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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二版）

本套教材自２００５年出版以来，对规范我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工作，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意识和水平，丰富相关人员安全生产知识，保障建筑施工企业的安
全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国
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对安全生产空前重视，安全生产的法规建设、
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与应用得到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对教材内容进
行补充和完善。

本版教材删除了《建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管理精选习题集》，
由《建筑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筑安全生产管理》和《建筑工程安
全生产技术》三册组成。修订的原则是：保留原教材的基本框架，对
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对一些内容进行了增删，突出了教材的针对
性、时效性、实用性和知识性。针对性，表现在明确针对建筑施工企
业管理人员这一清晰对象，内容上紧紧围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这一
明确主题编写；时效性，表现在以现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建筑安
全技术标准为主要依据；实用性，表现在教材收纳的内容和编辑的
形式充分考虑为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服务，例如将题库分解
列在章节后，便于学员学习和思考；知识性，表现在将涉及建筑安全
生产的现行主要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编辑在附录中，供有关人员在
实际工作中查阅。

本套教材由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培训
教材（第二版）编审委员会组织修订和编写，山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监
督站、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负责具体组织，编写过程中
得到住房城乡建设部质量安全监督司，以及山东省各市建筑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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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及相关建筑施工企业，尤其是得到中
国海洋大学培训中心、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工程管理局、烟
台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威海市建筑工程管理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册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技术》，主要根据国家最新颁布的建
筑安全生产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充分参考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技术》和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
东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培训教材》的相关内容对
该书进行了修订。本书由常宗瑜、张英明、王东升、刘锦、邓丽华、周
克家、宋回波、余大伟、李建国、王钟玉、张建华、高新武、王洪林等负
责具体修订和编写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真诚希望给予
指正。

山 东 省 建 筑 工 程 管 理 局
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培训教材（第二版）　

编委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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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建筑业具有生产产品固定、作业流动性大、露天作业多、手工作
业多、劳动条件差、强度大等特点，是安全事故高发行业之一。建筑
工程的安全生产技术对于保障建筑施工安全，减少各种安全事故的
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建筑安全施工生产可以从以下几个途
径入手：制定和贯彻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
范；提高安全管理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加强安全教育以及开展技术
革新；促进安全生产技术的进步等。

近年来，国家、住建部和省市地方针对建筑行业存在的安全问
题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等。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住建
部新实施的规范就有１０项之多，如《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ＪＧＪ　３３—２０１２）、《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
２７６—２０１２）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ＧＢ　５０６５６—２０１１）
等。同时要求施工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认真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
责，加强安全生产检查和各种常规安全检查，开展各项安全监管工
作，以达到遏制建筑施工重大事故的发生，促进全国建筑安全生产
形势的不断稳定和好转的目标。

建筑企业应提高管理水平，实现安全管理的科学化和标准化。
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应根据施工现场的自然环境条件、材料机具、劳
动力的供应情况、资金状况等，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制定出最经济、
最安全的施工技术方案，编制便于指导施工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合理
的进度计划。在施工前进行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并在施工中深入
现场，了解和掌握现场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施工方案和施
工方法，提高施工的安全性。对于比较特殊的施工部位，必须经过
专业技术人员的计算、分析和论证，制定出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并
加强检查和验收力度，确保技术上可行、安全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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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应切实保护建筑从业人员的权益，加强安全教育和改
善劳动条件。加强安全教育，首先在于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搞
好劳动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深刻领会“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切实贯彻各项安全生产的方针、政
策。其次是使广大职工掌握劳动保护科学知识，提高安全操作技术
水平，认识和掌握职业病及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与规律，严格遵守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避免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

随着建筑工程的发展，新的施工技术、施工设备不断涌现，它们
的应用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建筑质量，而且降低了从业人员
的劳动强度，改善了劳动条件。比如说当前多数建筑工地实现了施
工机械化、半机械化，土方机械、水泥搅拌机械、起重运输机械等取
代了沿袭已久的肩挑人抬、推砸装攉等沉重的体力劳动，建筑工人
的生产劳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当前建筑施工中手工作业
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业人员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害时有发生。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法律法规
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再从人员教育、施工工艺方法、施工器具设备等
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和革新，进而促进安全技术的进步和劳动保护水
平的提高。

在实现上述建筑行业安全生产的途径中，安全生产技术占有重
要的地位。２０１１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安全生产科技‘十二
五’规划的通知”，号召牢固树立起“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并
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迄今为止，安全技术在建筑工程行业的
应用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

例如，我国近年来先后颁布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
范》（ＪＧＪ　４６—２００５）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ＪＧＪ　５９—２０１１）等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强制推行标准配电系
统，实现了ＴＮ－Ｓ系统、三级配电系统、二级漏电保护系统的推广使
用。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降低了触电的风险，大幅度降低了建筑工
地触电事故的发生。

又例如，伴随着工程机械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类型机械设备
在建筑施工中得到广泛应用，很多施工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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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业。例如，土方工程中大量采用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开挖，
减少了手工作业，大幅度减轻了个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土方坍塌
等恶性事故，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施工周期。

此外，管理信息系统在建筑企业中得到广泛应用，采用基于计
算机信息化的安全管理系统是建筑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根据不同的工程特点，可以进行施工工艺的安全分析、评价、设
计、制定对策，建立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系统和基础信息数据库，加
强重大危险源监控和监测预警系统建设。这些对保障在高危工作
环境及突发事故中的人身安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运用先进
的信息化技术还可以促进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装备的改造与升级，改
善建设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证设备的可靠完好以及纠正
和根治各种违章行为，提高对事故的防控能力。

综上所述，安全生产技术在保证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为了推广安全生产技术最
新规定、标准和要求，提高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广大从业人员
的安全素养和管理水平，保障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

本书编者长期从事建筑行业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具有较高
的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最近的行业标准和
规定，使之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虽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但难免存在不足之
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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