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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现状

在我国,公路工程的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公路的路基、路面与桥梁的作业管理,另一方面,就是对

公路工程的施工器械、工作人员与施工环境进行管理。一般

来说,我国的公路工程都是在野外进行施工的,有时也会在

高空和水下进行施工, 公路工程施工的环境都是相当恶劣

的。在这些特殊的场地进行施工,危险性较高,有部分施工工

人的专业素质较低, 同时施工团队的安全管理经验又十分

欠缺,易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亟需提高公路工程

施工的安全管理水平。

2工程实例概况

某市东西向主干道,工程施工起讫桩号 K10+100K~16+

470,全长 6.37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桥梁工程、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绿化配套等附属工程。道路设计主路为一级公路

兼城市快速路,辅路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主路为 80km/h,

辅路为 50km/h,高架桥上下匝道为 30~40km/h。道路净空：

主路≥5m,地面辅路≥5.0m,相交道路≥5.0m,,非机动车道

和人行道≥2.5m。

本公路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阵,杜绝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包括火

灾、交通、中毒等,亿元产值死亡率控制在 0.008以内),职业

病发病率≤2‰。

3本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3.1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本工程由于施工沿线过长,用电负荷分散,不能集中供

电,根据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及用电负荷分布情况,各用电区

域内的用电设备采用放射式与树干式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

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输送电能,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用埋

地敷设或架空敷设。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临时用电安全管理方面需注意以

下几点：(1)做好电工证件审查及电工操作能力评估工作,依

据操作能力强弱对其进行临时用电作业分配；(2) 现场电缆

线严格依据临时用电方案要求按照“埋地”或“架空”来敷

设；(3)配备的一级箱、二级箱、三级箱进场前需做好验收,安

装时需专业电工进行操作；(4) 要求电工做好每日临时用电

巡查记录,安全人员每日进行收集汇总；(5)对现场所有电箱

进行编号实名管理。

3.2碗扣式满堂支撑脚手架安全管理

本工程模板支架体系主要采取碗扣式满堂支撑脚手架

形式,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安全人员可按照以下 6个流程对

其进行安全管理：(1)方案交底监证。由项目工程技术负责人

向专业施工队伍全体作业人员进行方案安全技术交底,项

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安全交底技术会,并监证；(2)严格

材料进场验收。联合质量、材料物资人员对搭设碗扣式脚手

架所用上碗扣、下碗扣、立杆、水平杆、水平杆接头和限位销

6类搭设材料进行进场抽样验收,验收过程中采用电子数显

卡尺,卷尺等器具进行准确数据测量记录；(3)做好搭设过程

旁站监督。从搭设前、搭设时、搭设后三个过程进行监督。搭

设前现场安全、技术、生产、质量人员对搭设所用材料进行

复检,对现场的作业环境、操作人员证件及劳保用品佩戴进

行检查；搭设时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挥,专职安

全员旁站监督；搭设后主要督促现场作业人员做好材料器

具的清理、摆放,搭设危险区域做好警戒防护。(4)搭设过程

实名制管控记录。现场采用实名制管控的方法来管控物的

不安全状态,可制作“实名制管控牌”及“碗扣式脚手架搭设

记录表”,现场专职安全员每日针对碗扣式脚手架的搭设情

况填写相关记录,将材料物资监管人员、架体搭设人员及监

控人员进行实名记录, 现场公布；(5) 架体搭设节点专项检

查。现场碗扣式脚手架搭设过程中,重点对底托安装、立杆

及横杆安装、剪刀撑搭设、顶托安装及支架搭设 5类搭设节

点涉及搭设的参数数据进行监督检查；(6)验收及使用维护。

使用前由项目生产副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负责人、

架子班长等人员组成验收小组,进行验收,并填写验收单,验

收、自检合格后将相关脚手架验收资料报送监理工程师审

批, 审批通过后在脚手架醒目处挂上脚手架验收合格牌,投

入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每周组织人员对其进行检查、维护。

3.3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依据工程实际情况,首先对本工程设备按照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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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设备、主要设备、大型设备和一般设备进行分类。主要

