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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安全隐患与施工安全技术

郭志君Ǔ孙仲明
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Ǔ天津Ǔ300171

摘Ȟ要：电力工程施工安全至关重要，关乎人员生命、工程质量与电力系统稳定。本文剖析施工常见安全隐患，

涵盖人、物、环境和管理因素。人的因素包括安全意识淡薄、专业技能不足等；物的因素涉及设备故障、材料及防护

用品质量问题；环境因素有自然恶劣与现场混乱；管理因素存在制度、监督及组织设计缺陷。针对隐患提出安全技术

措施，如人员培训管理、设备材料安全保障、环境优化及制度完善等，以提升电力工程施工安全性，推动电力工程顺

利开展与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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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力工程作为现代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其

施工安全不容忽视。在施工进程中，面临诸多复杂且危

险的作业情境，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

事故。这些事故不仅会给施工人员带来生命威胁，还可

能致使电力工程进度延误、质量受损，进而影响整个电

力系统的可靠供电。因此，深入探究电力工程施工中的

安全隐患，并寻求有效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加以防范与

应对，对于保障电力工程的顺利推进与社会的稳定用电

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1��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的重要性

电力工程施工安全具有多方面极为关键的重要性。

首先，关乎施工人员的生命健康与家庭幸福。施工过程

中涉及大量高风险作业，如无安全保障，极易造成人

员伤亡，给众多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其次，直接

影响电力工程质量。安全的施工环境能让施工人员专注

按规范操作，避免因慌乱或违规导致的工程质量瑕疵，

确保电力设施可靠运行。再者，对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起

着决定性作用。安全施工可有效预防电力工程事故引发

的停电事件，保障工业生产持续、商业活动有序以及居

民生活正常。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导致电力供应中断，医

院、交通枢纽等重要场所将陷入瘫痪，社会秩序将遭受

严重冲击，经济也会面临巨大损失[1]。

2��电力工程施工常见安全隐患

2.1  人的因素
2.1.1  安全意识淡薄
部分电力工程施工人员对安全风险缺乏足够认知，

常漠视安全规章制度。例如，在施工现场随意摘除安全

帽、不系安全带，为图便捷违规操作电气设备等。他

们心存侥幸，未意识到这些行为可能引发严重事故，如

高处坠落、触电等，不仅危及自身生命，还可能祸及同

事，给整个施工项目带来巨大安全隐患，严重阻碍工程

顺利推进并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1.2  专业技能不足
电力工程施工技术复杂多样，若施工人员专业技能

欠缺，将难以胜任工作。比如在高压电气设备安装调试

中，因对设备原理和操作规程不熟悉，可能出现接线错

误、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极易引发电气短路、爆炸等

事故。而且在面对突发故障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与技

能储备，无法迅速准确判断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从而

导致事故扩大化，严重威胁人员安全与工程设施。

2.1.3  疲劳作业与心理压力
电力工程施工任务重、工期紧，易使施工人员疲劳

作业。长时间连续工作会致其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

判断力降低，在操作施工机械或进行危险作业时，失误

率大幅增加，如起重机吊运货物时因司机疲劳操作而发

生碰撞、坠落等事故。同时，高强度工作压力易引发施

工人员心理问题，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会干扰正常工

作思维，使其忽视安全细节，进一步加剧安全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

2.2  物的因素
2.2.1  施工设备故障
电力工程施工依赖大量机械设备与电气设备，其故

障隐患不容小觑。例如起重机的制动装置失灵、钢丝绳

磨损断裂，可能导致重物坠落；电焊机的绝缘性能下

降，易引发触电事故。设备长期使用缺乏维护保养、超

期服役或操作不当等，都可能引发故障。故障不仅会直

接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会使施工中断，延误工

期，增加工程成本，甚至可能对周边电力设施及环境造

成二次破坏。

2.2.2  材料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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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材料质量对电力工程安全至关重要。若使用不

