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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木工程重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伤亡人数居高不下，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一直是业内外人士关注的重点。本文对土木施工安全事故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安

全管理、减少安全事故的控制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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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木工程现场施工安全控制特点分析

1.1 复杂性

土木工程施工环境受环境影响极大，工程本身所涉及

门类众多。并且，施工单位由于自身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在施工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尤为复杂多样。同时，面对大

型土木工程施工项目，需要多个单位联合运行，共同合作

完成施工项目。因此，这就造成了施工过程受到主观与客

观因素的共同影响，造成了土木工程现场施工安全控制的

复杂性，给施工安全控制带来一定的困难。

1.2 动态性

土木工程的施工人员组成来源广泛，除了专门的技术

人员之外，更多的是进城务工人员。由于近些年来建筑领

域竞争尤为激烈，施工人员的薪酬待遇得到提升，进城务

工人员在职业面前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造成了土木工程

施工的人员流动性较大。同时，土木工程不仅仅局限于单

一地域，施工时间也相对较长，施工环境的变化较为频繁
[1]。另外，土木工程施工现场施工程序随着地域的变化，对

其要求也随之不同，这也就要求施工程序随着客观环境的

变化需要灵活变通，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动态性特点。众多

因素相互作用以及影响，共同造成了安全控制管理上的困

难。

1.3 高度密集性

当前，土木工程现场施工机械化水平不高，在某些环

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大了人员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很多土木施工需要在市区等较为繁华的地段进行，其区域

人流量大，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具有不可预知性。同时，土木

工程现场施工需要运用到大量的物资材料，在进行运输过

程中，如果没有进行科学的安全管理，其风险运行成本也

会随之增高。土木工程现场施工安全控制面临的环境较为

复杂与多样，并通过多种因素对安全控制管理施加影响，

造成了施工安全管理上的困难，增大了安全上的风险。

2 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施工存在安全隐患

要搞好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工作首先要提高员工的

安全意识。但目前在工程现场的安全工作中，一方面管理

人员缺少责任安全意识，作为工程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负责

人的项目经理一味为完成项目进度，而对安全施工的态度

不明确，安全施工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工程施工现场的施工

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把安全施工摆在工作重心，没有正

真意识到安全施工的重要性。由于从管理层面到施工人员

都缺乏安全施工的意识导致现场施工安全措施没有做好，

管理有没有跟上，都存在着侥幸的心理。处理某些问题，一

贯是凭借以往的经验来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进行管理，

为现场施工带来很多安全隐患。

2.2 施工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现阶段，我国的建筑业施工人员中，总共有 3000 多万

人。其中农民工大概占到了 59%，甚至有的施工现场其农

民工比例可以达到 95%，很多农民工在上岗之前严重缺少

对安全生产知识以及法律法规的了解学习，施工人员的自

我保护意识与法律意识淡薄，再加上有些单位只是一味的

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忽视了对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生产教

育。

2.3 监管落实不到位

在现阶段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形

式主义，对于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只是口头上说，并没有落

实到位，或者有些安全监督工作人员只是注重做好一些外

在的安全工作。对于一些实际的安全监督问题，安全监督部

门不仅要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现状实施调查，同时还要和安

全管理中的资料相对照，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深入的了

解工程现场的安全状况。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安监部门

在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与跟踪检查中，必须重视对隐患的治

理。

3 土木工程施工安全对策与措施

3.1 采取措施防止施工人员产生失误。一是耐失误设

计,这是一种通过精心设计，使施工人员不至于发生失误,即

使发生失误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方法。如采用连锁装置

强制性防止操作失误，采用误动自锁装置使人、事、物无害

化等。二是冗余技术,IEEE 可靠性协会对“冗余”的定义是

“在需要时运行并完成指定功能的备用措施”。安全的特征

是只有一个或几个而不是所有措施装置发生故障, 系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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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运行。它的目的是提高系统可靠性。例如在危险岗位由双

人操作,或人机并行,采用备用系统等。

3.2 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施工安全事故。一是从源头上消

除危险因素，减少和降低危险程度。可以采用原材料的替

代、工艺的替代的方式，用无毒材料代替有毒材料,用生物

技术代替工程技术等。都能够消除危险的目的。二是限制能

量或危险物质, 通过采用限制的技术将能量和危险物质控

制在安全范围内,如限位,限压,控温等。三是隔离,在时间或

空间上采用分隔措施或物理上的屏蔽措施局限和约束能量

或危险物质。

3.3 采取措施减少发生故障。一是合理选取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能保证建筑物或施工机械零部件所需的强度,保

证设备安全运行和工艺工序的正常运行，所以在土建设计

或施工中必须考虑。在土建设计和施工技术方案中需按照

既安全又可靠又节省的原则，从安全和效益两个方面考虑,

辨证系统的进行分析选取合理的安全系数。二是提高可靠

性。提高建筑物,建筑设备和附件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

内完成规定功能的性能,具体有降低额定值,冗余设计,选取

高质量的材料, 维修保养和定期更换等。三是安全监督控

制。既对土建施工中的危险进行监督控制,控制技术参数,使

其不达到危险程度,从而避免事故。

4 结束语

土建施工安全管理与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形象息息相关, 与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有着不可分

割的关系。因此,在施工生产中,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的方针,按照规定管理的要求,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安全

技术,作到标准化生产、高效率生产、安全生产，以提高建筑

施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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