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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建筑施工的特点； 2、掌握建筑施工易发和多发的事

故类别； 3、掌握建筑施工危险源的识别。 4、了解单位工程

的施工中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程序、要点和要求； 5、熟悉

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程序； 6、掌握如土方开

挖、基坑支护与降水、脚手架、模板、高处作业、临时用电

、垂直运输等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要点及实施。 7、熟悉施

工现场的安全规程； 8、了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操作； 9、掌

握目标管理、文明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标志、季节性

施工、尘毒危害防治的内容与实施。 【教材内容】： 第八章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 第一节建筑施工安全专业知识 一、建

筑施工的特点及伤亡事故类别 建筑业事故的特点是由建筑施

工的特点决定的。 (一)建筑施工的特点 1．产品固定，人员流

动 建筑施工最大的特点就是产品固定，人员流动。任何一栋

建筑物、构筑物等一经选定了地址，破土动工兴建它就固定

不动了，但生产人员要围绕着它上上下下地进行生产活动。 

建筑产品体积大、生产周期长，有的持续几个月或一年，有

的需要三五年或更长的时间。这就形成了在有限的场地上集

中了大量的操作人员、施工机具、建筑材料等进行作业，这

与其他产业的人员固定、产品流动的生产特点截然不同。 建

筑施工人员流动性大，不仅体现在一项工程中，当一座厂房

、一栋楼房完成后，施工队伍就要转移到新的地点去建设新

的厂房或住宅。这些新的工程可能在同一个街区，也可能在



不同的街区，甚至是在另一个城市内，施工队伍就要相应在

街区、城市内或者地区间流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用工制

度的改革，施工队伍中绝大多数施工人员是来自农村的农民

工，他们不但要随工程流动，而且还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农忙

、农闲)进行流动，给安全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2，露天高

处作业多，手工操作，繁重体力劳动 建筑施工绝大多数为露

天作业，一栋建筑物从基础、主体结构、屋面工程到室外装

修等，露天作业约占整个工程的70％。建筑物都是由低到高

构建起来的，以民用住宅每层高2.9m计算，两层就是5．8m

，现在一般都是七层以上，甚至是十几层几十层的住宅，施

工人员都要在十几米、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上的高空从事露天

作业，工作条件差。 我国建筑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至今

大多数工种仍然没有改变，如抹灰工、瓦工、混凝土工、架

子工等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繁重、体力消耗大，加上作

业环境恶劣，如光线、雨雪、风霜、雷电等影响，导致操作

人员注意力不集中或由于心情烦躁、违章操作的现象十分普

遍。 3．建筑施工变化大，规则性差；不安全因素随形象进

度的变化而改变 每栋建筑物由于用途不同、结构不同、施工

方法不同等，不安全因素不相同；即使同样类型的建筑物，

因工艺和施工方法不同，不安全因素也不同；即使在一栋建

筑物中，从基础、主体到装修，每道工序不同，不安全因素

也不同；即使同一道工序，由于工艺和施工方法不同，不安

全因素也不相同。因此，建筑施工变化大，规则性差。施工

现场的不安全因素，随着工程形象进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每个月、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给安全防护带来诸

多困难。 从上述的特点可以看出，在施工现场必须随着工程



形象进度的发展，及时调整和补充各项防护设施，才能消除

隐患，保证安全。 (二)易发和多发事故的类别 从建筑物的建

造过程以及建筑施工的特点可以看出，施工现场的操作人员

随着从基础一主体一屋面等分项工程的施工，要从地面到地

下，再回到地面，再上到高空。经常处在露天、高处和交叉

作业的环境中。建筑施工的伤亡事故主要有高处坠落、物体

打击、触电和机械伤害4个类别。这4个类别的伤亡事故多年

来一直居高不下，被称为四大伤害。随着建筑物的高度从高

层到超高层，其地下室亦从地下一层到地下二层或地下三层

，土方坍塌事故增多，特别是在城市里拆除工程增多，因此

，在四大伤害的基础上增加了坍塌事故，据2004年全国建筑

施工伤亡事故分析，高处坠落占建筑业死亡总数的53．10％

，坍塌占14．43％，物体打击占10．57％，机械伤害占9．82

％，触电占7．18％，五类事故占95％以上。建筑施工也就从

四大伤害变成了五大伤害。 (三)建筑施工中的危险源的识别 

五类事故发生的主要部位就是建筑施工中的危险源。 (1)高处

坠落。人员从临边、洞口，包括屋面边、楼板边、阳台边、

预留洞口、电梯井口、楼梯口等处坠落；从脚手架上坠落；

龙门架(井字架)物料提升机和塔吊在安装、拆除过程坠落；

安装、拆除模板时坠落；结构和设备吊装时坠落。 (2)触电。

对经过或靠近施工现场的外电线路没有或缺少防护，在搭设

钢管架、绑扎钢筋或起重吊装过程中，碰触这些线路造成触

电；使用各类电器设备触电；因电线破皮、老化，又无开关

箱等触电。 (3)物体打击。人员受到同一垂直作业面的交叉作

业中和通道口处坠落物体的打击。 (4)机械伤害。主要是垂直

运输机械设备、吊装设备、各类桩机等对人的伤害。 (5)坍塌



。施工中发生的坍塌事故主要是：现浇混凝土梁、板的模板

支撑失稳倒塌、基坑边坡失稳引起土石方坍塌、拆除工程中

的坍塌、施工现场的围墙及在建工程屋面板质量低劣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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