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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汤春龙

浙江龙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金华 321200

建筑工程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为建筑企业敲响了警钟，在给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同时也影响

了企业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安全，加强防范安全。许多施工环节需要临

时用电，而影响用电安全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部门一定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使员工从心理

上认识到安全施工的重要性，从而约束自身行为，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本文从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特点入

手，对影响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立完善的用电管理制度，采取安全可靠

的用电技术手段，确保安全管理职责落实到位，加强对施工人员的要求等安全用电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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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安全管理是管理工作的重

点内容，用电安全对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影响，项

目管理者应重视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工作，在

确保工程施工安全的基础上，使工程施工的进度和质量

满足设计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也应重视临时用电的安全

性，按工程建设要求进行各项作业项目的操作，提高安

全用电的责任意识，将各项安全用电的实施措施落实到

位，保证建设工程的用电安全。

1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特点

建筑施工临时用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

是存在临时性。对于一些建筑施工项目来讲，工期可能

只有几个月，这就决定了施工用电具有临时性，在项

目完成以后，用电设施就会被拆除。二是用电量具有变

化性。在建筑工程施工的整个过程中，涉及基础施工、

主体施工再到装修、收尾，这些过程的变化都会导致用

电量的变化。三是由于施工条件的不完善很可能会导致

事故的发生。对于建筑施工现场而言，存在各种交叉作

业，在施工现场进行建筑材料的堆放会导致触电等事故

的发生，这就需要在临时用电中注重规范性，确保用电

过程的科学合理性。四建筑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外部环

境条件相对于其他用电场所往往比较恶劣，长期的风吹

日晒、雨淋等对电力设施设备不利的天气因素众多。

2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是现场施工作业中潜在危险性最

多的危险源之一，因此确保临时用电安全是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建筑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

会直接影响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和安全性，一旦出现安

全事故，会使整个施工项目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同时

也会使工程建设停滞，延误工程施工进度，即使是已完

工的建筑项目，也会因用电缺乏安全性受到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保障建筑行业从业者的生命安全是进行一切

工作的重要基础。生命重于泰山，确保工作过程的安全

性是各个行业都必须重视并全力做好的重要事情。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

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作业人员频繁违规操作

在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过程中，作业人员操作不规

范的情况较为普遍。第一，作业人员在停送电作业时没

有经过安全确认导致误送电，第二，作业人员在使用或

者操作潜水电泵、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不遵守电器安全

规程，未按接零和接地保护的接线图的要求进行接线；

第三，在开挖工程中，或者在电力设施附近进行地下、

高空作业时，作业人员在未经确认和现场监管的情况下

直接开工。

技术水平偏低

电气设备没有安全保护措施

一部分施工人员本身的用电安全意识比较淡薄，不具

有临时用电安全知识，在施工现场用电的时候仅仅使用了

三相火线，如果用电设备出现了漏电的现象，一旦接触设

备外表就会带来触电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且如果通过人体

工频电流超出了 ，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2]。

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形式相互混用

目前，一部分施工人员在进行现场施工临时用电的

时候，往往会将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等方式相互混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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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导致了保护接地设备出现碰壳漏电故障的时候就会

