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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处坠落事故的预防与控制

臧彦君
青岛西海岸新区建筑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高处坠落事故是常见的安全生产事故，其成因涉及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理缺陷等多

个方面。本文从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重要性入手，对以上提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预防与控

制措施，以有效减少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保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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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高处作业的场景越来

越多，如建筑、维修、设备安装等领域。然而，随之而

来的是高处坠落事故的频发，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了

严重威胁。高处坠落事故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还会给

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如

何预防和控制高处坠落事故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重要性

在高处作业的过程中，高处坠落事故是一种常见的

安全事故。由于高处作业的特殊性和危险性，预防高处

坠落事故的发生对于保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

安全生产至关重要。首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保

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享

有生命权和健康权，而高处坠落事故往往会造成作业人

员的身体伤害甚至死亡。因此，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发

生不仅是对作业人员的关爱和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和保护。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

发生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发生高处坠落

事故，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除了直

接的经济损失，如医疗费用、赔偿金等，企业还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以及进行安

全培训和教育。此外，事故的发生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

声誉和形象，降低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预防高

处坠落事故的发生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利益至

关重要。此外，从社会角度来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

发生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高

处作业是一种常见的建筑施工和维修作业方式，如果高

处坠落事故频繁发生，将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

忧。这不仅会影响人们对高处作业的信任度和安全感，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舆论压力、法律纠纷

等。因此，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和公共安全的必要条件。最后，从技术角度来看，预防

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也需要依靠先进的安全技术和设

备。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越来越多的安全技术

和设备被研发出来，如安全带、安全网、防坠落系统

等。这些技术和设备可以有效降低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

率，提高作业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采用先进的安全

技术和设备也是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重要手段之一。

2 高处坠落事故的成因

2.1  人的不安全行为
（1）安全意识淡薄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的重要原因

之一。部分作业人员对高处作业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缺

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容易产生侥幸心理，忽视安全操作

规程，违章作业。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经验足够丰富，

或者认为某些操作已经做了很多次，不会出问题，但这

种心态往往会导致事故的发生。（2）缺乏安全培训也是
导致高处坠落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部分企业为了追求

经济效益，往往忽视了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作业人员

对安全操作规程不了解，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无法正确应对高处作业中的各种风险。这种情况下，作

业人员容易发生操作失误，如使用不合适的工具、攀爬

时失去平衡等，从而引发高处坠落事故。（3）人的不
安全行为还表现在操作失误上。在高处作业过程中，作

业人员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操作和环境因素。如果作业

人员没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或者过于自信，很容易出

现操作失误。例如，使用不合适的工具、攀爬时失去平

衡、站立不稳或者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等。这些失

误都可能导致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

2.2  物的不安全状态
物的不安全状态也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重要

因素之一。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及其影

响：首先，安全设施不完善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部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或者忽视安全投

入，未按规定设置必要的安全设施，如安全网、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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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梯等。这些设施是保障作业人员安全的重要屏障，如

果缺失或者存在缺陷，就无法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作业人员失足、滑倒等意外情

况，就可能导致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其次，作业环境

不良也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常见原因之一[1]。高处

作业时，作业人员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环境因素，如风

大、高温、低温、潮湿等。这些不良因素会对作业人员

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造成不利影响，如出现疲劳、头晕、

失衡等情况，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例如，在强风或

低温环境下，作业人员容易失去平衡或者操作失误；在

高温或潮湿环境下，作业人员容易中暑或者疲劳过度，

导致无法正常工作。最后，工具设备不合格也是导致高

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高处作业时，作业人员需

要使用各种工具和设备，如梯子、吊车、脚手架等。如

果这些工具和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如磨损、老化、松动

等，就会增加作业人员在高处作业时的风险。例如，梯

子断裂或滑梯会导致作业人员失足坠落；脚手架不牢固

会导致作业人员滑倒或者跌落。

2.3  管理缺陷
管理缺陷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管理缺陷及其影响：第一，安全

管理制度不健全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之一。部分企业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制度执

