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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型场馆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　波

陕西西咸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大型场馆工程投资大、技术复杂、社会关注度高，对于建设阶段安全管理的标准要求高，本文以西安国

际足球中心项目为背景，总结阐述了大型场馆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难点以及解决对策，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

实践，以期为同类场馆建设提供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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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众多大型赛

事的不断组织以及全面健身运动的大力推广，大型体育

场馆的建设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大型体育场馆建设对于

带动地方经济，特别是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

义，因此政府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大型体育场馆因其

功能需求，往往造型新颖、结构复杂、空间跨度较大、

施工技术复杂，施工管理难度高。

1 工程概况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是按照FIFA国际A级赛事标准
要求设计的专业足球场馆。项目占地面积280亩，总建筑
面积约25.12万m2，地上16.19万平米，地下8.62万平米，
地下1层，地上6层，建筑高度62.5米，包含一座6万座专
业足球场、2块国际标准室外训练场，建成后将作为西北
地区首座专业足球场，可承接世界杯在内的全部顶级国

际足球赛事。体育场主体结构为混凝土现浇框架抗震墙

结构，采用预制清水混凝土看台，屋顶为钢结构环壳铝

镁锰屋面，环壳中部设置创新型马鞍面双层索网结构，

幕墙采用了金属格栅、玻璃幕墙与陶土板相结合的建筑

形式。

2 管理难点分析

2.1  全球首创索网结构
屋面索网结构中心采用双层环形索网，该索网结构

目前为国际首例，采用上层索网水平径向整体提升张

拉，下层采用垂直上层的索网进行整体稳定性张拉，上

下层索网再进行交叉点垂直连接，整体施工工艺复杂。

整个索网由6根环索、144根正交索、56根提升索组成。
现场投入了56台油泵，112套提升器，最大提升高度52
米。索网施工专业技术要求高，均为高空作业，作业平

台难以搭设，施工安全技术难度高，且无成熟施工经验

参考借鉴。

2.2  危大工程数量多
本工程覆盖了基础施工、主体结构、围护结构、园

林绿化、装饰装修、机电工程、避雷工程、市政道路、

体育工艺、泛光照明等多项施工内容，其中深基坑工

程、模板工程、钢结构吊装、索膜工程均为超过一定规

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作业持续时间

长，管理难度大。

2.3  工程建设难度大
钢结构工程量大、结构复杂，安装方式现场采用了

分段拼装、高空补档。高空作业安全防护措施设置难度

大，高峰期施工存在大量的人员流动，对于垂直通道、

水平通道、作业平台等安全技术要求高。施工高峰期使

用汽车吊、履带吊、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近80台，焊机
200余台，起重吊装作业、动火作业、高空作业规范性尤
为重要。

幕墙形式多样、造型新颖，同时使用了大跨度玻璃

幕墙、曲线铝板幕墙以及陶土板幕墙。幕墙安装高度达

50余米，空间定位难度高，安装难度大，现场投入登高
设备近300余台，对高空安装及焊接作业、设备的本质安
全以及使用过程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管理要求。

精装修工程高大空间多、装饰材料板块大、造型复

杂安装难度高，且与机电、土建、精装修、幕墙等各专

业穿插施工，交叉干扰、高空坠物、高空动火等安全风

险高，管理协调难度大。

2.4  作业人员数量多
施工高峰期作业人员达3000余人，涵盖木工、钢筋

工、焊工、混凝土工、油漆工、起重工、吊车司机、电

工、架子工等二十余工种。其次作业人员大部分为农民

工，存在平均年龄大、教育水平整体偏低、流动性高、学

习能力差的特点，安全意识普遍偏低，潜在安全风险高。

3 解决对策实施

3.1  目标责任保障
为更好落实各参建单位、各岗位的安全管理目标与

责任，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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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部组织梳理了各参建单

