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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生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工程安全作为电力企业的重点管理对象,直接

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电力企业生产过程需要对现场作业、稽查工作发现的各种安全数据进行

积累,通过对安全隐患及违章数据分析,对其背后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挖掘,掌握问题出现的基本规律和

共性特征,从而建立科学的安全风险管理机制,推进预防长效管理,保证电力工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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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contro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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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Safety in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key 

management objec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safe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accumulate all kinds of safety data found in on-site operations and inspections. By analyzing the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and illegal data, the deep-seated reasons behind them are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basic laws and 

common features of problems are grasped, so a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afety risk management mechanism, 

promote long-term preventive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electric power projects. 

[Key words] power engineering; Safety control; Problems; countermeasure 

 

引言 

电力工程的应用和管理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需要结合电力工程实际,开展电

力工程的功能应用,建立适用于电力工

程实际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发挥自动化

在提升电力工程管理方面的作用。电力

工程作为提高供电可靠性、扩大供电能

力、实现配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研究

电力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电力工程安全控制存在的

问题 

1.1设备存在的问题 

发电企业的核心设备都属于特种设

备,必领保证安全运行,设备安全对电企

来说是重中之重,发电设备正常运转和

安全状态是保障电企安全生产的重要保

障,设备安全能够有效避免故障和伤害

事件。 

第一,设备本身存在的问题。随着新

技术、新工艺在电企的应用,电企的设备

更新越来越快,但是还存在着设备安全

问题,例如：老旧设备与新工艺契合度

低、淘汰设备缺陷设备仍旧使用、设备

运行缺乏安全防护等等问题。 

第二,设备维护和检修存在的问题。

电企生产的特殊性要求其必领特别重视

设备管理与维护,从而保障设备安全运

行,但是设备的更新和技术进步使得设

备检修维护越来越专业性,现有的检修

组往往不能满足设备检修的技术和次数

需求。另外,许多电企出于经济性的考虑,

对于设备维护和检修的资金投入不足,

一旦发生设备故障就容易形成安全事故,

将对电企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1.2管理人员的自身专业素质有待

提升 

人是电企安全管理中 重要的环节,

好的制度和理念都需要人的执行,人在

安全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是电企安全

管理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因此,人的安

全素养、安全理念、知识结构关系到安

全管理的具体实施结果。 

第一,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理念落

后。员工在日常操作中对于岗位标准理

解不透彻,造成了安全意识的单薄,其

行为往往是受经验的指导,对于新的标准

和理念视而不见,对于不安全因素马虎大

意,缺乏防患未然的安全理念,使得一些

安全问题不断发生、重复发生。老员工过

分的看重自己的经验,对于企业的规章

制度缺乏认真的学习领会,不按规定和

标准上岗操作,工作的随意性大,缺乏

严谨的安全管理态度,人的因素往往可

以通过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来慢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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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知识体系不完整,技能欠缺。由