管理方法为：(1)特种设备、关键设备在使用前 2日内由项目

总工组织生产部、技术部、安全部联合对设备进行进场验

收,验收合格后报总监办审查,审查合格后方可登记进场使

用。(2)主要设备中需要安装、拆除的,依据危险性较大工程

管理要求项目总工编写专项安装、拆除方案,按照方案的审

批程序,报总监办审批。安装结束后,参照特种设备验收程序

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其它不需要安装的设备执

行进场验收的手续, 由安全部组织生产部对设备的相关证

件、安全防护装置等内容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登记进

场。(3)大型设备由安全部组织生产部对设备的相关证件、安

全防护装置等内容进行检查验收。(4)一般设备由操作人员

负责进场验收,验收合格后由施工队负责人报生产部汇总、

存档方可登记进场。

现场特种设备、关键设备、大型设备、主要设备生产部

负责建立“一机一档”,并采用“二维码”进行实名管控,“一机

一档”管理主要需收集机械设备的：机械设备信息卡、检测

合格证、自检验收记录表、定期检查的记录、维修保养记录、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等；信息卡包括：姓名、身份证、所属施

工队、进出场日期、设备远景及近景照片、证件复印件(或设

备检测报告)、三级教育卡、奖惩记录。“二维码信息”主要包

括：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机械编号、所属班组、责任人、人员

编号、进场时间、验收时间。

3.4施工区域交通安全管理

因工程为“边施工、边通车”,故在交通安全管理方面要

求场内道路或出入口与社会道路平交道口, 在道路或出入

口未设置交通安全标志和设施前不得开通, 使用标准硬质

彩钢板围挡封闭设施路口处设置透明网格围挡) 和警示牌

进行有效的临时封闭。安全部负责检查监督和指导配合各

施工队负责人在辖区便道或施工出入口开通前 3日内对所

辖段落主要施工道口出入口设置安全警示标识标志。同时

为保证交通导行的顺利实施、社会车辆及行人安全有序的

通行,由安全部门牵头成立交通导行疏导小组,在上下班高

峰时间段配合交警进行交通疏导的工作, 每个路口均设置

岗亭,保安 24小时轮班值勤并记录反馈交通状况。

4内业资料管理

本工程计划创建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因

此在内业资料管理方面经过一系列的整合总结, 得出一套

可借鉴的内业资料管理体系,共分为十四大项,具体如下：

(1)责任落实。重点为组织机构建立及责任状逐级签订、

考核及落实资料归档；(2)制度管理。重点按照时间、地点、人

物、工作内容、工作流程等五要素编制项目安全管理制度；

(3)工作策划。重点做好项目安全策划书及“平安工地”建设

方案的开展、总结资料收集；(4)人员管理。重点做好人员编

码实名登记, 动态管理资料及各类人员证件证书的资料收

集；(5)安全活动。重点收集各类安全例会、教育培训及技术

交底资料；(6)船机设备。重点以“一机一档”的管理模式进行

资料归档；(7)临时用电。重点做好方案、日常巡查资料归档；

(8)风险预控。重点做好风险源识别,重大风险源安全管理方

案的资料收集；(9)专项方案。重点做好危大工程方案的收集

归档；(10)危化消防。重点做好危险品、消防器材、设施及气

瓶资料的归档收集；(11)应急管理。重点做好应急预案、应急

物资台账、应急演练资料的收集归档；(12)专项经费。重点做

好每月投入费用台账及相关计量支撑材料的收集；(13)检查

评价。重点做好各类检查及评价的闭合资料归档；(14)事故

管理。重点做好事故档案及事故月报表的归档收集。

5结语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安全方面往往面临着施工环境、施

工团队的管理经验、施工技术、安全技术措施落实等问题,

如果不能从中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

不安全因素及管理缺陷进行把控,将会造成人员伤亡、经济

损失、环境影响等不利事件,因此必须加强公路工程施工的

安全管理,这既是对工程质量的提升,更是对施工人员生命

健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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