位、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要求各单位分别同各岗

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并定期对安全生产责任和

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全面推行责任目标管理，推动

安全责任的落实。

3.2  管理组织保障
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建立了以各参建单位项目负

责人为核心，代建、总包、监理、分包参与的四方安全

管理组织机构。编制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方

安全职责，持续利用组织管理效率强化安全管理状态。

针对作业面积大、作业风险高、作业人员数量多的实际情

况，明确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

同时督促各参建单位持续加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与能

力提升，各参建单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达40余人。
3.3  教育培训保障
教育培训是安全管理的重要途径，项目部建立了安

全教育培训体系，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建立了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结合施工现场施工内容，定期对

各参建单位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大型

机械设备安全技术培训、危大工程管理培训、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培训、高处作业培训、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等，

切实提高管理人员安全管理水平。针对作业人员，创新

安全教育模式，采用课堂教学、警示教育及现场体验相

结合的方式，突出个体的“内部驱动力”，通过实际体

验和亲身体会，产生安全意识和理念，用于约束和指引

个人日常作业行为。通过对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多层次

的培训，减少了现场违章，强化了监管，有效降低了安

全风险。

3.4  风险控制保障
3.4.1  建立安全风险控制体系制度。西安国际足球中

心项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多、施工工艺复杂、安全

隐患后果严重。项目部建立了安全风险控制体系制度，

规范危险源的管理，有效开展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

危险源的控制，全面提高项目安全风险管理。

3.4.2  危大工程管控。对危大工程关键环节及关键
工序实施前置化管控，将危大工程关键环节拆分，运用

台账追踪危大工程关键环节的时间节点，在关键环节实

施前加入代建方安全管理前置化管理动作，督促总包单

位、监理单位及专业分包单位安全管理动作常态化执

行，从策划、执行、检查到整改反思做到对高风险项的

闭环管理。

3.4.3  重大危险源管控。根据各阶段工程特点和施工
内容，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安全分析，运用LEC法、安全检

查表法、风险矩阵法等方法全面对各道工序、各个环节

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及构件的不安全状态进行辨识，明

确重大危险源，并制定管控措施，重点进行管控。

3.4.4  大型机械设备管理。设备进场前，严格把控设
备进场验收，查作业人员证件，查设备资料、查设备质

量以及各处安全装置；设备组装前，对组装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分析组装过程危险因素和注意

事项；组装过程中，作业区域拉设警戒线并安排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旁站监督；组装完成后，由安装单位、使用

单位、总包单位、监理单位联合验收，且经第三方检测

机构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日常使用过程中重

点对安全装置、限位装置等进行检查，并定期邀请专家

对大型设备（塔吊、履带吊）进行专项检查。同时，加

强对操作人员教育，强化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培训，从设

备状态与人员行为两方面同时进行管控。

3.4.5  消防安全管理。项目部组织编制了施工现场
消防安全专项方案，按方案要求设置了内外两圈环形消

防车道，并依据施工进度及时设置临时消防水系统、配

备消防器材。施工过程中严抓消防重点工序以及重点部

位，加强焊接、切割、打磨、涂料作业施工管理以及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存管理。重要部位（木工房、各类库

房、配电房、生活区、办公区、通道口等）配备足够的

灭火器材，并设置明显标识以及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

定期开展消防专项检查，保证消防器材有效、消防车道

畅通。

3.4.6  应急管理。西安国际足球中心成立了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制定应急预案，完善了项目安全生产应急管

理体系。根据现场施工阶段，组织开展消防、高处坠落、

坍塌、触电、中暑等应急演练12余次，切实提高项目应急
处置能力。并要求各参建单位建立常态化应急工作小组，

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确保应急处置高效快速。
3.5  监督检查保障
在项目初期，以查安全管理体系为主，项目中后

期，以查项目危大工程为核心，重点检查危大工程关键

环节。项目自开工以来，全面实施每日巡检机制，要求

监理单位组织总包、各专业分包主要管理人员开展现场

每日安全巡查，针对发现问题，定整改措施、定整改时

间、定责任人并下发日巡场简报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每周组织代建、监理、总包以及专业分包单位开展联合

检查，要求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参加。定期组织开展

消防、高处作业、大型设备等专项检查，节假日落实项

目负责人带班生产，由项目负责人牵头开展重点施工部

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工作。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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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全面排除风险，保障安全生产。

