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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管理是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项内容,其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及进度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因

此,为了提高工程建设的质量,应对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源加强安全管理,本文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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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规模较大且工作内容较多,同时其也是一项安

全风险系数较高的工作,且一些施工人员自身的安全意识相

对较为薄弱,对危险源不能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因此也增

大了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安全风险系数。所以,对建筑施工企

业来说,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生产,加强安全管理。

1 危险源的定义 

危险源主要是指诱发伤害、疾病、财产损失,破坏工作

环境或多种现象兼有的状态。研究人员所定义的危险源为可

能对人构成伤害或产生财产损失事故的潜在风险因素。而从

危险源的定义当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潜在危险性、存

在的条件以及触发的因素是影响危险源的主要因素。 

建筑工程施工建设中的危险源主要指的是：与工程建设

和施工相关的可能诱发施工人员出现职业疾病、人身伤害或

破坏生产环境及财产损失的风险因素。这种危险源自身就具

有非常强的危险性,若受到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冲破

了其安全界限,将会诱发非常严重的安全事故。 

2 危险源识别、评价和控制的意义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是为了能够降低工程施工中的安全

风险,进而达成施工安全的建设目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相关人员还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并采取有效

的事故预防措施。危险源通常是指事故发生的根源。若要更

好地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危险

源控制力度。建筑施工安全控制中,应准确识别危险源,同时

还要着重控制重大危险源,且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预案,正

确看待危险源与危险源评价管理的关系,从而采取科学完善

的控制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务必树立主动控制的思想,以此

强化风险控制的效果。 

3 危险源辨识的方法分析 

3.1 直观经验检查法 

在建筑项目部开展工程建设和施工中,应指派一名有经

验的安全管理人员对工程的施工环节进行更为全面的控制,

不仅如此,还要在这一过程,做好危险源的判断工作。在危险

源判断工作中,直观经验法通常是依照管理人员自身的工作

经验,来处理和排查危险源,确定危险源的危险程度。但是采

用这一方法对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以及技术水平有着非常

严格的要求。 

3.2 系统安全分析法 

该方法是辨识危险源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这种方法

主要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也就是首

先假设一个危险源的具体位置和风险等级,这种方法通常应

用于工艺复杂性较强且工作效率要求不是十分严格的项目

当中。 

4 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研究 

4.1 工程概况 

某建筑工程施工的总面积为 58491.3 平方米。建筑共有

3栋7层,4栋 10层和一个配电间隔,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形

式,同时建筑的耐火等级设为1级别,设计安全等级设为2级,

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该工程场地地下水位的昀高值为 2.5

米,地下室防水等级为 2级。

4.2 具体应用 

4.2.1 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的思路分析 

由于在工程建设和施工的过程中,危险源管理具有较强

的特殊性,这也就需要依靠施工人员自身的经验和施工现场

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危险源。所以,在施工现场的危险源管理

中,应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调查,确定危险源的种类、性质

以及管理中的重点内容及方式方法。此外,还应根据管理工

作中的变化情况,对危险源管理的内容实行科学的调整,及

时发现并处理问题,并对危险源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科学的转

化,直到消除施工现场的危险源。 

本文主要将危险源等级分为四个类别,同时对 POSE 因

素评分表进行了等级判定,这种判定主要依据危险源的破坏

程度以及出现破坏的可能性,来完成等级划分,从而能够制

定更为科学有效的危险源应对措施,该方式可有效节约成本

投入,具有较强的经济性。 

在施工现场管理工作中,主要应抓好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昀大限度找到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源,另一个是确定

危险源的性质、作用机制、影响范围以及处理方式等内容,

从而提高危险源管理的质量及水平。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中,

可采用建立危险源管理小组的方式。例如施工项目部组建危

险源管理小组,小组成员主要由负责人、技术员、安全管理

人员和不同施工环节的负责人组成,小组成员应对不同危险

源识别流程的主体识别对象以及人员数据交换予以科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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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从而更好地保证安全管理的质量及水平。 

4.2.2 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流程设计 

危险源管理主要可分为：组织体系和操作方式两个环节,

组织体系的管理流程当中,重点关注的是不同设计阶段所设

定的危险源管理分类、分析、控制、转化和消除等几个流程。

二者应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施工现场危险源的管

理流程。如图 1 所示,危险源管理小组主要负责危险源的管

理工作,小组的成员在工程施工后可按照项目的人员开展轮

流工作,另外还可依据施工环节的变化来进行扩充或删减。

而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的危险源识别工作中,数据的收

集、危险源的识别、基本要素的分析、管理与控制方法的制

定以及危险源管理的有效实施都是管理小组应完成的工作

和任务。 

图 1  施工现场危险源管理组织体系 

工程结束后,危险源管理小组还应对搜集到的材料数据

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整理,之后将其录入到危险源数据

库当中,该环节完毕后危险源管理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对

于新项目的实施,有关工作人员需要建设全新的危险源管理

小组,便于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当中。 

在管理流程图操作的过程中,第一个环节必须先接收到

危险源识别的需求,这一环节在其他单元是一直存在的。 

第二个环节是危险源单元的划分,在危险源类型无法确

定的情况下,应按照业务流程或危险源的类型完成划分工

作。存在不明危险源时,要在第一时间确定恰当的危险单元。

第三个环节是危险源的识别,这一环节中昀重要的一项

工作就是明确危险源。 

第四个环节是危险源分类。在分类时可按照本文所采用

方式去操作和处理,进而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明确危险源。 

第五个环节是分析危险源存在的条件、存在的风险以及

触发的因素,以此便能更好地明确危险源产生破坏作用的基

本条件。 

昀后一个环节是危险源控制环节,这一环节中主要是对

危险源发生的条件、变化以及破坏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控

制。若在采取控制措施后,危险源的等级依旧没有发生变化

或危害程度依然没有降低,则需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措施。而如果可以顺利转化,则要采取方便快捷的转化措施,

进而有效降低危险源的危险程度,强化安全管理的效果。 

4.3 施工现场危险源应急管理措施 

在危险源管理工作中,应急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内容,由于危险源所引发的安全事故通常具有较强的突发性,

若没有及时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应急措施或拿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应急方案,就可能会严重阻碍风险源控制工作的正常

开展,进而提高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也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应急预案：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制定一个

较为系统的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小组,同时还要备齐救

援中可能会用到的设备。此外还要定期对工作人员开展技能

培训和实战演练,从而能够在发生事故时第一时间上报和处

理,并同时根据应急方案的要求,推动救援活动的顺利进行,

减少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工程建设中,预案也分为不同的

类别,如现场预案、专项预案等。也可以根据事故的类型来

划分,如触电事故预案,环境污染事故预案等。而且应急预案

中需涵盖应急对象的实际情况、创建应急指挥机构、救援装

备和通讯方式等内容。 

5 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中有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且其危险源

也相对较多,如果不能对危险源进行科学有效的控制,就可

能会对工程建设构成非常严重的安全威胁。对此,我们有必

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分析危险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

性的安全管理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建筑工程的安全平

稳运行,在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减轻工程建设中

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昀终促进建筑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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