导致零线的对地电压提高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从而

保护接零形式的所有设备也会具有一样高的电位，直接

威胁到施工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接零线存在着敷衍现象

很多建筑施工单位没有遵守相关规定和标准，在接

零线时并不是十分的严谨，导致零线存在着断线以及抗

阻偏大等诸多问题，从而会导致零线上产生接触电压，

也就是指设备外壳带电，存在着安全隐患。另外，零线

出现断线的时候，还会导致负载中性点偏移，直接损坏

用电设备。

4

临时用电前期规划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统一进行组织设计，有统一

的临时用电施工方案，一个取电来源，一个临时用电施

工、安装、维修、管理队伍。严禁私拉乱接线路，多头

取电；严禁施工机械设备和照明各自独立取自不同的用

电来源。

三级配电系统

配电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按

照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的送电顺序，形成

完整的三级用（配）电系统。这样配电层次清楚，便于

管理和查找故障。总配电箱要设在靠近电源的地区。分

配电箱应装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动力

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通常应分别设置。配电箱、开关箱

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的场所，要远离易受外来固

体物撞击、强烈震动的场所，或者做环境防护。分配电

箱与开关箱的距离不得大于30m，开关箱与其控制的固定

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应不超过3m，配电箱和开关箱周

围要有方便两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不能够因为堆

放物品和杂物，或者有杂草、环境不平整妨碍操作和维

修。电箱还要有门、有锁、有防雨、防尘措施。

两级漏电保护

根据《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施

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在总配

电箱和开关箱中分别设置漏电保护器，形成用电线路的

两级保护。总配电箱的保护区域较大，停电后的影响范

围也大，主要是提供间接保护和防止漏电火灾，其漏电

动作电流和动作要大于后面的保护。因此，总配电箱和

开关箱中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动作和额定漏电动

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分段保护的功能。

一机一闸一箱一漏

所谓一机一闸一箱一漏就是指每台用电设备必须设置

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开关箱内要设置专用的隔离开关和漏

电保护器。不得同一个开关箱、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

两台以上用电设备。开关电器必须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使用电设备实行电源隔离，其额定值要与控制用电的额定

值相适应。开关箱内不得放置任何杂物，不得挂接其它临

时用电设备，进线口和出线口必须设在箱体的下底部，严

禁设在箱体的上顶面、侧面、后面或箱门处。移动式电箱

的进、出线必须采用橡皮绝缘电缆。施工现场停止作业一

小时以上时，要将开关箱断电上锁。

五芯电缆

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必

须实行TN-S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电缆的型号和规格

要采用五芯电缆。为了正确区分电缆导线中的相线、相

序、零线、保护零线，防止发生误操作事故，导线的颜

色要使用不同的安全色。L1（A）、L2（B）、L3（C）

相序的颜色分别为黄、绿、红色；工作零线N为淡蓝色；

保护零线PE为黄绿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使用黄

绿双色线做负荷线。

安全电压

安全电压是不致危及人身安全的电压。我国规定的

安全电压等级，即为防止因触电造成人身直接伤害事故

而采用的由特定电源供电的电压等级。安全电压应根据

使用环境、人员和使用方式等因素选用。建议在施工现

场的职工临时宿舍内尤其是金属板材的临建宿舍内的照

明电源电压采用36V。

外电防护

外电防护，主要是指针对不为该施工现场专用的已

经存在的配电线路、设施所进行的防护措施。当因场地

条件限制达不到安全距离要求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防止发生触电事故。

（1）对于外电架空线路，当在其一侧作业时，必须

保持安全距离，且随外电线路电压等级的增加，安全距

离相应增大。

（2）不得在外电架空线路的正下方施工、建造临

建、堆放材料及构件等。

（3）对于现场内的变压器等设施应用木、竹板及杆

件等进行遮拦，并悬挂警示牌等，保证防护设施坚固、

稳定。

（4）塔吊等起重机械吊运物料、构件等不得在外电

线路、设施正上方行走，并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临电系统的验收与档案管理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56

（1）专项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要由电气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编制，并经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审批后方可

施工。

（2）临时用电系统在施工完成后要经过编制人、项

目经理、审批人及专职电工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验收要履行签字手续。

（3）建立完善的用电档案，并设专人管理，主要包

括：专项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临时用电验收记录、

接地电阻绝缘电阻摇测记录、电工巡视维修记录等。

结束语

在建筑工程的施工现场，除极少数由非人为客观因

素造成的用电安全事故外，多数用电安全事故是由于工

程现场用电管理不当造成的人为事故。为了安全生产、

文明生产，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切实的保障，在工

程施工过程中只有从安全的点点滴滴抓起，不断发现和

有的放矢地解决建筑施工用电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将用电安全事故杜绝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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