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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现代

化建设。由于建筑业高空作业多、交叉作业多、劳动力密集、

生产生活条件艰苦、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

致使建筑业成为了一个危险性高、安全事故频发的行业，建

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在综

合分析中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现状的基础上，经过思考、总结，

对中国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1]。

2 建筑工程施工中常见的安全事故类型及原因

2.1 高处坠落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高处坠落事故占全部事故总数的近

一半，施工生产中频频发生。每一起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都

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也给死

者、伤者家属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创伤。高处坠落事故有以

下表现形式：

①“四口”处的坠落；

②外脚手架上的坠落；

③卸料平台处的坠落；

④悬空作业时的坠落；

⑤支撑点断裂引起的坠落；

⑥安装、拆卸作业时的坠落。

高处坠落伤亡事故形式多种多样，一直是事故的“高发

区”和“重灾区”。引起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管理人员、作业人员高处作业安全意识淡薄，作业人

员作业时未系挂安全带。

②作业人员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酒后作业。

③生产中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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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作业环境不佳，如大风、大雨、昏暗环境下作业等。

2.2 触电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触电事故主要分为电击和电伤两大

类，也可分为低压触电事故和高压触电事故 [2]。电击是人体

直接接触带电部分，电流通过人体，如果电流达到某一定的

数值就会使人体和带电部分相接触的肌肉发生痉挛（抽筋），

呼吸困难，心脏停搏，直至死亡；电击是内伤，是最具有致

命危险的触电伤害。电伤是指皮肤局部的损伤，有灼伤、烙

印和皮肤金属化等伤害。

引起触电事故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非持证人员操作电线、电缆，如其他工种作业人员代

替电工进行接线。

②在高压线下施工时不遵守操作规程，金属构件接触高

压线路造成触电。

③维护检修用电设备时，不严格遵守用电操作规程，麻

痹大意，造成事故。

④电气设备损坏或不符合规格，又没有定期检修，以至

绝缘老化、破损而漏电，酿成事故。

2.3 坍塌

坍塌事故是建筑工程施工生产中伤亡人数多、经济损失

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是群死群伤。

建筑工程中的坍塌事故有深基坑土方坍陷、倾倒，高支模脚

手架坍塌，拆除建筑物过程中的坍塌等，以深基坑土方坍塌

和高支模坍塌为主。坍塌事故有以下特点：

①坍塌事故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强、人员逃生难度大。

②坍塌事故社会影响恶劣、救援难度大、经济损失大。

③易引发次生事故，对后期工期影响大。

2.4 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是指因机械设备、工具使用不当引起的绞、辗、

碰、割、戳、切等伤害。施工中引起机械伤害事故的原因包

括以下几点：

①机械设备超负荷运作或带病运转。

②电锯、模板切割机等，未设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③管理人员没有对作业人员进行交底、培训、考核，或

