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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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土动工兴建后就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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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建筑物都是由低

到高构建起来的，以民用住宅每层高2.9 m计算，两层就是5.8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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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有害因素不相同；同样类型的建筑物，因

工艺和施工方法不同，危险有害因素也不同；在一栋建筑物

中，从基础、主体到装修，每道工序不同，危险有害因素也

不同；同一道工序，由于工艺和施工方法不同，危险有害因

素也不相同。因此，建筑施工变化大，规则性差。施工现场

的危险有害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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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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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