合格的电气材料，如电缆绝缘层薄厚不均、导电性能

差，会引发漏电、短路，损坏电气设备甚至引发火灾。

铁塔、电线杆等基础材料强度不足，在恶劣天气或重载

下可能倒塌，造成大范围停电及人员伤亡。

2.2.3  安全防护用品缺陷
安全防护用品是施工人员的生命防线。然而，若安

全帽抗冲击能力差、安全带强度不够、安全网网眼过大

等，一旦发生意外，将无法有效保护施工人员。例如在

高处作业时，安全帽可能因抗冲击不足而破裂，使头部

受伤；安全带若强度不够，可能在人员坠落时断裂，导

致严重摔伤甚至死亡。防护用品缺陷会极大地增加安全

事故的严重程度，削弱施工现场的整体安全保障能力。

2.3  环境因素
2.3.1  自然环境恶劣
电力工程施工多在露天进行，常受恶劣自然环境威

胁。强风可吹倒施工脚手架、塔架等临时设施，危及人

员安全；暴雨易引发洪水冲毁施工场地、淹没电气设

备，造成短路故障；雷电可能击中高耸的起重机、杆塔

等，引发电击事故致设备损坏、人员伤亡；高温天气使

施工人员易中暑、疲劳，影响作业精准度，还可能加速

设备老化；严寒则可能使材料变脆、设备冻结无法正常

运转，增大施工风险。

2.3.2  施工现场混乱
施工现场布局与管理不善会导致混乱局面。材料随

意堆放，可能发生坍塌砸伤人员，且阻碍施工通道与消

防通道，在紧急情况时影响人员疏散与救援。施工区域

划分不明，不同工种交叉作业易引发碰撞、物体打击等

事故。

2.4  管理因素
2.4.1  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部分电力工程施工企业缺乏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责任界定模糊，发生事故后难以精准追责，导致人

员责任心不强。安全检查制度流于形式，未能有效排查

隐患。培训制度缺失，施工人员无法及时获取安全知识

更新技能。应急救援预案不完善，在事故突发时难以迅

速响应、高效救援。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施工过程缺乏有

效规范与约束，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诸多隐患。

2.4.2  安全监督不到位
电力工程施工中，安全监督若存在漏洞会引发严重

后果。监督人员未能按规定定期巡检施工现场，对违规

操作、安全隐患视而不见。对发现的问题未及时下达整

改通知或未跟踪复查整改情况，致使隐患长期存在。处

罚力度不足，对违规企业或人员未能起到威慑作用。缺

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施工方易放松安全管理，安全意识

淡薄，从而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严重威胁施工安全。

2.4.3  施工组织设计不合理
施工组织设计对电力工程施工起着关键指导作用。

若设计不合理，施工顺序错乱，可能导致前序工作影响

后续工序开展，增加返工风险。进度计划安排不当，易

使施工人员赶工疲劳作业，设备过度使用。人员与设备

调配失衡，造成资源闲置或局部紧张，降低施工效率且

易引发安全问题。不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无法统筹兼顾

施工各要素，导致施工现场无序，安全事故风险攀升[2]。

3��电力工程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3.1  加强人员培训与管理
3.1.1  提高安全意识培训
提高安全意识培训是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的重要基

础。通过定期开展安全知识讲座，详细讲解电力施工中

的各类风险与事故案例，让施工人员直观感受安全事故的

严重性。利用多媒体平台播放安全警示片，以生动形象的

画面和真实的事故场景增强视觉冲击。组织安全知识竞赛

等活动，激发施工人员主动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

3.1.2  强化专业技能培训
强化专业技能培训是保障电力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

的关键举措。根据不同岗位和施工环节制定精准的培训

课程，如针对电气安装人员开展电气原理、接线工艺等

培训；对线路架设人员进行杆塔组立、导线架设技巧培

训。采用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在教室讲

解理论知识后，于模拟施工现场或真实作业环境中进行

实操训练，由经验丰富的师傅进行现场指导与纠错。

3.1.3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与缓解心理压力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与缓解心理压力对于电力工程施

工安全意义重大。依据施工任务量与难度制定科学的排

班计划，采用轮班制避免施工人员长时间连续作业产

生疲劳。在工作间隙设置合理的休息时段，让施工人员

得以放松身心，关注施工人员心理健康，设立心理咨询

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为施工人员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帮助其排解工作压力与焦虑情绪。

3.2  确保施工设备与材料的安全
3.2.1  设备维护与管理
设备维护与管理是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的重要保障。

