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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there are many manifestations of risks, coming from many aspect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mon risk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analyz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targeted suggestions, hoping to bring some help to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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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中常见风险因素及安全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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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施工中，风险有多种表现，来源于多个方面。论文基于文献法、调查法对建筑施工中常见风险因素展开探究，并就
如何加强安全管理进行分析，提出几点针对性建议，希望能为相关工作带来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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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业是安全事故频繁的一大行业，据有关数据显示，

建筑业中安全事故每年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几百亿人民币。

大量的安全事故不仅制约建筑业的持续发展，更威胁社会的

稳定与家庭的幸福。下面结合实际，首先就建筑施工中常见

风险因素展开分析。

2 建筑施工中常见风险因素

2.1 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是在高处作业情况下，由于人为或环境影响

导致的坠落事故。高处坠落事故在建筑施工常见比较高发，

且事故发生后造成的伤亡率很高。建筑施工现场的高处坠落

事故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临边作业高处坠落事故。由于高空坠落事故高发且

危害性大，所以现在所有的高处作业区域内不布置有安全防

护网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但在施工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临边作业高空坠落事故。如施工人员一时疏忽大意踩

空坠落、安全防护措施失效引起物料坠落等。

②攀登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攀登作业是工程项目施工

的必备作业方式。攀登到高处作业本身就有一定风险，如果

作业人员未严格按照规定与要求配到好安全防护用具，那么

发生高处坠落事故的几率就会更大。在作业过程中，如果施

工人员手脚打滑，安全事故也有可能发生。操作平台高处坠

落事故。在高处作业过程中，如果操作平台失稳，会引起操

作人员身体失衡，安全事故有可能会因此发生。

另外，在操作平台作业时，经常需更换施工位置，工

作人员施工位置更换后安全装置的固定位置也会更换，在这

一过程中，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出现高处坠落事故 [1]。

2.2 机械伤害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机械伤害也很常见。建筑施

工需要用到多种机械，如搅拌机、挖掘机等，这些机械会给

人体带来不同的伤害，如割、碾、卷入、剪切、碰撞等。近

些年，有关建筑施工现场出现机械伤害的报道层出不穷，对

机械的不规范操作或机械自身失控导致有关人员或伤或残，

身心遭受巨大损害。

2.3 物体打击
物体打击是指由失控物体的惯性力造成的人生伤亡事

故。物体打击事故在建筑事故现场的发生率较高。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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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量大、施工进度紧，所以施工现场往往会堆积较多的材

料、机械等，现场环境比较混乱，发生物体打击的几率大。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常见以下几种物体打击事故：工具零件、

建筑建材等物从高处掉落致人伤残、机械运转故障甩出物伤

人、压力容器爆炸产生的碎片伤人等。物体打击事故给人体

造成的损伤是极大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无论是管理人员

还是施工人员都需树立风险规避意识，要提高对物体打击事

故的重视，并通过规范操作、小心防控降低事故发生几率 [2]。

2.4 触电伤害
建筑施工现场不可避免地会有线缆、接头、电闸箱等

电器设施设备，这些设备如果位置布置得不合理，又没有防

护措施，就容易对现场人员产生伤害。在建筑施工现场，触

电伤害一般有两种，分别是电击与电伤。电机是指电流流过

人体，给人体内部器官带来伤害；电伤是指电流的热、化学

与机械效应对人体外表造成伤害。电击与电伤都会影响人体

健康，但电击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如果流过人体内部的电流

过大，会危及人的生命。因此，对于建筑施工现场的触电伤

害一定要提高重视并做好防范。

2.5 坍塌事故
坍塌事故常出现于地下工程。如在进行地下边坡支护

作业时，边坡结构失稳引起工程结构坍塌，导致机具、人员

被埋。

3 建筑施工中的安全管理策略

3.1 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建筑施工期间要根据建筑项目分布区域、工程量等具

体情况，进行科学的统筹安排部署，建立科学可行的规章制

度，将安全管理落到实处。相关单位要结合建筑工程项目实

际特点，科学制定《施工标准化管理办法》《工地标准管理

办法》《安全管理条例》等，为各项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依据。建筑施工期间制定全方位监管制度，调度各方力量全

面监督管理，构建行之有效的项目管理体系。完善周报、月

报、简报制度，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工程施工建设中的安全

情况，查找安全问题并做出针对性处理，实现对安全隐患的

有力防控。建筑施工中，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项目安全总

体目标，在总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施工安排以及进度计

划、各个阶段的具体施工内容对安全管理目标进行细化、分

解，分解出各个具体的指标并编制项目安全保证计划，将各

项安全管理工作认真落实下去 [3]。

3.2 明确安全管理方案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要制定明确的安全管理方案，设

计合理的安全管理流程，确保各项安全隐患都能得到有效管

控。具体如单位要建立专门的安全原理小组，确定由该小组

全权负责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成员在进入正式施工环节后可

根据项目部人员更换、增减或扩充，以便更好地执行安全管

理任务。

在建筑工程施工前、施工中、事故后以及施工后，安

全管理小组都要广泛、精准搜集施工现场与安全事故有关的

数据，做好安全风险辨识与防控，将安全事故发生几率降到

最低。建筑施工过程中要制定标准、明确的安全管理操作流

程，确保各项安全管理工作能够规范、有序进行（安全管理

操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3.3 做好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与防控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对各项材料妥善保存、规范管理，

避免材料成为事故的危险源。同时，要在施工期间根据层

次分析法的分析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对机械设备加强管理，如

在使用前对设备进行检查，使用时对设备规范操作。对现场

搭设的脚手架、模板等进行检测，确保各项设施的稳定性 

达标。

另外，施工期间规范使用各工具、设备与材料，严禁

出现高空坠物等事故。对参与施工的各人员，如电焊工、司

机等提前进行身体检查，严禁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可能会

影响施工行为并引发安全事故疾病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在

施工过程中对人员进行安全教育，采用线上 + 线下复合教

育模式，不定期向人员宣传安全知识，传授安全防护技能，

切实提高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技能。

图 1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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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应急管理
在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安全应急管理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内容。因建筑施工现场的安全事故往往发生于一瞬间，

难以预测，所以现场管理人员、责任人员可以分析、协商以

及控制的时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提前制定完善的

应急方案，以便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反应，科学处置，将事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于 2004 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施工单位应制定本单位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

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单位要对应急对象做具体分析，依据分

析结果与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应急指挥机构，组建应急救援专

业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制定突发事故处置细则，设计

安全紧急疏散方案等。建筑施工现场最常出现机械伤害、高

处坠落、触电、物体打击、坍塌以及爆炸等安全事故。这些

事故产生原因不同，具体表现不同、影响不同，单位要根据

事故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施工现场，安全重如泰山，只有做

好安全管理，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

等才能顺利实现。根据调查结果与实践经验可知，建筑施工

中容易发生高处坠落事故、物体打击事故、触电事故等。对

此，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与行业要求，根据建筑工

程具体情况，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安全管理方

案，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施工中的应急管理，全力降低

工程安全风险，确保人员、建筑与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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