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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化的探讨

王玉珍*

泰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第二工程部，山东� 271000

摘� 要：在公路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不安全因素引发的安全问题，不仅是经济的损失，对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也

造成威胁。因临时用电导致的安全问题在公路施工的安全事故中排位居前三位。本文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性问题

进行分析、排查，针对性的制定对策，解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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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路施工安全事故主要有机械车辆伤害、触电、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和坍塌等五大类别。据统计，触电死亡事故

数量在上述五类事故中排第�a�位（���％a��％）。临时用电问题相对其他事故，触电事故隐蔽性很强，不同于其他

的安全隐患具有直观性，而且触电事故一般都是责任事故，后果严重。因此要减少触电事故的发生，必须提高施工现

场临时用电规范化水平，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用电安全规范、标准，预防触电伤亡事故的发生。其中建设部编制并经

国家标准局批准实施的《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是公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执行的规范

性文件。

参照规范文件，我们项目部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的管理理念，对我们参建工程安全问题进行了历时半年

的隐患现状调查。调查情况如表�：重大风险源隐患排查统计表。

表1�重大风险源隐患排查统计表

�����������������������时间（月）

�����隐患数量

�����排查项目

1 2 3 4 5 6 合计
各项隐患占隐患总量

百分比
排名

消防安全 3 4 1 1 2 1 12 15.6％ 3

高支模作业 0 0 2 3 4 4 13 16.9％ 2

临时用电 4 3 5 4 6 5 27 35.1％ 1

机械车辆 2 1 2 3 2 2 12 15.6％ 3

*通讯作者：王玉珍，����年��月，女，汉族，山东郓城人，就职于泰安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第二工程部，高级

工程师，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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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月）

�����隐患数量

�����排查项目

1 2 3 4 5 6 合计
各项隐患占隐患总量

百分比
排名

特种设备 0 0 1 1 2 0 4 5.2％ 6

跨线桥施工 0 0 2 2 2 3 9 11.7％ 5

合计 9 8 13 14 18 15 77 100％

从隐患排查情况看出，临时用电安全隐患在各项安全隐患中数量最多，共计��次，占总量的����％。临时用电隐

患太多，不能确保安全生产。小组对检查出的用电安全隐患频率进行统计：临时用电隐患频率统计表如表�所示；排

列图如表�所示。

表2� 临时用电隐患频率统计表

序号 安全用电隐患 次数 百分比 累计 排名

A TN—S接零保护系统不到位 8 29.6％ 29.6％ 1

B 二级漏电保护系统不到位 7 25.9％ 55.5％ 2

C 配电箱设置不符合要求 6 22.2％ 77.7％ 3

D 电缆架空或埋地敷设安全隐患严重 3 11.1％ 88.8％ 4

E 电动机械和手持式电动工具不符合安全要求 2 7.4％ 96.2％ 5

F 其他 1 3.8％ 100％ 6

G 合计 27 100％

表3� 临时用电隐患频率排列图统计表

二、原因分析

从造成临时用电隐患率高的“71—6接零保护系统不到位”“二级漏电保护系统不到位”和“配电箱设置不符合

要求”等方面进行分析查找原因。

（一）未落实岗位用电安全责任制度

施工现场有岗位责任制度和管理制度，但是不健全或没有认真落实，造成上至现场管理人员，下至工人的责任心

不强，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管理松懈，纪律散漫，易造成安全事故���。

（二）安全教育培训滞后

公路工程一线从事施工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员是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都相对较差的农民工，对临时用电危险性知之

甚少，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认识不到，自我保护意识差。而有的电工的业务能力也不强，对一些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不

够了解，易出现安全责任事故。

（三）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不足

对施工现场配备的临时用电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用电安全检测设备等安全费用投入不足，设备带病工作，易带

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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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电工人数不足

专职电工人数不足，有时会导致工人随意乱接，乱拉电线。通过配备专职电工，加强监督检查，易解决。

（五）用电安全技术档案资料不全

安全用电技术交底工作不具体；安全用电检修制度没有认真落实；有的施工用电方案与现场不符。通过加强管

理，完善资料，较易落实���。

三、制定对策

我们小组成员针对以上主要原因，结合我项目安全生产的实际状况，认真研究，集思广益，制定了详细的对策和

措施。详见对策表，如表�所示。

表4� 对策表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安全生产费用投入

不足
投入足够专项资金。

确保各项用电安

全设施符合规范

要求。

1.�购置规范化用电安全设施；

2.�配备齐全的用电劳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电安全检测设备；

3.�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用电设施、线路进行改造。

工地现场

安全教育培训滞后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强化安全演练。

提高电工、用电

人员安全意识和

操作技能。

1.�多种形式对用电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2.�聘请专家对电工、安全员等人员进行用电安全培训；