3.6  防护措施保障
由于当前建筑市场施工人员安全技术底子薄，经验

不足，操作不规范，管理人员往往通过口头交底，且未

事先制作符合规范的实物安全生产样板，后续施工中

安全验收方面缺乏统一判断尺度，给施工安全造成较大

影响。西安国际足球中心项目实行安全措施首次验收制

度。通过样板明确标准，推动安全标准化措施落地。在

施工现场布置标准化通道、防护棚、操作平台、防护

罩、配电箱、防护门等样板，供各参建单位直观学习，

作业前在样板区进行现场交底，直观形象、标准明确。

4 优秀管理经验

4.1  安全自检操
项目自开工以来，全面推行班前安全自检操活动。

在班前会推动口号与动作相结合的安全自检操活动，口

号简单实用、易于记忆，作为规定动作，要求每一个

现场作业班组在每日班前早班会上开展和执行，提醒作

业人员自检安全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施工过程中存在

的安全风险。通过组织全员安全班前会和自检操活动，

遏制作业人员不安全行为、提升个人安全防范及自我保

护意识，促成“个人约束”向“团队影响”的转化和提

升，形成团队安全共识和意识，最终形成一种群体性安

全意识和文化。

4.2  安全反省屋
针对现场人员的违规行为、不安全行为，以往主要

采取现场纠正、通报批评、罚金考核等手段，手段单

一、改进效果一般，在办公区域专门设置安全反省屋，

屋内设置各类因违章作业引发严重后的挂画，并循环播

放安全警示教育片。进入安全反省屋接受教育的主要违

章类别为：未正确使用劳动保护用品、规登高作业、私

自违规接线取电、吸烟、违规穿越吊装作业隔离警示

区、私自拆除安全标志标识等。通过安全反省屋，给予

违章人员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使其有时间去了解和学习

相关安全知识（包括事故案例说法）、认识到自己不安

全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而自发形成从“被动要求安

全”向“主动获取安全”的教育培训形式转变，效果显

著且更加有效。

4.3  安全管理网格化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将项目划分成若干网格管理单

元，并对网格实行动态化、全方位管理，整合各方面资

源。安全管理网格化依托统一的管理模式，从安全管理

标准动作的角度，明确了“谁来管？，管什么？”的问

题，将安全管理工作交叉覆盖，明确了“管哪里”的问

题，网格化落位到人，明确了“谁来负责”的问题。安

全管理网格化促进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做到安全

事事有人抓，安全处处有人管。

4.4  可视化检查验收
安全色是表达信息含义的颜色，用来表示禁止、警

告、指令、指示等，其作用在于使人们能迅速发现或分

辩安全标志，提醒人们注意，预防事故发生。为确保

落实、落地安全防护设施及安全相关设施检查、监测到

位，提高项目安全验收、检查及管理效率，在项目督促

落地安全色标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对现场临时用电配电

箱、消防器材、小型施工机具、起重机械吊钩、汽车吊、

登高车等设施关键部位进行安全检查验收并张贴安全色

标。大型机械设备、防护设施、安全物资进场验收，均实

行监理、总包以及分包单位三方联合举牌验收，张贴验收

记录。利用安全色形象直观和可视化特点更好的督促各

单位落实检查验收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4.5  动火作业公示
推行每日动火信息公示制度，精细动火作业管理制

度。在每日上班前对当日动火信息进行统计，并在项目

主通道口公示牌进行公示，便于各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

动火情况的了解。每日上班后管理人员对动火区域进行

动火安全检查，确保动火区域监火人到岗、灭火器材配

备充足、接火措施到位、易燃材料及时清理，达到动火

安全可控要求。

5 结束语

国内建筑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呈现分布悬殊、差异

巨大现状，部分企业的安全管理发展速度远远滞后于建

筑行业的发展水平，部分企业安全监督理念、技术的

落后以及与生产活动的不匹配是事故事件多发的根本原

因。扎实开展安全基础管理工作，严格把控重大危险源

管理，大力推动整改落实，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的发

展，将有效控制安全风险，减少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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