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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筑施工安全多年来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建设施工安全事故危害性

极大（以 2007 年为例，共发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 859 起，死亡 1012 人，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35 起，死亡 144 人），产生的影响较大（如南京电视台支模架垮塌事故、河南安阳脚手架垮坍

事故、昆明机场引桥支模架垮塌事故等），涉及建设工程的责任主体多（如设计、勘察、建设、

施工、监理、检测、监测、设备租赁等）、经济损失惨重等，注定了它是一个易引起人们关注

的问题。 
从多起大大小小的事故分析看，发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大多与施工安全技术的

应用、管理有关。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是一个多学科、专业性较强的专业技术，涉及岩土、勘探、

建筑、结构、机械、电器、检测、监测、防护、管理等专业技术。对从事建筑施工的各类人员

来说，熟悉和掌握施工安全技术，对防止和减少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事故尤为重要。 
为了帮助从事建筑施工的各类人员了解、掌握、应用施工安全技术，体现建筑施工“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建筑施工安全，防则胜”理念，方便从业人员的

安全生产培训，我们参阅了大量有关施工技术、施工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技术规

程、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地方规范、各种涉及施工安全的书籍、手册、图册，编

写出了这本《建筑施工安全防护技术》。本书共分十一章，着重收集整理了建筑施工过程中的

许多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的技术（这些安全防护技术在我国现行施工作业中得到验正和发展），

为从事建筑施工及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人员（如建设、监理、施工单位技术人员、安全员、安全

管理部门监督人员）提供直观的、实在的参考。本书力图促使从事建筑施工各类人员重视主动

安全防护，推进施工安全防护设施向标准化、定型化方向发展，主张施工安全防护设施照图施

工、照图验收，达到减少伤亡事故发生的目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书籍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成果、文章、图片，岳韵流同志为

本书一些章节绘制了插图，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编写匆忙，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以利再版时改正。 
 
 
 
                                                          编  者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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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建设工程安全事故 

多年来，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一直居高不下，在我国各产业系统中仅次于矿山安全生产

事故，稳居第二位，建筑业也因此列为我国各行各业中的高危行业，让人们不得不给予高度的

重视，并认真对待。有观点认为“职业安全，防者胜”，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体现了在建设工程施工中对安全事故“防”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本章意在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类型、发生事故的主

要部位及主要施工阶段等，帮助读者从事故中总结经验、获得教训、提高建筑施工安全“防”

的意识、科学探索建筑施工安全“防”的规律、制定建筑施工安全“防”的措施、构筑建筑施

工安全防护体系、发展建筑施工安全防护技术、改变我国建筑施工安全的现状、保障从业人员

的生命安全、减小企业经济损失。 

第一节  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分类 

一、按事故伤害程度划分 
根据国家标准《企业职工伤害事故分类标准》GB6441，在建筑施工中发生人员伤害和急

性中毒伤亡事故，可按伤害程度划分为三级： 
1．轻伤事故——只有轻伤（指损失工作日低于 105 日的失能伤害）的事故； 
2．重伤事故——有重伤（指损失工作日等于和超过 105 日的失能伤害）的事故； 
3．死亡事故——有人员死亡的事故。 

二、按事故等级划分 
1．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的事故。 

三、按事故伤害类别划分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按伤害类别可分为如下几类，参见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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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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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火灾和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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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图 1-1  2007 年建筑施工各类型伤害事故统计饼状图 