于行业生产特点和历史问题,电企职工

也存在着安全技能储备不足和专业素养

不高的问题,许多岗位上的职工在安全

管理理念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虽然有

一些安全操作经验,但是安全管理知识

体系不完善,缺乏危机应对技能,缺乏危

险因素预防技能,对于发现的隐患不能

及时科学的处理。 

1.3企业管理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 

电力制度改革十多年后,许多发电

企业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管理模式,管理

者多来自体制内部,缺乏现代企业管理

理念,造成了电企管理体系落后、管理

效率低。通过调研发现,发电企业在现

代管理制度建设上相对落后,缺乏科学

的制度体系建设,电厂的机构设置复杂

臃肿、信息沟通与传递效率低、岗位权

责不明晰、作业标准模糊、工作积极性

不高等通病一直存在,在管理实践中,

奖惩流于形式,许多制度设定无关痛痒,

老好人现象严重,一系列的管理问题使

得发电企业在安全管理上更是效能低、

效果差。 

安全管理体系构建不完整、不规范,

执行力和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够由于发电

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体系建设,直接导致了发电企业安全管

理不规范,安全制度标准缺位或者执行

不到位,缺乏责任到人的安全绩效管理

等问题。安全管理顶层设计的不完善使

得安全管理缺乏执行力、安全管理责任

制得不到落实,长期在这种环境的工作

的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对危险源和事故反

应迟缓,造成了企业安全事故责任认定

模糊,职工缺乏安全管理责任心,不懂得

开展安全预防与事故分析,形成了事后

管理不充分、事故预防做不到的情况,

安全管理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 

安全监督检查定位不高、流于形式。

安全监督检查是对电厂安全管理工作的

全面检测和监督,现有的状况是,许多电

厂的安全监督检查由电厂的安全管理部

门来具体执行,监督检查高度不够,结果

不受重视,流于形式,停留在填表、记录、

登记简单工作层面,不能真正把安全监

督检查工作放到战略高度,奖惩力度不

够,达不到PDCA螺旋上升循环的效果。 

安全教育不理想。安全文化是企业

安全管理体系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对全

员参与的安全生产具有重大影响。安全

教育是打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手段,“走过

场”式的职工培训普遍存在,安全培训与

实践脱钩,只重理论不重视操作,员工并

不想参与,造成了安全教育培训效果不

理想。安全管理机制缺乏更新。由于安

全生产的战略地位,电企一般都会有一

套自己的安全管理机制,但是,大部分电

企的安全管理机制仅仅停留在文件层面,

缺乏落实和更新,随着设备的更新,新项

目的投产,安全管理机制却没有进行同

步更新,这造成了安全管理问题的解决

依旧靠经验、靠历史流程。 

2 电力工程建设的安全控制

措施 

2.1加强设备安全管理 

对电力工程进行监控、检查和养护,

可以消除安全隐患,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要真正落实定期检查、专项检查、日常

检查和旁站监督,施工机械单位、施工公

司、项目部以及操作人员四方协同,对待

设备问题,要早发现、早反馈、早整改、

早消除,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力度。 

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安拆、使用、

维护单位要建立完善机械设备管理流程,

配备专职相应管理人员,必要时配备机

械设备安全员,落实检查监督制度。大型

施工机械设备安装(拆除)之前,必须编

制、审批专项施工方案或安全技术措施,

保证施工方案科学合理,施工过程平稳

安全。 

完善机械设备使用登记制度,做到

程序规范、责任到人。坚持安全技术交

底制度,将制度条款落实到位,规范化

操作,科学化管理,清除安全隐患。对施

工设备的资产台账管理、机械费用计

提、调度管理、统计管理、单机核算、

机械配件管理可实行模块化、目标化管

理；对机械设计、大件吊装方案设计,

可运用三维技术、BIM技术、有限元计算、

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实现设备参数化、

模型化、影像化。 

2.2提升相关电力工程管理人员的

自身专业素质 

人员是项目施工的组织者、实施者,

是安全管理中的核心要素,也是 不稳

定的管理要素,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无

可争议地位居第一,实现安全生产的首

要任务就是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

素质,不断强化员工安全事故的防范意

识,真正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落实

到位,提升责任主体意识,从“要我安

全”转向“我要安全”、“我应安全”、“我

能安全”、“我懂安全”。要坚决杜绝“违

章、麻痹、不负责任”行为和坚决打击

“习惯性违章”,铁面无私,严格考核,

强化管理。 

另外,由于电力工程的自身特性,因

而对施工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和沟

通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工管

理人员需要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政策规

范和行业动态,更新施工管理理念和安

全管理控制方法,对于一些优秀的行业

工作案例要认真学习。同时,要优化管理

团队人员配置,选拔工作能力和工作经

验丰富,学习能力强的人员, 好具有建

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对项目施工人员进

行必要的资质审查,确保施工人员的工

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对管理人员、安监

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传统的

整体现浇建筑施工以湿作业为主,而装

配式显然对吊装作业和装配技艺要求更

高,部分工人和管理层己难以适应装配

式变电站施工的要求,因此从上到下,进

行技术技能、安全培训教育是非常重要

的。根据国内完工的装配式变电站施工

实践经验来看,施工企业是进行工人培

训工作的主体,因而施工企业要真正大

力加强员工的相关培训,尤其是新进人

员、特殊工种、社会化用工、外包单位

“两种”人以及违章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培训。 

2.3提高人员安全意识 

参与电力工程施工和现场安全管控

的人员较多,需在开展工程项目建设时

提高相关人员自身安全意识,确保相关

人员可在各项标准条例和具体要求支持

下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控,控制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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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全风险,使得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可满足工程项目实际建设要求。同时还