行不力，导致安全管理混乱。没有明确的安全管理责任

制和操作规程，作业人员无法明确自己的安全职责和操

作要求，容易发生违章作业和操作失误。同时，缺乏有

效的安全监督和检查机制，无法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

患，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第二，监管力度不够也

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2]。相关监管部门

对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措

施，无法对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和评估。这

样一来，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整改，长期下

去会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监管部门的松懈和缺位，

给企业的安全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漏洞和风险。第三，应

急处置不当也是导致高处坠落事故后果加重的原因之

一。部分企业在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后，应急处置不当，

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和救援措施。作业人员得不到及时有

效地救治和救援，延误了救援时机，导致事故后果加重。

同时，企业对应急处置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应急预案

的培训和演练，导致实际应急处置时无法有效应对。

3 高空坠落事故预防与控制措施

3.1  做好技术交底
在高空作业中，技术交底是预防和控制高空坠落事

故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详细、全面地进行技术交底，

作业人员可以充分了解作业环境和操作规程，提高安全

意识和操作技能，从而有效减少高空坠落事故的发生。

（1）要明确技术交底的目的和重要性。技术交底的目的
是使作业人员了解作业的难点、重点和危险点，掌握正

确的操作方法、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理方式。通过技

术交底，可以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减

少因操作不当或忽视安全而导致的坠落事故。（2）要制
定详细的技术交底方案。在制定方案时，应充分考虑作业

环境和作业内容的特点，明确交底内容、方式和时间[3]。

交底内容应包括作业流程、安全操作规程、防护设备使

用方法等；交底方式可采用口头讲解、示范操作、图片

展示等多种形式；交底时间应在作业前进行，并确保作

业人员充分理解和掌握。（3）要确保技术交底的有效
性和针对性。技术交底的有效性是指作业人员能够真正

理解和掌握交底内容；针对性则是指交底内容应与作业

环境和作业内容紧密相关，避免空洞和泛泛而谈。为了

提高有效性和针对性，可以针对不同作业人员进行差异

化交底，如对新手和老手采用不同的交底内容和方式。

（4）要注意技术交底的细节和规范性。在技术交底过程
中，应关注作业人员的反应和问题，及时解答和纠正；

同时，应规范交底语言和操作示范，避免使用模糊和不

准确的表述。在完成技术交底后，应进行必要的考核和

评估，确保作业人员真正掌握了相关技能和知识。（5）
要不断完善和更新技术交底内容。随着作业环境和技术

的不断变化，应及时更新和完善技术交底内容，确保其

与实际工作要求相符合。同时，应根据事故案例和经验

反馈，对技术交底内容和方式进行改进和优化，不断提

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3.2  做好安全防护
在高空作业中，安全防护是预防高空坠落事故的重

要措施之一。通过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以减少

作业人员从高处坠落的风险，保障作业人员的生命安

全。第一，要选择合适的安全防护设备。根据作业环境

和作业内容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安全

带、安全网、防坠落系统等。这些设备应符合国家和行

业标准，具备合格证书和检验报告，确保其质量和性能

可靠。同时，应定期对安全防护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确保其完好有效。第二，要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在

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如正

确穿戴安全带、挂设安全网等。在使用前，应对设备进

行检查和测试，确保其符合要求；在使用中，应按照操

作规程进行操作，避免因操作不当而引发事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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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安全意识和技

能水平，确保其能够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第三，要

注意安全防护设备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不同的作业环境

和作业内容需要不同的安全防护设备，因此应选择适用

性和可靠性强的设备。例如，在高层建筑施工中，应采

用防坠落系统、高空作业平台等设备；在室外高空作业

中，应采用安全带、安全网等设备。同时，应关注设备

的更新换代和技术创新，及时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提

高安全防护的水平和效果。第四，要加强安全管理，完

善安全制度和技术标准。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

系，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加强对作业

现场的安全监督和检查。同时，应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

救援机制，一旦发生高空坠落事故，能够迅速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救援和处理。

3.3  建筑物的不安全状态的检查
在高空作业中，建筑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高空坠

落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建筑物进行不安全状

态的检查是预防和控制高空坠落事故的关键措施。首

先，要明确建筑物不安全状态的检查范围和重点。检查

范围应包括建筑物的结构、设施、设备和环境等方面；

重点应放在可能导致高空坠落事故的不安全因素上，如

建筑物的裂缝、变形、松动、脱落等。通过全面细致的

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和排除潜在的安全隐患[4]。其次，

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检查。可以采用目视、测

量、试验等方法对建筑物进行检查；同时，应借助专业

的检测设备和工具，如激光测距仪、红外线检测仪等，

提高检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检查过程中，应注重细

节和特殊部位的检查，如建筑物的角落、边缘、高处

等，以确保不留死角。并且，要制定详细的不安全状态

检查方案。检查方案应包括检查的目的、范围、方法、

时间、人员和设备等方面。在制定检查方案时，应充分

考虑建筑物的特点和作业环境，以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此外，要加强检查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检查人

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能够准确判断和

处理建筑物的安全隐患。企业应加强对检查人员的培训

和管理，提高其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同时，应定期对

检查人员进行考核和评估，确保其具备相应的检查能

力。最后，要建立完善的不安全状态检查制度和档案。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不安全状态检查制度和档案，对建筑

物的检查情况进行记录和管理；同时，应根据检查结果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整改和维修，确保建筑物的安

全性能。此外，应定期对制度和档案进行检查和更新，

以确保其与实际情况相符。

结语

综上所述，高处坠落事故的预防与控制是一个系统

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企业、监管部门和作业人员共

同努力。通过做好技术交底、做好安全防护以及建筑物

的不安全状态的检查等措施的实施，能真正有效地减少

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生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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