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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湖南华盛世纪城房地产开发

设计单位：北京时空筑诚建筑设计

施工单位：************

结构类型：剪力墙结构

建设规模：各栋均为 26层，有地下室，建筑高度 79.9米，总建筑面积约

61000平方米，工程建设地点在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本工程结构设计使用

年限为 50 年，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 2 级，建筑耐火等级为一级，抗震设防烈

度为六度，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

二、指导思想

坚持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落实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方针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治理施工现场不符合安

全生产条件和“三违”行为为关键，全方面落实企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突出

安全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方法和技术控制方法；以歇制重

大伤亡事故发生和推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建立安全生产长久有

效机制为目标，促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深入稳定和好转，推进建筑工程又

好又快率先发展。

三、管理目标

为落实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促进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提升施工

现场安全防护水平；提升从业人员操作技能和安全防范能力；有效歇制建筑施

工高空坠落、各类坍塌等重大伤亡事故，实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伤亡事故在控

制指标之内。

四、依据和内容



1、依据是：《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要求》、《建筑工程预防坍

塌事故若干要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题施工方案编制及教授论证审查

措施》和《建筑施工安全检验标准》等相关要求和技术标准。

2、内容是：控制和预防施工中各类坍塌和高处坠落事故，以施工现场重

大危险源为关键。具体为：

a、预防高处坠落事故关键是：临边、洞口坠落、施工吊篮、起重机械坠

落等。

b、预防坍塌事故关键是：基坑、边坡土方坍塌、脚手架坍塌、模板坍塌

等；和其它易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伤亡事故作业步骤和部位。

五、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识别

1、高处坠落是指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m以上（含 2m）使人和物有多种

坠落可能高处作业(包含脚手架上作业、各类登高作业、外用施工电梯物料提

升机安装作业及洞口临边作业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施工作业)。

2、坍塌是指施工基坑（槽）坍塌、边坡坍塌、基础桩壁坍塌、模板支撑

系统失稳坍塌及施工现场临时建筑（包含施工围墙）坍毁等。危险性较大工程

有：

a、深基坑工程开挖深度超出 5m(含 5m)基坑、槽或深度虽未超出 5m但地

质情况和周围环境较复杂基坑（槽）土方开挖工程；

b、岩质边坡超出 30ｍ、或土质边坡超出 15ｍ边坡高切坡;

c、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含滑模、大模板等高大模板工程和高度超出

8m，或跨度超出 18m，施工总荷载大于 10kN/m2，或集中线荷载大于 15 kN/m2

超高、超重、大跨度模板支撑系统；

d、起重吊装工程包含物料提升机、施工电梯、塔吊起重机；



e、脚手架工程：高度超出 2m 落地式钢管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悬挑式脚手架、门型脚手架、挂脚手架、吊篮脚手架、卸料平台；

f、采取人工、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及其它土石方爆破工程；

g、建筑幕墙安装施工；

h、预应力结构张拉施工；

I、6m以上边坡施工；

j、采取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已经行

政许可，尚无技术标准施工。

六、预防和控制方法

预防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应采取以下方法：

⑴、管理方法

①、项目经理对项目标高处作业安全负责并建立对应责任制。

②、做好高处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及相关安全预防工作。

全部高处作业人员必需接收高处作业安全知识教育，每十二个月接收有

针对性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0课时。特种高处作业人员持有效证件上岗，

（特种作业证，两年一审核）上岗前应依据相关要求，由项目施工责任人以书

面形式（如作业指导书、安全技术交底文本）对高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签

字交底。对不一样施工对象，或是分阶段、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不准整个工程只进行一次交底。对施工班组人员进行交底时，不能只向班组长

交底，班组长应该向每个作业人员进行交底。进入新施工现场或采取新工艺、

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应按要求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技术签字交底。

③、高处作业前，由项目分管责任人按专题施工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对安

全防护设施进行验收，“三宝”安全帽必需符合国家标准 GB2811—



89《安全帽》要求；安全带应缝有合格证和检验证；安全网每张应缝有

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识，经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作业。洞口、临边（楼梯口、

电梯井口、预留洞口、坑井口、通道口及阳台、楼板、屋面、基坑等临边）安

全防护设施须做到定型化、工具化，防护栏杆以黄黑（或红白）相间条纹标示，

盖件（应采取预防移动、移位）等以黄（或红）色标示。需要临时拆除或变动

安全设施，应经项目分管责任人审批签字，并组织相关部门验收，经验收合格

签字后方可实施。

④、高处作业人员应经过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人员要明确岗位

责任，熟悉作业方法，掌握技术知识，实施操作规程，按要求正确佩戴和使用

安全帽、安全带等必备安全防护用具，管理人员要加强日常检验。

⑤、按安全色、安全标志类别，有针对性地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悬挂于

施工现场各对应部位，作业区照明应充足，施工现场沟、坎、深基坑等处，夜

间应设红灯示警。

⑵、技术方法

①、安全“三宝”

