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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6_96_BD_E5_c57_451208.htm 建筑业是劳动强度

高、危险性大的密集型行业，也是我国仅次于煤矿、交通行

业的第三大安全事故多发行业。据《2004年全国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中统计，2004年全国共发生建筑施工

事故1144起、死亡1324人，其中共发生建筑施工一次死亡3人

以上重大事故（即三级事故）42起、死亡175人，该报告数据

显示，在发生的42起三级事故中主要是施工坍塌、高处坠落

、触电、中毒和机具伤害，其中电击事故仅次于“高处坠落

”，占总伤亡事故的8.3％，触电事故已是建设工程发生事故

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建筑业施工现场电击事故的综

合防治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一、建筑业电击事故的主要类

型 （一）高压电电击：作业中因施工不当，吊车及施工机械

误触高压电线，导致严重电击伤害。 （二）低压电电击：建

筑工地的低压电设备(电焊、搅拌、锯切、抽水、照明等设

备)因绝缘不佳，未接地或接地损坏，电路又未装漏电保护器

，一旦漏电极易发生电击。 （三）使用手持电动工具触电：

建筑业使用的砂轮机、手电钻、水磨石机等手持电动工具，

绝大部分在露天使用，条件恶劣，倘若违章操作很易发生触

电事故。如某地工人因使用缺少接地保护的铁柄手枪钻而触

电身亡。此外，建筑工地还常发生因用电保护系统使用不当

，没有采取三相五线制接零系统而导致触电。如某浇筑混凝

土工地，振动器用三相四线接零保护，并与照明灯共用零线

，由于工地重复接地不好，加之零线前端断开，照明灯工作



的零线电流使振动器外壳带电，导致操作者触电死亡。 （四

）雷击等环境因素导致电击：由于建筑工地忽视防雷接地安

全，忽视防雷设施年检，加之工地露天作业，潮湿、高温、

可燃、易燃易爆物以及导电尘埃、导电地面等，是导致工地

易发生雷击的重要条件。 二、电击事故的主要原因 建筑业用

电是专属施工现场内部的临时用电，发生电击事故的主、客

观原因都与建筑施工本身的特点有关。 （一）客观因素 建筑

业的安全生产，由于其人、材料、机械设备需围绕施工项目

进行野外露天作业，交叉环节多，施工过程受风、雨、雷电

、冰雹等气象条件的影响大。不仅供电设备简陋，安全技术

措施不完善，还要随工程进展，不断改变供电设备和用电负

荷，超负荷作业很难避免。施工现场环境条件恶劣，用电设

施极易发生因绝缘损坏、接地接零不牢靠而漏电。例如，施

工现场使用的电气原器件其产品的设计一般为通用型。很多

不适应施工现场和使用环境（多尘、室外、潮湿、移动，加

上高温季节等），很多电器（漏电开关、空气开关等）新的

产品参数正确、状态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动作迟缓，漏电

动作数据不准确，甚至失效。现在施工现场使用的电焊机需

另配置二次侧空载降压保护器，为操作方便或减少费用支出

，部分在用电焊机未配置二次侧空载降压保护器或损坏后不

及时修复、更换，而采取短接措施（使二次侧空载降压保护

器切除）；电焊机二次侧搭铁线损坏或遗失后不及时添置，

而用钢筋、扁钢等代用；施工企业为降低成本而采购低价的

电气产品，部分是劣质产品，这些电气产品的技术参数不稳

定，安全性能差，在该动作时不动作，从而导致触电事故的

发生；不按产品技术要求使用电气设备，如电焊机搭铁线采



用钢筋或扁钢代替等。 （二）主观因素 1．责任不落实，监

管不到位。 按照现行的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建设主管部门都

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也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

但由于专职监管人员少、监督覆盖面小、监管力度不够、责

任不落实。而从项目部管理人员来看，能基本懂得施工现场

临时用电知识的人员较少，对其又不够重视，日常安全检查

由工地电工进行，使得作业与检查为同一人，缺乏对工地电

工工作质量的检查监督。施工现场电工责任性不强，对配电

设施和用电设备缺乏维护、检修，这是项目部对电工制约管

理不力的表现，也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例如，工

地现场电线随意在钢筋、脚手架钢管之间穿行；用电设备大

多没有接地装置；用粗铜丝代替保险丝等。 2．有章不循，

冒险蛮干。 有些工程项目对分项工程既不编写施工方案，也

不做技术交底，有章不循，冒险蛮干。 3．以包代管，安全

管理薄弱。 很多工程项目都是低价中标，中标企业为了取得

利润将工程转包给低资质的企业，有的中标企业虽然成立了

项目班子，但只管协调、收费和整理资料以便交工使用，施

工由分包单位自行组织。分包单位为了抢工期，为了节约资

金一切从简，工程项目即使有施工组织设计也只是为投标而

编制的，不是用于指导施工的。至于其他的安全管理制度，

如三级教育、安全交底、班前活动、安全检查、防护用品、

安全措施等能免则免，不能免的也只是走走形式。劳务工的

班组长就是带领施工的施工员不再另配施工员。还有的企业

为了谋取利润搞挂靠卖牌子。 4．一线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和

技能较差。 当前，很多工程项目不论具有多高资质等级的施

工企业中标，基本是由在劳务市场上招聘来的民工施工。这



些民工没有经过系统的安全培训，就连入场的三级教育也往

往是走形式，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他们不

熟悉施工现场的作业环境，不了解施工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缺乏安全知识、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不能辨别危害

和危险，有的农民工第一天来上班，第二天甚至是当天就发

生了死亡事故。还有些工程项目对分包单位实行“以包代管

”，使得建筑施工中安全生产有关的法规、标准只停留在项

目管理班子这一层，落实不到施工队伍手上，操作人员不了

解或者不熟悉安全规范和操作规程；又因缺乏管理，违章作

业现象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事故隐患未能及时发现

和整改，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