1．物体打击事故：通常包括建筑施工现场空中落物、崩块和滚动物体下落砸中作业人员

造成的伤害或操作者触及固定或运动中的硬物、反弹物所发生的碰伤、撞伤；或由施工现场的

器具、硬物所击造成的伤害；以及作业时产生的碎屑、破片飞溅造成的伤害等。 
2．高处坠落事故：通常包括从建筑施工现场脚手架或垂直运输设施设备上坠落、从各类

施工中的洞口、楼梯口、电梯口，天井口和坑口处坠落；以及从正在施工楼面、屋顶、高台边

缘坠落；或从施工安装中的工程结构上、构筑物上坠落；从正使用或安装拆除的机械设备上坠

落或因其他因在施工中滑跌、踩空、拖带、碰撞、翘翻、失衡等造成的坠落事故。 
3．机械伤害事故：通常包括作业人员在使用各类建筑机械时，由机械传动部位产生绞入、

碾压和拖带造成伤害；或在作业时，由机械工作部分如钻、刨、锯、削、击、撞、挤、砸、轧

等造成伤害；以及施工中滑入、误入机械容器或运转部分造成的伤害以及误操作造成的伤害；

还包括由于机械使用时，机械部件或加工物的飞出、溅出造成的伤害、机械失稳和发生倾翻事

故造成伤害；其他因建筑施工机械安全保护设施欠缺、失灵、损坏和违章操作所引起的伤害。  
4．起重伤害事故：通常包括因起重机械设备的折臂、断绳、失稳、倾翻事故所造成的伤

害以及起重机械作业时由于吊物的失衡、脱钩、倾翻、变形和折断事故造成伤害；或由于起重

机械操作失控、操作人员违章操作、指挥人员违章指挥和起重设备违章载人造成的伤害；或起

重吊装作业时由于加固、翻身、滑移、支承、捆绑、临时固定等措施不当造成的伤害以及其他

在起重作业中出现的砸、碰、撞、挤、压、拖造成的伤害。  
5．触电事故：通常包括因施工现场起重机械臂杆或操作人员或其他导电物体触碰高压线

造成的伤害，或施工现场带电电线（缆）断头、破口造成的触电伤害；或在进行挖掘作业时损

坏埋地电缆造成的触电伤害、电动设备漏电造成的伤害及雷击造成的伤害、移动带电线（缆）

的施工机具时电线（缆）绞断、破皮造成的伤害；电闸箱、控制箱漏电和误动作或误操作造成

的伤害；焊机二次侧空载电压造成的伤害；劳动保护用品失效或因强力自然因素致电线断裂人

员触碰造成的伤害。  
6．坍塌事故：通常包括由沟壁、坑壁、边坡、洞室等施工时因土石方坍塌引起的伤害或

因基础淘空、沉降、滑移或地基不牢等引起的其上墙体和建（构）筑物坍塌所引起的伤害；施

工中的建（构）筑物的坍塌、临时设施的坍塌、堆置重物的坍塌等事故引起的伤害；施工现场

的脚手架、井架、模板支撑架、卸料平台的倾斜、失稳和破坏引起的伤害事故；或因强力自然

因素引起的坍塌及支承物不牢引起其上物体坍塌的伤害事故。  
7．火灾事故：建筑施工现场的火灾事故通常包括由施工用电气电器元器件和电线、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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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着火引起的火灾事故；或违章用火和乱扔烟头引起的火灾事故；电、气焊作业、金属切割

时引燃易燃物品引起火灾事故；或易燃易爆物品爆炸、高温、雷击、自燃及其他因素引起的火

灾事故。 
8．爆炸事故：建筑施工现场的爆炸事故通常包括工程爆破措施不当引起的爆破伤害事故；

雷管、火药和其他易燃易爆物资保管不当引起的爆炸事故；施工中因电火花和其他明火引燃易

爆物品发生的事故；在处理瞎炮中的发生的伤害事故、施工中出现的爆炸事故、高压环境作业

中的爆炸事故以及氧、乙炔瓶使用不当发生的爆炸伤害事故等。  
9．中毒和窒息事故：建筑施工现场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多发生在孔、洞、沟槽、管道内作

业时，常见有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超量引起的中毒和窒息等；也常有施工时发生的亚硝

酸钠中毒、沥青中毒或在空气不流通场所施工时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在炎日的夏季和高温场