　　 a、安全帽：要求进入危险场所，必需戴好符合安全标准安全帽，并系好

帽带，预防人员坠落时帽子脱落，失去防护作用。

　　 b、安全带：在 2m（含 2m）以上悬空作业人员，必需配带合格安全带。

如悬空作业场地没有系挂安全带条件时，应制订方法，为作业人员设置挂安全

带用安全拉绳，安全栏杆等。

　　 c、安全网：无外架防护作业点，必需在离地 4m高处搭设固定安全平网，

高层施工还应隔四层再安设一道固定安全平网，并同时设一层随墙体逐层上升



安全平网。

　   ②、做好“四口”防护



“四口”是指：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和出入口(也称通道口)。“四

口”防护方法综合起来分为两类：

　　 a、在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设置围栏、盖板、开启式金属防护门、

架网；在混凝土预制板预留洞口上，预制时即预埋钢筋网，设备安装时再剪掉

预埋钢筋网。

　　 b、正在施工建筑物出入口和井字架、门式架进出入料口，必需搭设符合

标准防护棚。

　　 ③、做好“五临边”防护

建筑施工中，大量存在着临时性危险边缘，这是发生作业人员坠落关键

坠落点之一。比如，还未安装栏杆阳台周围，无外架防护屋面周围，框架工程

楼层周围，上下跑道、斜道、两侧边，卸料平台外侧边等，简称“五临边”。

“五临边”必需设置 1.2m高双层围栏(每层 60cm)或搭设安全立网，既可预防

人员坠落，也可预防多种物料坠落伤人。

　　 ④、严把脚手架十道关。

脚手架在建筑施工中，是一项不可缺乏关键工具。不过，假如在支搭和

使用上方法不妥，往往会造成多人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所以，对多种脚手架

必需严把十道关：

　　 a、材质关：严格按规程、要求质量、规格选择材料；

　　 b、尺寸关：必需按要求间距尺寸搭设；

　　 c、铺板关：架板必需满铺，不得有空隙和探头板、下跳板，并常常清除

板上杂物；

　　 d、栏护关：脚手架外侧和斜道两则必需设 1.2m高栏杆或立挂安全网；

　　 e、连结关：必需按要求设剪刀撑和支撑，必需和建筑物连结牢靠；





　　 f、承重关：脚手架均布荷载。结构架应控制在 270kg/m2，装修架

应控制在 200kg/m2，其它架子必需经过计算和试验确定承重荷载，标准架严格

按规程定负荷；

　　 g、上下关：必需为工人上下架子搭设马道或阶梯。严禁施工人员从架子

爬上爬下，造成事故；

　　 h、雷电关：凡金属脚手架和输电线路，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或搭设隔

离防护方法。通常电线不得直接绑扎在架子上，必需绑扎时应加垫木隔离，凡

金属脚手扎高于周围避雷设施，要制订方案，重新设置避雷系统；

　　 i、挑梁关：悬吊式吊篮，除按要求加工外，严格按方案设置；

　　 j、检验关：多种架子搭好后，必需经技术、安全等部门共同检验验收，

合格后可投入使用。使用中应常常检验，发觉问题要立即处理。

⑶、防护方法

除在危险部位设置护栏，立网、满铺架板、盖好洞口外，还应在操作人

员下方设平网和检验作业人员是否正确使用防护用具。

①、临边、洞口防护和控制

a、临边、洞口及高处作业防护是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关键工作之一，必需

做到临边、洞口防护定型化、工具化。

b、根据坠落半径进行安全防护：

建筑物高度为 2～5m时，坠落半径为 2m；

建筑物高度为 5～15m时，坠落半径为 3m；

建筑物高度为 15～30m时，坠落半径为 4m；

建筑物高度为超出 30m时，坠落半径大于 5m。



c、施工现场，当工作面边无围护设施时，立即搭设临时防护栏杆。防护

栏杆由上、下两道横杆及栏杆柱组成，上杆离地面 1.0～1.2m，下杆离地面

0.5～0.6m，横杆长度大于 2m时，须加设栏杆柱。栏杆柱固定及其和横杆连接

采取钢管扣件，整体结构应使防护栏杆上杆任何处能经受 1000N外力。

d、防护栏杆自上而下用密目安全网封闭或在栏杆下端设置不低于 180mm

挡脚板，并采取黄黑或红白颜色相间标识。

e、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0.8m时，按要求再搭设临时防护栏杆。

f、平面上洞口短边≥0.25m，必需用坚实盖板盖严密，并沿四面搁置均

衡给予固定；短边≥0.50m，设置以扣件扣接钢管而成网格，并在其上满铺脚

手板，或用贯穿于砼板内钢筋组成防护网，钢管网格间距不得大于 20cm；短

边≥1.50m，采取安全平网满挂，四面设置防护栏杆。

g、在建楼房入口、施工电梯入口和井字架进料口，设置独立搭设双层防

