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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李 虎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 要：文章围绕水利水电施工安全管理展开。首先阐述其重要性，包括保障人员生命安全、保证工程质量进

度、保护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接着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安全意识淡薄，管理层重效益轻安全、一线人员培训不

足；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责任划分不清、检查监督机制有缺陷、惩罚措施不力；安全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设计、

施工、验收环节问题多。最后提出对策，强化安全意识教育、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技术措施管理，全方位保

障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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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意义重大，但施工安全管

理面临诸多挑战。施工现场危险重重，对人员生命、工

程质量进度以及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都有影响。然而当

前安全管理问题突出，包括安全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

完善、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施工

安全，因此，探讨加强安全管理的对策至关重要，关乎

工程顺利实施和社会稳定发展。

1 水利水电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1.1  保障人员生命安全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是一项复杂且人员密集的工作，

涉及众多建筑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施工现场就

像一个充满潜在危险的巨大迷宫，各种危险因素潜伏其

中。高处坠落是极为常见且致命的风险，无论是在高耸

的水坝坝体施工，还是在多层建筑结构搭建过程中，工

人一旦失去平衡或防护失效，就可能从高空坠下。坍塌

事故也随时可能发生，不稳定的基坑、搭建不合理的脚

手架或正在建设中的地下洞室等，都可能在瞬间崩塌，

将人员掩埋。触电事故更是防不胜防，施工现场的电气

设备繁多，电线交织，若绝缘损坏或操作不当，强大的

电流会瞬间穿过人体。机械伤害也不容忽视，运转的起

重机、搅拌机等机械设备，如同凶猛的巨兽，稍有不慎

就会对靠近的人员造成严重伤害。加强安全管理则是保

障施工人员安全的关键。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细致的安

全操作规程，为施工人员配备合适的安全帽、安全带、

绝缘服等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的安

全警示标识等措施，能有效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守

护每一位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让他们的家庭免受因事

故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损失[1]。

1.2  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
安全事故的发生往往会导致工程暂停，需要花费时

间和资源来处理事故后果，如救治伤员、清理现场、修

复损坏的设备和结构等。事故发生时，工程往往不得

不暂停，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突然卡壳。此时，大

量的时间和资源会被消耗在处理事故后果上。例如，需

要争分夺秒地救治伤员，还要对混乱不堪的现场进行清

理，受损的设备和结构修复更是一项复杂且耗时的工

作。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工期延误，成本也会像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事故还可能在不经意间对工程

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破坏已完成部分的结构稳定性。

相反，良好的安全管理就像润滑剂，能让施工过程有条

不紊地持续推进，避免因事故中断，保证工程严格按照

计划顺利开展，确保工程质量达标，按时交付使用。

如此一来，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得到显著

提高。

1.3  保护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
水利水电工程大多依自然而建，与周边环境紧密交

织。在施工过程中，其犹如一把双刃剑，对周边的生态

环境、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施工

产生的废渣废料若处理不当，可能会污染土壤，破坏植

被，影响周边生态的平衡；施工废水排放可能会污染附

近的水资源，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大规模的土方

开挖等作业可能破坏土地资源的原有结构，引发水土流

失等问题。同时，大型水利水电设施是区域安全的关键

所在。一旦其出现安全问题，如大坝的结构受损、泄洪

设施故障等，可能引发洪水、溃坝等严重灾害。那汹涌

的洪水将如脱缰之马，冲毁下游地区居民的房屋，吞噬

生命，破坏桥梁、道路等公共设施，给整个地区带来毁

灭性的打击。而有效的安全管理就像一道坚固的防线，

规范每一个施工环节，防止污染与破坏，保障工程安

全，守护周边环境和公共安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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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安全意识淡薄
在当前部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意识淡薄

这一问题犹如一颗毒瘤，从管理层到一线施工人员都深

受其害。对于管理层而言，在工程建设的巨大压力下，

他们往往将目光过度聚焦于进度的追赶和经济效益的获

取。这种短视行为使得安全管理工作被严重忽视，在安

全方面的投入捉襟见肘，无论是安全设施的购置、更

新，还是安全人员的配备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安全管

理工作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而一线施工人员方面，由

于其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施工单位安全培训工作

不到位，导致他们对安全问题缺乏深刻认识。许多施工

人员心存侥幸，完全不把安全操作规程当回事。比如在

高处作业时，安全带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负

担，甚至有人随意拆除为他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安全防护

设施。这种对安全的漠视，如同在施工现场埋下了一颗

颗定时炸弹，极大地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随时可

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

2.2  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1）安全责任划分模糊不清是一大弊病。在整个安

全管理体系中，各个部门与人员的职责边界没有明确界

定，如同在迷雾中作战，当安全问题浮出水面时，便陷

入了相互推诿的混乱局面。各部门都认为问题出在其他

方，这种混乱的责任归属导致安全事故处理效率低下，

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2）安全检查和监督机制存
在严重缺陷。这种不健全表现为检查流程的不规范、监

督频率的不合理以及检查方法的落后。这使得一些隐藏

在施工现场各个角落的安全隐患如同狡猾的狐狸，不能

被及时地揪出和处理，它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

可能引发严重事故。（3）对违反安全制度行为缺乏有效
惩罚措施也是关键问题。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惩处手段，

施工人员对制度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制度执行过程中

阻力重重，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3]。

2.3  安全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因其作业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