所作业时发生的中暑及其他化学品物品引起的中毒事故或施工现场饮食中毒事故均属中毒和

窒息事故。  
10．其他伤害事故：包括建筑施工现场钉子扎脚和其他扎伤、剌伤、拉伤、扭伤、跌伤、

碰伤、烫伤、灼伤、冻伤、干裂、溺水和涉水作业造成的伤害，以及高压（水、气）作业造成

的伤害、从事身体机能不适宜作业造成的伤害、在恶劣环境下从事不适宜作业造成的伤害、疲

劳作业和其他自持力变弱情况下进行作业造成的伤害、其他意外事故造成的伤害等。  

第二节  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规律和特点 

分析我国历年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统计数据，发现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存在较为明显的

规律和特点，其表现在： 

一、主要集中在五种伤害类别 
根据正式发布的我国建筑施工历年死亡事故统计情况看，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主要类

别高度集中在下列五种类别的事故上：  
（一）高处坠落事故； 
（二）各类坍塌事故； 
（三）物体打击事故； 
（四）起重伤害事故； 
（五）触电事故。 
图 1-2、图 1-3、图 1-4 及表 1-1 是作者收集整理的 2004～2009 年我国建筑施工五大伤害

事故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图，从图和表中不难看出，这五种类别的伤害事故居然占了各年全部死

亡人数的 88.36%～92%，年平均高达 90.10%；每年致人死亡 915～1218 人，平均致人死亡高

达 1000 人以上，可见其危害之大。因此，业内将这五种类别的伤害事故俗称为建筑施工的“五

大伤害”事故。为此，可以明确地说，要遏制和根本减少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就应从这五大类

事故的防范入手。要防止“五大伤害”事故的发生，依托先进的科学理念和安全防护技术，制

定可靠的防范措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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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4～2009 年“五大伤害”事故统计情况汇总 

事故类别及死亡人数占比 

高坠 物体打击 坍塌 起重伤害 触电 

年份 
占全部死

亡人数比

率（%） 

死亡人

数（人） 

占全部死

亡人数比

率（%） 

死亡

人数

占全部死

亡人数比

率（%）

死亡

人数

占全部死

亡人数比

率（%）

死亡

人数

占全部死

亡人数比

率（%） 

死亡

人数 

年度总计

2004 53.10 703 10.57 140 14.43 191 6.72 89 7.18 95 92.00% 

2005 45.52 543 11.82 141 18.61 222 5.87 70 6.54 78 88.36% 

2006 41.03 429 12.79 134 20.61 216 8.78 92 6.20 65 89.41% 

2007 45.45 460 11.56 117 20.36 206 6.42 65 6.62 67 90.41% 

2008 46.03 440 9.41 90 21 195 8.37 80 4.92 47 89.73 

2009 47.01 378 11.19 90 20.27 163 6.59 53 3.73 30 90.43 

合计 46.62 2954 11.24 532 18.83 835 6.26 316 6.03 305 88.98% 

注：1．本表根据住建部公开的各年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部领导讲话、事故快报等统计，可能存在

误统，故应以住建部数据为准； 

2．本表仅供建筑施工安全教育使用； 

3．本表年度总计为加权平均值； 

4．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8 年开始，机具伤害已超越触电伤害成为第五大伤害，其占全部死亡人数分别占

6.38%（2008 年）、5.35%（2009 年），均高于触电伤害。 
  

起重伤害 6.26%
物体打击 
11.24% 

触电 6.03%

坍塌 18.83%

高处坠落
46.62%

 
图 1-2  2004～2009 年五大伤害占建筑施工全部死亡人数百分比饼状图 

 

合部死亡人数 高处坠落 坍塌 物体打击 起重伤害 触电 

2004 2005 2006 20092007 200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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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年内“五大伤害”死亡人数与全部死亡人数对照柱状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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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平均 
86.00%
87.00%
88.00%
89.00%
90.00%
91.00%
92.00%
93.00%

92.00% 

88.36%
89.41% 89.73%

90.41% 90.43%

89.98% 

“五大伤害”占各年度全部死亡人数百分比 

 
图 1-4  各年内“五大伤害”死亡人数占各年全部死亡人数的比率 

二、高处坠落事故是主要元凶 
在建筑施工“五大伤害”事故中，高处坠落事故多年来占据了我国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首

