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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筑施工风险管理措施

付 强
四川戎城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医院建筑施工过程中，由于项目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面临着多种风险，包括质量、安全、进度和成本等

方面。为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完成，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全面的风险管

理体系、实施严格的施工现场监管、进行动态风险评估与应对，以及加强人员培训与沟通协作等。通过科学的风险管

理，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保障医院建筑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最终交付成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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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医院建筑作为关键的基础设

施，其施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医院

建筑功能复杂、技术要求高，且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

安全和健康，因此其施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质量、安全

等风险不容忽视。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能够确保项目的

顺利进行，还能保障施工质量，减少潜在的经济损失和

社会影响。因此，探讨和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措施对于

医院建筑施工至关重要。

1 医院建筑施工的重要性

医院建筑施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医院作为

救治病患、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场所，其建筑施工质量

直接关系到医疗服务的安全与效率。优质的建筑施工能

够确保医院设施的稳定运行，为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工

作环境，进而提升诊疗水平，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在

建筑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从设计到选材，

再到施工监理，每一步都需要严格把控。合理的设计能

够优化医疗流程，提高患者就医体验；选用环保、耐用

的材料则能保障医院建筑的长久使用效果，降低后期维

护成本[1]。此外，医院建筑施工还需特别注重感染控制

和洁净环境的营造。这对于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关键

区域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手术成功率和患者的康复情

况。最后，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院建筑施工还

需考虑未来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以适应新的医疗需求。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医院建筑施工的各个环节，确

保每一座医院都能成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坚固堡垒。

2 医院建筑的施工风险

2.1  设计风险
设计风险在医院建筑施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

先，医院作为救治病患、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场所，其

建筑设计必须精准满足医疗流程的高度专业化需求。若

在设计初期，团队未能充分理解医疗流程或缺乏与医疗

专家的紧密沟通，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后续施工中出现功

能区域划分不合理、流线交叉干扰等问题，严重影响医

院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其次，医院是防控感染、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前沿阵地，因此其设计必须高度重视

感染控制。从空间布局到通风系统，再到材料选择，每

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防控感染的关键环节。一旦设计不

当，不仅可能给患者带来健康隐患，还可能引发严重的

公共卫生事件。再者，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医院

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加快。这就要求医院建筑设计

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以适应未来技术发展和

设备升级的需求。否则，新建医院可能很快便面临设备陈

旧、无法满足新医疗需求的尴尬境地。最后，医院建筑的

设计还必须严格遵守医疗规范和安全标准。这些规范和标

准是保障医院正常运营和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石。

2.2  结构风险
结构风险在医院建筑施工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首

先，考虑到医院建筑功能的多样性和规模的庞大性，其

结构体系呈现出极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

构件数量繁多、种类繁多，更关键的是这些构件之间的

连接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或疏

忽，都可能对整个结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造成重大

影响。其次，承载能力是评判建筑结构安全与否的重要

指标。然而，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设计计算失误、材料

质量不达标或施工工艺不当等原因，承载能力可能无法

达到设计要求[2]。因此，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确

保每个构件的承载能力达标，是防范结构风险的关键措

施。此外，医院建筑在使用过程中还需应对各种动态荷

载的挑战。这些荷载来源于人流、设备移动等因素，会

对建筑结构产生额外的应力和变形。若在设计和施工阶

段未充分考虑这些动态因素的影响，结构的安全性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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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同样会面临严重威胁。

2.3  材料风险
材料风险在医院建筑施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堪称建筑质量的“命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

到，建筑材料是构成医院建筑这座“生命之舟”的基

石。它们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的结构是否安

全、稳定。想象一下，如果使用了不合格或低质量的材

料，比如强度不足的混凝土、易腐蚀的钢材，那么建筑

的“骨骼”和“肌肉”就会变得脆弱，承载能力大打折

扣，结构失稳的风险也会成倍增加。其次，不合格材料

就像建筑中的“隐形杀手”，它们不仅影响建筑的耐久

性和使用寿命，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比如，耐

候性差的外墙材料在风雨侵蚀下容易开裂、褪色，这不

仅影响医院的美观性，更可能影响到其功能性，比如墙

体的保温、防水等性能。更为严重的是，低质量材料还

可能成为室内环境的“污染源”。以装修材料为例，如

果甲醛等有害物质超标，那么这些材料就会长时间释放

有毒气体，对医院内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材料风险绝不仅仅是技

术层面的问题。一旦因材料问题导致建筑质量或安全事

故发生，医院的声誉和经济效益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2.4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医院建筑施工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现代医院建筑涉及众多高新技术和专业设备，如

洁净室技术、医疗气体系统等，这些技术的实施要求极

高的专业性和精确性。若技术实施不当，不仅可能影响

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行，还可能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

性产生严重影响。其次，高新技术和专业设备的更新换

代速度很快，如果施工人员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掌握不

够熟练，或者技术实施方案存在缺陷，都可能导致施工

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发设备故障、

系统失灵等后果，进而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营。再者，医

院建筑施工中的技术风险还可能来源于不同专业之间的

协调问题。例如，建筑结构与医疗设备安装之间的协调

不当，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安装或使用。最后，需

要指出的是，技术风险对医院的影响是长期的。一旦技

术实施不当导致系统或设备出现问题，可能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资金进行维修或更换，甚至可能影响到医院

