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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6_96_BD_E5_c62_603302.htm 高处坠落事故（即

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多年来一直是建筑施工现场“五大伤害

”事故之首，其事故死亡人数占到建筑施工现场全部事故死

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据建设部对2004年度全国建筑施工伤亡

事故统计资料，在2004年发生的全国建筑施工事故死亡人数

中，高处坠落事故死亡人数占到事故死亡总人数的53.1%,在

全国发生的42起三级事故中，高处坠落事故有13起，死亡66

人，分别占到全部三级事故起数的30.95%,死亡人数的37.71%.

因此，深入分析高处坠落事故产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

加以预防，进而逐步减少甚至杜绝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就显

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高处坠落事故的分类。 高处坠落事

故是由于高处作业引起的，故可以根据高处作业的分类形式

对高处坠落事故进行简单的分类。根据《高处作业分级》

（GB360883）的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

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根据高处

作业者工作时所处的部位不同，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可分为：

临边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洞口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攀登作业

高处坠落事故，悬空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操作平台作业高处

坠落事故，交叉作业高处坠落事故等。根据高处作业的性质

和环境不同，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又可分为一般高处作业坠落

事故，比如正常作业环境下前面所讲的各种坠落事故，和特

殊高处作业坠落事故，比如强风（阵风6级，风速10.8m/s）高

处作业坠落事故、异温高处坠落事故、雪天高处作业坠落事



故、雨间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夜间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带电

高处作业坠落事故、悬空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及抢救高处作业

坠落事故。了解高处作业坠落事故的分类情况，对于在工作

中对高处业坠落事故进行原因分析及采取预防措施是有帮助

的。 二、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分析。 根据事故致因理论，事

故致因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两个主要方面，而人的

因素又可细分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缺陷两个方面，物的

因素又可细分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不良两个方面，故而

对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分析也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

行。 1、从人的不安全行为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把安全工

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

动纪律的“三违”行为，主要表现为：①指派无登高架设作

业操作资格的人员从事登高架设作业，比如项目经理指派无

架子工操作证的人员搭拆脚手架即属违章指挥；②不具备高

处作业资格（条件）的人员擅自从事高处作业，根据《建筑

安装工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有关规定，从事高处作业的人

员要定期体检，凡患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癫痫病以及

其它不适合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许多单位和个人并未遵守这一规定，造成一些

事故的发生，2004年6月，湖北省大治市一建筑工地即发生一

起工人因突发癫痫病从操作平台摔下死亡的事故；③未经现

场安全人员同意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设施，比如砌体作业班组

在做楼层周边砌体作业时擅自拆除楼层周边防护栏杆即为违

章作业；④不按规定的通道上下进入作业面，而是随意攀爬

阳台、吊车臂架等非规定通道，这样的事故已发生多起，比

如2004年8月，湖北松滋市一建筑工地即发生一起作业人员因



违规翻越在建工程的三楼灶台而不慎坠地身亡；⑤拆除脚手

架、井字架、塔吊或模板支撑系统时无专人监护且未按规定

设置可够的防护措施，许多高处坠落事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的；⑥高空作业时不按劳动纪律规定穿戴好个人劳动防

护用品（安全帽、安全带、防滑鞋）等等。 （2）、人操作

失误，主要表现为：①在洞口、临边作业时因踩空、踩滑而

坠落，比如2004年9月，湖北省恩施州某建安总公司施工现场

即发生一起清洁工在清扫坡屋面时滑跌造成安全绳断裂而坠

地死亡的事故；②在转移作业地点时因没有及时系好安全带

或安全带系挂不牢而坠落，比如2004年12月，武汉市某施工

现场在进行屋面网架施工时即发生一起安装工解开安全带换

位施工时不慎坠落死亡事故；③在安装建筑构件时，因作业

人员配合失误而导致相关作业人员坠落，比如2004年9月，湖

北省宜城市某建筑施工现场即发生一起工人在安装空心板时

因操作失误致使一安装工被甩落地面坠地死亡的事故。 （3

）、注意力不集中，主要表现为作业或行动前不注意观察周

围的环境是否安全而轻率行动，比如没有看到脚下的脚手板

是探头板或已腐朽的板而踩上去坠落造成伤害事故，或者误

进入危险部位而造成伤害事故，比如2004年12月武汉市某建

筑施工现场即发生一起工人误入电梯井口而坠落死亡的事故

。 2、从管理缺陷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没有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或者有但不健全，目前好多