位，居高不下，占各年全部死亡人数的 40%以上，最高 53.10%，成为我国建筑施工致人死亡

的主要元凶，如图 1-2，表格 1-1 所示。为此，建设部在 2003 年专门印发了《建筑工程预防高

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对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效果不明显，值得我们深

思，如图 1-5 所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53.10% 
45.52%

41.03%
47.01%46.03% 46.62% 

高处坠落 

45.45%

 
图 1-5  各年度我国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统计分析柱状图 

根据分析，可以明确地说，防止高坠事故的发生，是遏制和减少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

主要途径。关于防止高坠事故的安全防护技术，可参见本书第九章“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技术”

等章节。  

三、主要发生在几个关键部位 
通过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的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造成人员伤害的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在施工中的几个部位处，即临边洞口作业、安拆塔吊作业、各类脚手架上作业、模板工程施

工作业、安拆门架和物料提升机作业、使用施工机具作业、土石方作业等处，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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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支架坍

塌 6.82% 
施工机具

3.85%
临边洞口
15.51%

各类脚手架上
11.86% 

安拆门架、

物料提升机
6.72% 

安拆搭吊
11.86%

土石方坍塌 
3.16%

 
图 1-6  造成伤害事故的几个关键部位饼状图（2007 年统计分析） 

（一）临边洞口作业处 
临边洞口作业，因防护不当、或违章作业、违章指挥，通常易造成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事

故。 
（二）安拆起重运输机械作业处 
起重运输设备的安拆作业，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技术措施缺

乏或不到位、人员失误、安拆机械故障等，易造成人员高坠、物体打击、平衡臂和起重臂折臂、

钢丝绳断裂、标准节倾覆断裂等起重伤害事故。 
（三）各类脚手架上作业处 
在各类脚手架作业，因劳动保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措施（或设施）缺失或不当、违

章作业等，极易造成高处坠落事故和物体打击事故的发生。 
（四）模板工程作业和土石方作业处 
模板工程和土石方作业主要因支撑（或支护）系统缺失、设计不当、支设不牢或基础不良、

施工工艺不当、违章指挥、违章操作、意外荷载作用等造成模板支架和土石方坍塌事故。 
由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高度集中在上述几个关键部位，因此，要遏制和减少建筑施工

安全事故的发生，必须将施工现场安全防范的重点集中在这几个关键部位处。 

四、集中发生在几个关键阶段 
为帮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防范重点，我们对 2006～2007 年我国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时所处的工程形象进度进行了分析，如图 1-7 所示，发现大多数建筑

施工安全事故主要集中发生在工程进行到基础施工阶段（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15.10%）、主体施

工阶段（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51.26%）、装饰施工阶段（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27.09%）时，占各

施工阶段死亡人数总和的 93.45%。因此，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基础阶段、主体施工阶段、装饰

施工阶段施工是遏制和减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三个关键阶段，应从安全防范措施

上、技术上、安全经费上、安全管理上、人员培训教育上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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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15.10% 

主体施工
51.26%

施工准备
2.62%

拆除 3.93%
装饰施工
27.09% 

 
图 1-7  各施工阶段安全事故发生率饼状图 

五、民工是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受害主体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2009 年底我国建筑业从业人数为 3597.35 万，其中农民工约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 80%以上，是我国建筑施工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受害

主体（根据某年某市对建筑施工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农民工伤亡人数占建筑业伤亡人数的

85%以上），这是因为： 
1．他们是占据建筑施工各工种第一线的具体劳动者，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几率较高； 
2．他们文化素质较低（据统计 85%以上的农民工仅有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大多未经

专门的技术培训，缺乏建筑施工必备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易出现违章作业现象（据统

计，不安全行为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占 80%以上），进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受市场的影响，他们流动性强，管理松散（目前的劳务管理体制对民工的约束较小），

对施工生产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安全意识不强，自我约束差，在

违章作业时不清楚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导致事故的发生。 
根据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既是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中的受害者，又是事故的肇事者，