护棚，两层间隔 0.50m。防护棚长度应视建筑物高度，符合坠落半径尺寸要求。

h、电梯井上部施工部位须设置临时防护栏杆，按定型化、工具化要求设

计制作 1.80m 高固定栅门于电梯井门外侧，网格小于 15cm，其上挂置安全合

格牌。电梯井内每隔两层（小于 10m）设一道水平安全网防护，并加设警示标

志。安装、拆卸电梯井内安全平网时，作业人员应按要求佩戴安全带。

i、凡深度在 2 米（含 2m）以上桩孔、沟槽、管道孔洞等边施工作业，

设置稳固盖板或防护栏杆。人员上下深基坑（槽）预先搭设稳固安全斜道或阶

梯，避免上下时发生坠落。

j、各类作业平台、卸料平台、操作平台按相关要求编制施工专题方案，

并附具验算结果。作业平台架体应保持稳固，须独立搭设，不得和施工脚手架

连接，在显著处设置标志牌，要求使用要求和限定荷载，严禁超载。周围设置



防护栏杆及挡脚板，并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



移动式操作平台立杆应保持垂直，上部合适向内收紧，平台作业面不得

超出底脚，立杆底部和平台立面应分别设置扫地杆、剪刀撑或斜撑，平台应用

坚实木板满铺并设置防护栏杆和登高扶梯。

②、施工吊篮防护和控制

a、项目部在使用施工吊篮前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签字后，方可作业。

作业人员并做好日常例保和统计。

b、为确保吊篮悬挂结构足够强度、刚度，须进行强度、刚度及稳定性验

算。悬挂结构抗倾覆系数比值应大于 2。

c、吊篮须装有楼层停靠装置、断绳保护装置。

d、吊篮须装设安全门，两侧应设置高度大于 1m 安全档板或挡网，其底

板材料应采取 50mm厚木板或有防滑方法钢板，顶部进行封闭。

e、吊篮（吊笼）和楼层通道口空隙应符合安全要求，超标应采取方法

f、吊篮提升采取多根钢丝绳。

g、吊篮颜色和架体颜色区分，并醒目。

h、架体内底部设置缓冲装置。

i、吊篮物料提升机严禁载人。

③、起重吊装防护和控制



物料提升机、施工外用电梯、塔式起重机应该含有生产（制造）许可证

和产品合格证、立案产品。安装（拆除）作业按相关要求由其产权或含有对应

安（拆）资质单位编制安装拆卸施工方案，产权单位或含有对应安（拆）资质

单位技术责任人审批签字，提交相关责任人签署意见，同意后方可由产权或含

有对应安（拆）资质单位安（拆），安（拆）过程中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

安装完成，安（拆）单位先自检，出具自检合格证实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验

收手续并签字，再报含有专业资质检验检测机构检测，经检验合格发放《合格

准用证》，方可投入使用。

a、物料提升机

应设有可靠安全停靠装置和断绳保护装置，各层联络要有明确信号或楼

层标识。上料口装设安全门，安全门宜采取联锁装置。在楼层通道口设置常闭

停靠栏杆（门），也宜采取联锁装置。通道口、走道板满铺并固定牢靠，两侧

边设置符合要求防护栏杆和挡脚板，并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两侧，

b、 施工外用电梯

每班作业前司机要按要求要求进行试车，验证多种限位装置灵敏可靠性，

符合要求方可作业。每层卸料口应设置安全防护门，两侧边应设置符合要求防

护栏杆和挡脚板，并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两侧。施工外用电梯轿箱和楼层卸料

口处应满铺走道板并固定牢靠，空隙应符合安全要求要求，超标应采取方法。

上下运行行程内应确保无障碍物，施工外用电梯轿厢内乘人、载物时，严禁超

载，载荷要均匀分布，预防偏重。齿轮齿条式施工外用电梯限速器，应由专业

资质检验检测单位检验，要在要求检测期内使用（每十二个月检测一次）。

c、 塔式起重机

ⅰ、塔吊梯子、护圈要常常检验，维修保养，不得有变形、断裂、脱焊、



螺栓松动，应牢靠固定在塔身标准节上，并按产品设置要求，安装足够休息平

台。

ⅱ、塔吊在安（拆）作业时，作业人员应佩戴安全带，安（拆）附着杆

时应有可靠方法，预防作业人员高空坠落（拉生命线、搭防护设施等）。

ⅲ、塔吊司机作业应穿防滑鞋，班前身感不适不得上岗。

ⅳ、作业区域周围设置警戒区并设有显著标志，专员监护，预防无关人

员进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5800411207200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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