，确保维护质量。争作“一专多能”人才。为
我厂扭亏为赢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