者交底、培训、考核流于形式。

④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时常抱着侥幸心理进行违

章作业。

3 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方法、措施

3.1 高处坠落事故的管控

第一，不断提高、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教育，提高

其自我保护能力，切实做到三不伤害，即不伤害自己、不伤

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第二，安全管理人员提高巡查频次，将易高处坠落点纳

入重点监控范围。

第三，搭设外脚手架时，按要求系挂安全带、安全带做

到高挂低用。外脚手架顶部设置“生命绳”，作为安全带的

系挂点。使用的安全带规格、质量应满足规范要求。

第四，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预留洞口，及时设置防护

栏杆、盖板，在预留洞口周边的醒目位置处设置安全警示标

语、标牌。

第五，对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体检，杜绝患有

禁忌病症人员（如高血压、心脏病等）从事高处作业。

第六，严禁酒后上岗。

第七，作业环境不满足要求时（如 6 级以上强风或大雨、

雪、雾等），暂停高处作业。

第八，加大安全费用的投人力度，对磨损的钢丝绳、老

化的安全带、陈旧的支撑板等及时进行更换。

3.2 预防触电事故的管理措施

第一，加强施工用电安全管理，对用电人员进行安全用

电教育。

第二，现场的三级箱、电锯、焊机等电气设备未经检查

不准使用，使用中的电气设备严禁带故障运行。

第三，露天使用的钢筋弯箍机、切断机等应搭设防雨罩

棚，凡被雨淋、水淹的电气设备应进行必要的干燥处理，经

绝缘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四，总配电箱、二级配电箱、开关箱等必须坚固、完

整、严密，箱门加锁，箱内不得有杂物。

第五，从事电气作业的电工，应责任心强、身体素质良

好，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并按要求做好巡查记录。

第六，用电机械设备工作结束或停工时，须将开关箱断

电、上锁、保护好电源线和工具。

第七，施工单位项目部的安全管理人员要做好对电工的

检查、指导、管理工作。

3.3 坍塌事故的预防和管控措施

第一，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提高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以及施工现场其他管理人

员对深基坑、高支模、拆除作业等易引起坍塌事故的认识、 

认知。

第二，深基坑、高支模、拆除作业等易引起坍塌事故的超

危大工程，在施工前必须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进行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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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设资源的配置上进行优化，实现优势的最大限度发挥，

以满足企业在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内的各项需求。对以往相对

薄弱的环节要重点加强，项目的设计也需要不断地提高。项

目管理团队的建设也要实现升级优化，完善施工队伍管理，

将企业内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重点工程的建设提供支持

与保障，在此基础上提升企业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

4.3 加强项目前期的专业管理

一般来说建设项目管理与施工是分别有两个团队来管理

的，相对来说较为分离，管理团队需要完成人员精简，提升

管理层专业素养，因此 EPC 总承包模式更为适应当下的项

目前期组织的实际情况 [4]。在实施阶段，从项目前期，特别

是准备阶段，需要加强对项目的专业化管理。在编制招标文

件、组织招标等活动的过程中由委托公司进行管理，从而真

正简化业主团队，实行专业化管理。

4.4 加快和加强项目管理人才的培养

EPC 模式相对于 PMC 模式，在管理团队的理念、管理

方式以及结构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中国目前的重大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团队普遍并不能达到这种标准，因此再实

施过程中并不能都发挥出 EPC 项目的最大功能。企业在高

精管理团队的建设上还比较薄弱，具有项目管理经验以及较

高专业素养的人才还相当稀缺，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来补

上这个缺口，加强对管理团队的培养与建设。目前，更适合

与 PMC 管理团队合作，为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5 结语

简而言之，目前中国重大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应用还要

受到工程体系建设、管理团队理念、员工素质以及水平等多

个方面的影响和限制，而且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制约了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效

率的提升。针对这一点，笔者针对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一种

形式进行了分析，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几点促进重大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实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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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坑（槽）、边坡和桩基施工及模板作业时，应

派专人指挥、监护，出现险情时，立即停止施工，将作业人

员撤离作业面，待险情排除后，方可再作业。

第四，楼面、屋面堆放建筑材料、模板、施工机具或其

他物料时，严格控制数量、重量，防止超载。

第五，拆除作业时，应双向、对称、均衡地进行拆除。

机械拆除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进入机械作业范围内进行清

理或拆除作业。

3.4 机械伤害事故的预防和管控
第一，作业人员入场前，必须接受安全教育、技术交底，

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第二，各种施工机械的安全防护装置必须齐全有效，对

机械设备定期保养、维修，使其保持良好工作状态。

第三，在机械、设备运转时，不得用手测量零件或进行

润滑、清扫杂物等。

第四，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因素大的机械作业现场，

非本机械作业人员因事必须进入时，要经当班机械作业者同

意，在有安全措施时进入。

第五，机械作业人员，严禁酒后上岗、疲劳作业。

4 结语

论文通过建筑工程施工生产中的安全生产现状及安全问

题的思考、管控方法的分析研究，深刻地诠释了“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思想。安全管理是涉及企

业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际施工生产中应坚持“一岗双

责”“四不放过”“三定”“三不伤害”等安全管理理念和

原则 [3]，加大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投入，不断地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和成效，让建筑工程从业人员能真正的“高高兴兴上班

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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