的声誉和患者的信任度。

3 医院建筑施工的管理措施

3.1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对于医院建筑施工来说，是确

保整个项目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完成的重中之重。首先，

一份详尽的项目管理计划是不可或缺的。这份计划应细

致入微地规划出项目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具体目标、所

需完成的任务以及时间节点。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不仅

有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还能增强他们的责任

感，进而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3]。其次，组建一个高效的

项目管理团队并为其成员分配明确的职责也是至关重要

的。这个团队应该由具备不同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的成

员组成，以便能够应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

问题。明确的职责分工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责

任所在，从而避免工作中出现不必要的重叠或遗漏。最

后，为了确保管理体系的顺畅运行，必须建立起一套有

效的监督机制和沟通机制。监督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纠

正施工过程中的偏差和问题，确保项目始终沿着正确的

轨道前进。

3.2  加强质量管理
加强质量管理是医院建筑施工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它直接关系到建筑的安全性、耐久性和使用效果。首

先，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检验制度是质量管理的基

石。这些标准和制度应涵盖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包

括材料采购、设备选用、施工工艺等。只有明确了质量

标准，才能对施工质量进行准确的衡量和评估。其次，

对施工过程中的材料、设备、工艺等进行全面监控是关

键。材料是建筑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建筑的整体

性能。因此，必须对进场的材料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

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设备和工艺也是影响施工质

量的重要因素，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其

正常运行；对工艺进行监控和改进，提高其稳定性和可

靠性。最后，定期开展质量检查和评估是保障施工质量

的重要手段。通过定期的检查和评估，可以及时发现并

处理存在的质量问题，防止问题扩大化、严重化。

3.3  强化安全管理
强化安全管理是医院建筑施工中的核心任务。首

先，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是重中之重。

这些制度应明确安全责任、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事故处理

流程，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应急

预案则需要在施工前进行充分的演练和准备，以便在

发生安全事故时能够立即启动，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其次，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也是关键所

在。应配备专业的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全天

候、全方位的监控，及时发现并纠正违章操作[4]。再者，

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

通过定期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

意识和操作技能，使他们能够在施工过程中自觉遵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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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规程，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最后，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也是保障施工安全的重要手段。应与安监、

消防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汇报施工进展和存在的安

全问题，以便在必要时得到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3.4  优化进度管理
优化进度管理是医院建筑施工中的重要环节，它关

乎整个项目能否按时、高效地完成。首先，根据施工计

划和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和进度是至关重要

的。这要求我们对整个项目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各个阶

段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通过科

学、合理的安排，可以确保施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延误和混乱。其次，定期召开进度会

议是掌握施工进度、及时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会议

上，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可以汇报工作进展、交流经验教

训，并共同分析影响进度的因素，探讨解决方案。这种

定期的沟通和协作不仅可以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还能

增强团队之间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后，加强与业主、

设计、监理等单位的沟通协调也是优化进度管理的关

键。通过与这些单位的紧密合作，可以及时了解业主的

需求和期望，确保施工工作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

3.5  精细成本管理
精细成本管理在医院建筑施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它直接关乎项目的经济效益和企业的竞争力。首

先，制定详细的成本预算和控制目标是成本管理的第

一步。在项目开始之前，必须对整个项目的成本进行全

面、细致的预估，并设定明确的控制目标。这有助于在

施工过程中对各项费用进行严格把控，防止不必要的浪

费和超支。其次，加强成本核算和分析是持续控制成本

的重要手段。在施工过程中，要定期对实际发生的成本

进行核算和分析，与预算进行对比，及时发现并处理成

本偏差。这不仅可以确保项目成本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还能为后续的成本优化提供有力依据。最后，积极推广

新技术、新工艺是降低施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

途径。新技术、新工艺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施工效率和

更好的质量，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材料、人工等

成本。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勇于尝试、积极应用这些

新技术、新工艺，以实现成本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3.6  推进信息化管理
推进信息化管理在医院建筑施工中已经成为一种趋

势，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够极大地提升项目管理

的效率和水平。首先，建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化

的基础。通过这一系统，我们可以实时地收集、整理和

分析项目进度、质量、安全、成本等各方面的数据。这

种集中式的管理方式不仅使信息更加透明化，还便于管

理层随时掌握项目动态，做出及时、准确的决策[5]。其

次，信息化手段能够实现实时监控和管理。借助先进的技

术工具，我们可以对项目现场进行远程监控，确保施工过

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预定标准。最后，加强与相关方

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也是信息化管理的关键。通过信息

系统，我们可以与业主、设计、监理等单位实现实时沟通

和数据共享，确保各方之间的信息流通畅通无阻。

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建筑施工风险管理是一项至关重要

的任务。通过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严格的施

工现场监管、进行动态的风险评估与应对，以及加强人

员培训与沟通协作等措施，我们能够有效地识别、分析

和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这不仅有助于保障项目

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完成，还能为未来的医院建筑施工

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在未来的实践中，我们应持续

关注风险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水

平，为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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