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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随着

水利工程施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工艺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如何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施工单位十分重要的

研究课题之一。因此,本文详细介绍了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各种潜在危险事件的预防工作,希望能够为现场施工人员提供更加全

面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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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工程项目来说,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具有施工

规模较大、公益技术应用复杂等方面的特点,参与建设的施

工单位也相对较多。由于施工规模较大,且设备位置相对分

散,在现场施工过程中很难进行全面的安全监督。尤其是对

于部分乡村地区来说,由于通信资源相对紧张,交通联系多

有不便,有着较大的安全管理难度；其次,由于管理与施工对

象复杂多样,很难通过单一的管理形式对整个施工现场进行

全面的控制,比如需要使用炸药雷管的土石方爆破工程,就

需要在安全管理工作方面设置专门的控制方案。另外,水利

工程建筑施工技术应用十分复杂,管理难度相对较大,在施

工过程中容易出现许多方面的安全隐患,比如隧洞洞身钢筋

混凝土衬砌施工,需要施工单位全面考虑、混凝土浇筑、扎

筋以及立模等方面的安全问题。由于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处于

一种“敞开式”的施工环境中,封闭隔离的难度相对较大。

需要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施工材料、,施工设备与施工对

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与控制。然而,当前我国许多施

工单位所雇用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技术应用能力相对

较低,并且对于施工单位所制定的安全管理规范缺乏了解,

无疑增长了现场安全隐患。 

1 水利工程施工安全隐患分析 

1.1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较低 

一些承建水利工程建筑项目的施工单位存在管理技术

不健全的问题,比如管理效率低下、粗放经营、责任不清以

及职责不明等。在以往的管理工作中过于依赖专业人员的管

理经验,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并且长

期通过事后管理的方式应对施工现场的潜在风险,没有对发

生频率较高的安全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控。安全生产是施

工单位的基本责任,但一部分施工单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

并且存在侥幸心理,不愿增加安全管理成本,因此在安全管

理工作经验方面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缺乏针对安全管理

理论的研究和安全管理工作的实践,这也是造成部分施工单

位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1.2缺乏对施工人员的专业培训 

为施工人员提供专业培训是施工单位所需要承担的一

项技术责任。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建筑施工人员为农民工和临

时工。由于没有接受系统性、专业性的教育培训,因此普遍

缺乏与水利工程建筑施工相关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为了

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人员提供相

应的专业培训。但出于施工成本方面的考虑,许多施工单位

过于依赖现场管理人员,希望能够通过现场的施工指导来替

代专业培训,以降低管理成本。然而,根据以往的水利工程建

筑施工实践经验发现,这种单纯依赖技术指导的管理方法替

代施工单位所提供的专业培训,现场施工人员在缺乏理论知

识的情况下,很难根据施工单位所制定的施工方案进行准

确、有序的操作。因此,施工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专业培

训工作的重视力度,总结以往的施工经验,提高培训效率,使

施工人员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操作能力,这样可以 大程

度的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 

1.3施工技术掌握能力不足 

新形势下的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对于施工单位的技术水

平普遍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随着新工艺和新技术的不断成

熟,许多水利工程项目开始采用新型施工材料,以往所采用

的施工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应用需求。然而,

许多施工单位由于缺乏技术升级的基本意识,长期沿用旧的

施工工艺与施工技术,缺乏对于新工艺与新材料的了解,致

使施工单位在技术应用上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给现场施工

人员造成了许多方面的安全隐患。 

1.4机械设备质量不合格 

施工设备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水利工程建筑项目的施工

质量,尤其是对于融入许多新技术与新工艺的新型水利工程

来说,其建筑施工必然需要引入大量的机械设备。然而,许多

施工单位长期依赖施工人员的手工操作,在机械设备的应用

技术方面缺乏有效的积累,并且缺乏对于重型机械设备的管

理能力,经常出现损坏建筑、创伤施工人员以及高空坠物等

方面的问题。 

2 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预防措施 

2.1做好技术交底工作 

掌握施工技术是提高施工质量与施工效率的核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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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工作,要求施工单位中的每一

位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对于各项技术的应用方法有一个全

面的了解。这就需要施工单位重点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组织

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进行集体学习,组织开展研讨会,重点

做好施工技术交底和施工组织设计两方面的工作,对施工现

场所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全面的排查,并提出相应的应

对策略。 

2.2树立“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施工观念 

“预防为主、安全第一”是推动水利工程建筑项目施

工顺利落实的核心观念,新形势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要

求施工单位中的每一名工作人员建立全方面的安全责任意

识。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当严格处理好施工成

本、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施工现场的人

员安全放在管理工作的首要位置。绝对不能为了抢进度、

抢工期而不顾现场人员的生命安全,绝不能通过降低安全

投入来提升企业效益。上至施工单位各级领导、工程师,

下至每一名现场工作人员都应当认真对待安全问题,只有

遵循“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生产原则,才能够不断提供

施工现场的正规化、标准化水平,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体系

进行有效的规范,使每一名工作人员都能够具备基本的安

全管理工作意识,使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层层落实,从根本

上保证安全施工。 

2.3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是维护现场施工人员安全的核

心手段,针对水利工程建筑项目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要求

施工单位做到以下几点： 

2.3.1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工作制度 

在制度建设方面,将安全交底机制、抽查机制、责任机

制以及安全用电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明确安全管理工作

主旨,也要突出安全管理工作重点；详细制定机械设备安全

管理制度,明确机械操作者所需要遵循的相关规定,一旦发

现任何形式的违章操作与安全事故苗头,都需要施工单位立

即严肃查处。 

2.3.2禁止施工人员无证上岗 

水利工程建筑施工项目对于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和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每一名工作人员都需要具备相应的

执业资质才能够参与建设。施工单位不得以降低人员成本为

目的,雇佣无证人员,明令禁止无证上岗,严禁闲杂人员进入

易燃易爆材料储藏室、高空悬垂区域,严禁非专业人员接触

电气电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意外伤害。 

2.3.3做好细节管理工作 

各工序交替、工种更换、作业面交付等环节应包括安全

交接,应特别交代安全控制的“预警点”和“关键点”,防止

因情况不明或情况陌生而造成的安全隐患。赶工作业特别容

易发生事故,深夜班作业及连班作业很容易引起因施工人员

的疲倦、深夜瞌睡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应尽量予以避免。工

程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加班加点作业,安全员应在做好准备

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监督巡视,时刻控制现场作业状态,严格

防范事故发生。 

3 结束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新形势下

的水利工程建筑项目施工,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加大对于安

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力度,创新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优化安全

管理实施路径,为现场施工人员创造一个安全的施工环境,

推动水利工程建筑项目施工工作有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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