应按照各项要求对参与施工现场管控的

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使其可通过相

关教育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和实际工作能

力,确保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可在相互

配合条件下开展现场安全管控工作,避

免施工现场安全管控受到人为因素干

扰。同时,还应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中重

点风险位置进行优化处理,控制相应施

工受到各项风险因素影响,及时调整施

工现场安全风险区域,这就可提高工程

项目建设效果和电力调度的安全性,满

足电力工程施工安全开展要求,使得工

作人员可在规范自身行为的条件下开展

施工现场安全管控和综合控制,并促使

各部门工作人员在相互配合条件下开展

电力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2.4落实管理 

2.4.1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由于电力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控需

考虑的要求较多,这就应在落实各项基

础要求的条件下完善与施工现场安全管

控相关的体制,并在完善体制支持下落

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顺利开展的目标,

降低施工现场安全管控难度,为施工现

场安全管控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电力

工程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包括材料

堆积位置不合理、高空坠物和电力设备

漏电等,这就应从各项安全隐患实际表

现和诱因规划合理改善措施,同时结合

各项要求对施工现场安全管控过程中涉

及的体制进行完善处理,保证施工现场

安全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改善施工

现场混乱的局面,为推进施工现场安全

管控稳步开展提供合理体制支持。电力

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控过程中需要考虑

的规章制度比较多,这就应保证各项制

度的完善性,藉此为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提供制度支持,为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以

及相关工作稳步开展提供合理参考依

据。此外还需全面落实电力工程安全生

产责任制,保证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

与工程项目日常管理间的关联性,并在

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体制支持下完善项目

施工行为。 

2.4.2加强安全监督,杜绝安全管理

漏洞 

电力企业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须

重视起各项工程流序的监督、检查和管

理工作,同时检查现场安全技术措施落

实情况,安全防护工作等,要求施工人员

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开展施工。同时,

根据工程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对安全措

施以及安全风险进行综合评价,找出其

中薄弱环节,从而及时修改完善,将安全

隐患控制在摇篮里。总之,加强电力工程

现场安全管理,杜绝安全管理漏洞是企

业管理人员必须要落实的工作。 

2.4.3健全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 

在电力工程建设工程中,危险源无

处不在,但不同危险源的风险大小却是

有差别的,布控安全措施的力度也是不

一样的。识别危险源可采用直观经验法、

流程图法、假设条件法、系统分解法、

头脑风暴法、核对表法、情景分析法等,

具体应根据工程具体特点选用适当的方

法。例如某变电站项目采用上评下辩方

法对现场安全风险进行了识别,根据安

全分析结果制定了风险防控措施,并纳

入到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中,然后有针对

性地进行综合布控和安全教育培训。安

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

能,但不同岗位的安全教育要求是不一

样的。施工要自觉地按规施工、按章作

业,不违章违规；而教育工程管理要科学

决策、依法管理以及正确处置安全管理

与其他项目管理的关系。所以要有重点、

有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并根

据岗位、工种的需要进行培训。培训结

果必须跟踪、考核和评价,并对不足之处

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切实提高安全意

识和安全技能水平。 

3 结语 

通过对上述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

知道在电力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电力

工程的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现在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以及国家经济的

不断发展,我国的用电量越来越大,因此

电力工程工程就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

关注,但是在实际的电力工程工程管理过

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是急需要解决

的,因此,这也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对

此工程管理进行高度的重视,并且对于这

种可能存在的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找出问题的所在,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应

的解决措施,以此来提高我国电力工程

的管理工作,推动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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