改制放小的建筑施工企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高处作业随意

性强，没有任何章法可言,对于什么作业属高处作业，哪些人

员能够从事高处作业，高处作业需注意哪些事项等都不是很

清楚，没有给予高处作业特有的重视。 （2）、未按《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

高处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所编制的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

施无可操作性，无法指导现场施工，这在一些施工企业中也

相当普遍，由于这些施工企业的施工组织设计都是现场施工

技术人员编制的，而相当一部分施工技术人员在心理上并没

有将高处作业当成是一门技术，故而所编制的高处作业安全

技术措施仅仅是一些笼统的、原则性的口号标语之类的东西

，没有可操作性，因其不能指导高处作业施工而流于形式。 

（3）、未按规范要求对高处作业实行逐级的安全技术教育及

交底，且对教育及交底的执行情况不进行检查，造成现场施

工人员对高处作业缺乏必要的知识及技术手段，只能凭借作

业者个人的技术水平来掌握，风险较大。 （4）、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检查、整改不到位，表现为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

已损坏而没有及时修复，高处作业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防

护用品而无人管，高处作业人员不执行高处作业的措施无人

监督管理等。 3、从物的不安全状态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设施的材质强度不够、安装不良

、磨损老化等，主要表现为：①用作防护栏杆的钢管、扣件

等材料因壁厚不足、腐蚀、扣件不合格而折断、变形失去防

护作用；②吊篮脚手架钢丝绳因磨擦、锈蚀而破断导致吊篮

倾斜、坠落而引起人员坠落，2004年，全国因吊蓝脚手架损

坏而导致的三级事故就有4起；③施工脚手板因强度不够而弯

曲变形、折断等导致其上人员坠落；④因其它设施设备（手

拉葫芦、电动葫芦等）破坏而导致相关人员坠落，比如2004

年1月，湖北省荆门市一建筑工在就发生一起在拆除龙门架时

因手动葫芦破裂而导致的高坠死亡事故。 （2）、安全防护



设施不合格、装置失灵而导致事故，主要表现为：①临边、

洞口、操作平台周边的防护设施不合格，在2004年湖北省所

发生的45起三级以上事故中，有15起都是因安全防护设施不

合格而导致的；②整体提升脚手架、施工电梯等设施设备的

防坠装置失灵而导致脚手架、施工电梯坠落。 （3）、劳动

防护用品缺陷，主要表现为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帽、安全带

、安全绳、防滑鞋等用品因内在缺陷而破损、断裂、失去防

滑功能等引起的高处坠落事故，有的单位贪图便宜，购买劳

动防护用品时只认价格高低，而不管产品是否有生产许可证

、产品合格证，导致工人所用的劳动防护用品本身质量就存

在问题，根本起不到安全防护作用。 4、从作业环境不良分

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露天流动作业使临边、洞口、

作业平台等处的安全防护设施的自然腐蚀、人为损坏频率增

加，隐患增加。 （2）、特殊高处作业的存在使高处坠落的

危险性增大，比如强风高处作业、异温高处作业、雪天高处

作业、雨天高处作业、夜间高处作业等，都要求施工单位做

出精密的组织，详细策划，认真交底，严格监督，这些特殊

高处作业对施工企业来说是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是工程体量

较大，施工周期较长的跨年度工程，这几种情况可能都会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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