等特点，必须依靠一系列完善且科学的安全技术措施来

保障施工安全。比如基坑支护，它是防止基坑坍塌、保

障地下作业人员安全的关键，就像大厦的根基保护墙；

脚手架搭建则关乎高处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为他们搭

建起稳定的工作平台；爆破作业安全控制更是重中之

重，稍有差池就可能引发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不少问题凸显出来。部分施

工单位在安全技术措施的各个环节都漏洞百出。在设计

环节，方案的制定者若未深入了解施工现场的地质条

件、水文情况等实际要素，设计出的方案就可能与现场

情况脱节。施工时，作业人员责任心缺失或为图省事，

不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操作，肆意更改参数、简化步

骤。到了验收环节，工作人员敷衍了事，未严格核查安

全技术措施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使得这些保障安全的关

键环节成为形式，安全隐患由此滋生。

3 加强水利水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对策

3.1  强化安全意识教育
安全意识教育是加强水利水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

关键一环，需要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展开全面且深入的教

育活动。对于管理层而言，组织系统的安全管理培训

课程至关重要。在培训中，通过专业讲师讲解、案例研

讨等方式，着重强调安全管理在整个工程管理体系中的

核心地位。让管理层清晰地认识到安全并非是工程进度

和效益的绊脚石，相反，安全是保障效益的基石。当安

全管理到位时，工程能够顺利推进，避免因事故导致的

巨大损失，包括工期延误、赔偿费用增加等，从而增强

他们对安全管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在决策过

程中将安全因素置于重要位置，加大对安全管理的支持

力度，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针对一线施工人

员，需采用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安全知识讲座可以系统

地传授安全操作规程、施工中的危险点等知识；事故案

例分析则通过真实案例，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惨痛的教

训让施工人员深刻意识到忽视安全规定的严重后果；现

场演示更是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直观的操作，让施工人

员清楚地看到正确的做法。例如，演示如何正确佩戴安

全帽、安全带，如何操作机械设备以避免危险等。通过

这些方式，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们从内心深

处愿意遵守安全规定。同时，施工现场良好的安全文化

氛围营造不可或缺。在施工现场的显著位置张贴安全标

语，如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生命无价，安全至

上” 等简洁有力的话语，时刻提醒施工人员注意安全。

设置安全宣传栏，定期更新内容，包括安全法规解读、

近期安全事故通报、安全先进事迹等，让安全意识深入

人心，形成一种人人重视安全、人人遵守安全规定的良

好氛围[4]。

3.2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是水利水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的重要保障，是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1）
要建立健全全方位的安全管理制度。详细梳理安全管理

流程，明确各个部门和人员在其中的具体职责与权力，

通过制定完善的安全责任清单，让每一项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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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精准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例如，安全管理部门负责

统筹规划和监督检查，技术部门确保施工技术符合安全

标准，施工队伍严格执行安全操作流程等，保证每个环

节都处于安全管控之中，避免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

（2）安全检查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必不可少。一方面，
要安排定期的全面检查，如同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 “体

检”，同时辅以不定期的抽查，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

在检查过程中，积极引入先进的安全检查技术和设备，

如无人机巡检、智能传感器监测等，提高检查的准确性

和效率，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对于检查出的安全

隐患，要建立专门的台账，清晰记录隐患内容、整改责

任人、整改期限以及整改措施。同时，严格跟踪整改情

况，形成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得到彻底消除，不让任何

一个隐患有 “死灰复燃” 的机会。（3）为了维护安全
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必须加大对违反安全制度行为

的惩罚力度。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一线施工人员，一旦

违反安全制度，都要严肃处理。对于违规行为要进行公

开通报批评，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停

工整顿等措施，让每一个参与工程的人员都不敢轻易触

碰安全制度的红线。

3.3  加强安全技术措施的管理
（1）在水利水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中，加强安全技

术措施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关乎整个工程施工的

安全性。在安全技术措施的设计阶段，精心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展开全面且深入的现场勘查和论证工作。技术人

员需对施工现场的地质状况、水文条件、周边环境等因

素进行详细调研和分析。例如，对于在复杂地质条件下

建设的水利工程，要准确评估岩石特性、土层结构对工

程基础安全技术措施的影响。通过多轮论证，确保设计

方案既科学合理，又能完美契合实际施工条件，避免因

设计缺陷导致后续安全隐患。（2）施工过程中，强化
对施工人员的技术交底工作。交底内容不仅要涵盖设计

要求、施工流程，还要包括安全注意事项和应急处理方

法等。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任何变更

都要经过严格审批。同时，加强质量控制，建立质量检

查小组，对安全技术措施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

如对基坑支护的钢筋规格、混凝土强度，脚手架搭建的

材料质量、连接牢固程度等进行检查，确保施工质量过

硬。（3）在验收环节，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验收标准和程
序。由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验收团队，

依据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进行验收。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部分，绝不姑息迁就，坚决要求整改，并且要进行复

查，直至完全达到安全标准。此外，积极鼓励施工单位

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和设备。例如，安装智能化监测系

统，实时监测工程结构的受力情况、位移变化等数据；

配备新型防护装备，如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安全带、智

能安全帽等，全方位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保障水平，为

施工人员创造更安全的作业环境。

结束语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是重中

之重。我们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关乎人员生命、工程

质量进度以及周边环境与公共安全。然而，当前安全

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完善、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严重威胁施工安全。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安全意识教

育，从管理层到一线施工人员，全面提升对安全的认

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健全检查监督机

制、加大违规惩处力度；加强安全技术措施管理，从设

计、施工到验收环节严格把关，并积极引入先进技术设

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保障水

利水电工程顺利实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生

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水利水电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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