3.�举行触电事故应急培训演练，提高触电应急救援能力。

工地现场

未落实岗位用电安

全责任制度

明确责任，落实“一

岗双责”。

职责明确，奖惩

考核机制齐全，

落实到位。

1.�项目部与各合作队伍签订临时用电安全合同，明确施工

队、安全员、电工、施工员等人员用电安全责任；

2.�制定用电安全奖惩办法；

3.�各级管理部门和电工加强对临时用电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的

检查，对办公区、生活区、民工宿舍定期排查。发现有违规

用电行为，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屡纠屡犯的可以进

行经济处罚或没收用电设施。

项目部工地

现场

四、对策实施

（一）增加资金投入，确保各项用电安全设施符合规范要求

���组织项目电气工程师和安全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按《临电规范》要求的�项内容重新编制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的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经过多方考察，我们选用了专业厂家的标准配电箱，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用电安全设施进行改造。配电线路采

用三级配电系统、71�6接零系统和二级漏电保护系统，满足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三项强制性原则要求。

���除了为电气操作人员配发绝缘手套、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外，还为其配备了接地电阻检测仪，数字钳形电流

表、兆欧表等用电安全检测设备。

���投入了�万余元选用国标电缆，对变压器到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电缆线路全部采用埋地敷设，避免机

械损伤和介质腐蚀。埋地电缆路径设方位标志���。

（二）强化用电安全教育培训，提高电工和施工人员用电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从“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开始，加强临时用电安全方面的培训。特别是对安全意识和操作

技能都比较差的农民工，作为安全培训重点，采取集中学习，观看安全用电视频，参观安全警示室等多种方式提高进

场人员安全用电意识���。

���对电工、安全员等人员进行用电安全培训提高他们学习、理解、执行用电安全规范的意识和电气作业的操作

技能。

���聘请急救专家，对现场人员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等触电急救方法的培训，提高了现场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在第一时间抢救触电人员。

（三）完善奖惩考核机制，落实“一岗双责”

���建立健全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完善了用电安全奖惩办法。针对电工作业制定了《电工作业持证上岗制度》

《临时用电安全检查验收制度》《安全防护用具和检测仪器管理制度》《电工巡视制度》《电工安全操作规程》《电

工岗位安全达标标准》等管理制度。制定了《安全用电管理规定》。对办公区、生活区、工作区用电行为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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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使用电炉和碘钨灯等取暖，严禁使用劣质电热毯等，对违规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确保

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管理有序。

���项目部与合作队伍和相关人员签订临时用电安全责任书，明确施工队、安全员、电工、施工员等人员用电安全

责任，约束用电行为，完善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链。

���制定了针对性、操作性很强的安全检查标准，其中临时用电分值占��％，采用日常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

法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每月评选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名，颁发流动红旗，分别给予奖励���。发现有违规

用电行为，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对屡纠屡犯的进行经济处罚或没收用电设施。充分调动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生

产的主动性。

五、效果检查

通过培训考核职工的用电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明显提高，乱拉乱接现象明显减少；通过举办触电应急演练，

职工掌握了一定的应急救援知识。

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度和责任考核奖罚制度。增强了全员的责任感，让安全生产与自身利益相挂钩，调动了

安全生产的积极性。

各项用电安全设施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三项强制性原则等规范要求，现场硬件设施明显提高，项目被山东省交

通厅质监站指定为全省临时用电规范化观摩会现场，参加观摩学习的有各在建重点公路水运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

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计���多人。

从下半年我们施工标段重大风险源隐患排查统计表（表�）看出临时用电安全隐患数量从活动前的��个减少到�

个，占隐患总量的百分比从����％降到���％，低于目标值��％，实现了预期目标。临时用电隐患数量百分比对照表如

表�所示，更为直观。

表5�下半年重大风险源隐患排查统计表

时间（月）

隐患数量

排查项目

7 8 9 10 11 12 合计
各项隐患占隐患总

量百分比
排名

消防安全 2 2 1 1 2 2 10 17.5％ 3

高支模作业 4 4 3 3 1 0 15 26.3％ 1

临时用电 2 1 1 1 0 0 5 8.8％ 6

机械车辆 3 2 2 2 1 1 11 19.4％ 2

特种设备 2 2 1 1 0 0 6 10.5％ 5

跨线桥施工 3 3 2 2 0 0 10 17.5％ 3

合计 16 14 10 10 4 3 57 100％

表6�对策实施前后临时用电隐患数量百分率对比表

六、巩固措施

安全费用投入有保障，公路施工项目在投标过程中已经单列了安全生产费用。临时用电使用的配电箱、接地接零

保护设施、电器防护棚等安全装置均可以列入上述费用，确保各项用电安全措施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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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制定的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和考核奖罚制度已纳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坚持开展安全活动，学习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临时用电安全培训考核力度���。

七、结束语

通过认真排查，找出原因，精准施策，资金到位，落实培训、责任，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高，提高了提高公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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