建立完善的设备档案，记录设备的采购日期、型号、使

用状况、维修历史等信息，为设备维护提供依据。制

定定期巡检计划，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施工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包括机械部件的磨损情况、电气系统的绝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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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润滑系统的油质油量等。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

维修处理，对于关键设备和易损部件，提前储备备件，

确保设备能够及时修复。

3.2.2  材料质量控制
在材料采购环节，严格筛选供应商，选择信誉良

好、产品质量可靠的厂家，并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对采

购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入场检验，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

采用抽样检测、检验报告审查等方式，对材料的物理性

能、化学性能、电气性能等进行检测，如对电缆进行耐

压测试、对钢材进行力学性能检测等。建立材料质量追

溯体系，对每一批材料的使用部位、施工环节进行详细

记录，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能够迅速追溯源头并采取相

应措施。

3.2.3  安全防护用品管理
首先，严格把控安全防护用品的采购渠道，确保采

购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具有良好的质量和

性能。对采购的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绝缘手套等

防护用品进行逐一检查验收，检查其外观是否有破损、

标识是否清晰、性能参数是否达标等。建立防护用品发

放登记制度，根据施工人员的岗位需求，准确发放相应

的防护用品，并记录发放时间、使用人员等信息。

3.3  优化施工环境
3.3.1  应对自然环境措施
在施工前，充分收集当地气象、地质等信息，针对

不同自然环境因素制定预案。如在强风季节，对塔吊、

脚手架等高耸设施进行加固，增设缆风绳、地锚等；

暴雨来临前，检查并清理排水系统，确保施工现场不积

水，对电气设备采取防雨、防潮措施；在雷电多发区，

为设备和建筑安装避雷装置，并定期检测其有效性；高

温时，为施工人员提供防暑降温饮品与药品，调整作业

时间；严寒下，对机械设备采取保暖措施，如包裹保温

材料、更换冬季用油，保障设备正常运行，减少自然环

境对施工安全的威胁。

3.3.2  改善施工现场环境
改善施工现场环境有助于提升电力工程施工安全

性。合理规划施工场地布局，划分材料堆放区、加工

区、作业区等，设置明显标识牌，确保物料堆放整齐稳

固，通道畅通无阻，避免因混乱造成碰撞、挤压等事

故。加强施工现场卫生管理，定期清理垃圾与污水，防

止滋生细菌病毒，减少施工人员滑倒、摔伤风险。设置

充足照明设施，保证夜间施工光线明亮均匀，避免因光

线昏暗引发操作失误。

3.4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3.4.1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是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的核心保

障。建立明确的安全责任制度，将安全职责细化到每个

部门、岗位及人员，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确保事事有

人管、人人有责任。完善安全检查制度，制定详细检查

标准与流程，定期开展综合检查、专项检查与日常巡

查，及时发现并整改隐患。构建系统的安全培训制度，

根据不同岗位需求设计培训课程，定期组织培训与考

核，提升人员安全意识与技能。

3.4.2  加强安全监督
加强安全监督可有效规范电力工程施工行为。设立

独立的安全监督部门或岗位，配备专业监督人员，赋予

其足够权力以确保监督工作权威性。安全监督人员应

依据相关法规、标准及制度，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动态监

督，包括施工方案执行、人员操作规范、设备运行状态

等。对发现的安全违规行为，当场予以制止并下达整改

通知，明确整改要求与期限，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

查，形成闭环管理。

3.4.3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是提升电力工程施工安全水平的

重要手段。在施工前，综合考虑工程规模、技术难度、

环境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安排施工顺序，避免工序

颠倒或交叉混乱引发安全问题。制定详细的施工进度计

划，结合人员、设备状况合理分配资源，防止因赶工造

成人员疲劳作业、设备过载运行。对施工中的危险区域

和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分析，制定专项安全措施，如在带

电作业区域设置专人监护、在深基坑施工周围设置防护

栏等[3]。

结束语

电力工程安全关乎国计民生，不容丝毫懈怠。通过

对施工安全隐患的深度剖析以及相应安全技术措施的全

面阐述，可知构建完善的安全体系是重中之重。在未来

电力工程建设中，各方需协同努力，持续强化人员安全

素养，保障设备与材料质量可靠，积极应对环境挑战，

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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