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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为建筑行业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筑工程施工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开展。所以在工程建设中,应加大工程管理力度,深化人员的安全意识,并制定科学有效的应急措施,从而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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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当下,建筑安全一直都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决定建筑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不

过,在现阶段的建筑行业安全管理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且

制约了企业发展。为此,加强施工企业安全管理,解决施工中

存在的安全事故,对于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1 建筑安全事故成因 

建筑工程建设中 常出现的5大安全事故有高处堕落、

物体打击、触电、机械伤害、坍塌。其中以高处堕落带来的

伤害 为严重。据不完全数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建筑安全

事故中,高处堕落达到160起左右,占总比例的一半以上；物

体打击约42起、坍塌事故32起,占总比例的二成左右；触电、

机械伤害事故55起,占总比例的17%；而起重伤害约22起,占

比7%。这些安全事故的产生都有其因果关系,且其中的关联

性也较为复杂,在工程建设中,应结合实际情况,对安全事故

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并找出事故产生原因及内在联系,

然后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2 建筑安全事故的形成原因 

2.1人为因素 

工程建设离不开人力的消耗,而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事

故也成为了部门及人员关注的重点。人为因素分为直接和间

接两种情况,直接因素包括管理人员现场指挥错误、施工人

员未按照规定要求开展施工作业、起吊物品存在停留、机械

设备检修养护不及时等；间接因素包括设备摆放位置不准

确、不安全、施工人员精力不集中、未按照要求穿戴防护用

具、工作中嬉戏打闹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会导致工程建设

中发生安全事故。而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则是施工及管

理人员自身综合素质不合格,情绪上存在较大波动,很容易

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增加了施工作业的危险性。 

2.2事物因素 

事物因素主要是由于施工现场材料、设备、能源及施工

设施等出现问题而引发的事故。事物因素对工程建设安全的

影响仅次于人为因素,是增加施工不安全性的直接要素。具

体内容涵盖：防护及信号装置损坏；设备设施存在缺陷、个

人防护用品不齐全或存在故障问题等。由于工程建设中所需

的物品较多,且由于施工环节要求的不同,物品性能也不尽

相同,如果不能准确掌握物品性能,加大管控力度,就很容易

造成爆炸等重大事故,增加损失及人员伤亡率。 

2.3环境因素 

上述讨论的人为及事物因素或多或少都与施工人员有

关,而环境因素则与人员无任何联系,这主要是由于施工现

场及周边环境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的。因环境因素导致的

安全事故有：光线昏暗造成的施工混乱,施工人员无法看清

施工内容而导致的危险事故；因楼层或镜面反射刺激人眼,

视线受阻而产生的危险；现场过于混乱,材料、设备摆放不

合理,增加了工程建设的危险系数。此外,环境因素的存在不

仅加剧了施工现场的混乱,也会影响施工人员心情,增大危

险事件的发生概率。 

2.4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是工程建设中安全事故产生的间接原因,管理

因素主要包括工程现场管理制度不完善；施工人员安全意识

较差；安全管理的落实性较差；现场监管机制不合理及安全

措施设置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安全事故发生时,

存在推诿等现象,无法进行问题的及时解决,问题逐渐扩大,

威胁施工及现场人员安全。 

2.5安全投入因素 

在现阶段建筑安全管理中,由于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存在

的不确定性以及安全管理事项规划的不准确性,使得建筑工

程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存在诸多问题,再加上施工企业过于

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进而增加了安全

隐患,导致安全问题的产生。 

3 安全预警管理系统的构建 

构建安全预警管理系统,能够对工程项目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予以及时上报和控制,并结合建筑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

危险,并生成合理的预控方案,避免工程建设中危险事故的

发生,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增大企业的经济效

益。在安全预警管理系统构建中,需要注意的内容有： 

3.1完善现场安全预警模型 

首先,危险源监测平台的构建。危险源监测平台主要是

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予以实时监测,帮



建筑技术研究 
第 2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19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3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助工作人员及时了解现场各环节施工中机械设备的操作情

况、脚手架等铺筑设施的搭建和使用情况、安全防护设施的

佩戴情况等。之后将这些信息数据通过互联网及时传输到管

理中心,管理人员可结合施工要求以及接收到的传输影像,

对施工作业实施调度指挥,加强工程建设的安全性,提高施

工效率。 

其次,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是

对现场施工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存管、分析和处理的系统,

是完成危险预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具体

功能为：信息数据的及时收集、整理和存管；变形速率图及

曲线图的生成；预警信息发布及信息交流。 

再次,预警系统的建立。构建预警系统时,需要关注的重

点内容有：一是预警临界值及临界状态的设定。应按照安全

管理的规范要求及相关要素,对预警临界值及临界状态实行

细致分析,及时了解事故发生概率及所造成的损失。二是安

全预警级别设置。安全预警级别可划分为四个档次,高风险、

中风险、较低风险及低风险,利用不同颜色对各等级风险信

号予以标记。高风险为红色、中风险为橙色、较低风险为黄

色、低风险为蓝色。三是预警警报。当安全生产数据值超过

安全临界值时,要及时发布预警信号,结合风险等级做好相

应的治理措施,避免危险的发生。 

后,应急控制系统的建立。应急控制系统包括安全预

控和应急预案两部分内容。通过与预警管理系统的融合应用,

对施工现场实行监督和管理,预测和识别污染源,并制定合

理的应急预案,便于在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安全

事故的扩大,降低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 

3.2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加

强用电管理,并在雷雨天气下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避免漏

电、短路等问题的产生；二是确保脚手架搭建和使用的安全

性。脚手架的搭设工作必须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确保其安

全搭设,同时注意脚手架的防雷措施。三是提升现场安全防护

管理水平。对施工现场的危险区域予以明确标记,且设置合理

的防护网结构,避免施工人员不慎误入引发危险事故。 

3.3开展岗前培训,加深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 

工程建设中涉及的从业人员较多,如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安全人员、施工人员等,企业应在工程建设前,要对工作

人员开展岗前培训,使其明确了解工程建设要求及技术使用

要点,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同时加强与安全管理人员

的沟通和交流,全面了解现场的安全情况,并设置专门的安

全生产培训机构,对每一层级岗位的人员实行安全培训,培

训应该定期进行。在培训过程中,还应对施工中较常出现的

安全隐患予以说明,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并做好合理的防护

措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对工作人员开展应急

培训,这样当事故不可避免的发生时,工作人员可及时采取

应急措施,避免危险扩大。 

4 结语 

综上所述,安全管理是建筑工程中较为重要的环节,为

了预防安全事故,应加强安全管理,注重安全预警,并结合自

身情况,完善安全预警及管理系统,以此增大工程安全系数,

促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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