他们安全生产行为好坏，直接影响及至决定着我国建筑安全生产的形势。因此，要根本遏制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必须思考针对农民工的现实情况，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知

识和各种生产技能的培训，科学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配备安全防护用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从规范人的安全生产行为入手，实现安全生产“防”的目的。 

第三节  认识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 

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是可能导致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的客观存在于施工现场的危险源

（或危险因素），认识建筑施工现场的重大危险源，可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加以防

范和控制，可减少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重大危险源的定义 
在国家标准《重大危险源新辨识》GB18218—2000 中，重大危险源被定义为：长期或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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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生产、加工、搬运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称为重大

危险源。这仅针对危险物质而言较为适用，不适用于建筑施工。 

二、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 
关于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说法： 
1．施工现场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设备、设施、作业场所，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分部、

分项工程，可能产生不可容许或不可接受的危险作业、活动且符合国家标准《重大危险源新辨

识》GB18218—2000 重大危险源分类中规定的危险源可称为建筑施工的重大危险源。 
2．因工程施工发生可能导致死亡及伤害、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这些情况组合的根源或

状态，预后危害严重的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环境的不良影响及管理缺陷等危害

因素统称为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 
3．违反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及强制性条文的或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99）的规定进行检查，分项检查中保证项目得分不足 40 分或保证项目中有一项得分为 0 分的

可认定为重大危险源。 
前一种说法较为通俗易懂，第二种说法比较书面化，第三种说法不太确切，且《建筑施工

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这么多年未修订，已跟不上目前建筑技术的发展。不管怎么说，

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均须经危险因素定性、定量分析（即重大危险源辨识）予以确定，请读者

参阅有关重大危险源定性、定量分析的相关专业著作。作者认为，从操作角度讲，第一种说法

较易理解操作，可供读者参考。 
通常，很多地方规定下列工程属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 
（一）须单独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的分部分项工程 
须单独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案的分部分项工程包括建筑施工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具体如下： 
1．基坑支护、降水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或虽未超过 3m 但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复杂的基坑（槽）支护、

降水工程。 
2．土方开挖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工程。 
3．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1）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大模板、滑模、爬模、飞模等工程。 
（2）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5m 及以上；搭设跨度 10m 及以上；施工总荷载

10kN/m2 及以上；集中线荷载 15kN/m 及以上；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

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3）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4．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1）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3）起重机械设备自身的安装、拆卸。 
5．脚手架工程 
（1）搭设高度 24m 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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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 
（3）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4）吊篮脚手架工程。 
（5）自制卸料平台、移动操作平台工程。 
（6）新型及异型脚手架工程。 
6．拆除、爆破工程 
（1）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 
（2）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7．其他 
（1）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2）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3）人工挖扩孔桩工程。 
（4）地下暗挖、顶管及水下作业工程。 
（5）预应力工程。 
（6）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 
（二）需组织专家论证的分部分项工程 
当建筑施工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超过一定规模的规模时，除编制专项安全施工方

案外，这类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尚须经过施工单位组织的专家进行论证，并根据专家

意见修改、批准、组织实施。这类分部分项工程具体如下： 
1．深基坑工程 
（1）开挖深度超过 5m（含 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2）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5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

（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 
2．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 
（1）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工程。 
（2）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8m 及以上；搭设跨度 18m 及以上，施工总荷载

15kN/m2 及以上；集中线荷载 20kN/m 及以上。 
（3）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点集中荷载 700kg 以上。 
3．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工程 
（1）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0kN 及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2）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高度 200m 及以上内爬起重设备的拆除

工程。 
4．脚手架工程 
（1）搭设高度 50m 及以上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2）提升高度 150m 及以上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 
（3）架体高度 20m 及以上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5．拆除、爆破工程 
（1）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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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

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 
（3）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信设施或其他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 
（4）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范围的拆除工程。 
6．其他 
（1）施工高度 50m 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2）跨度大于 36m 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跨度大于 60m 及以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

安装工程。 
（3）开挖深度超过 16m 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4）地下暗挖工程、顶管工程、水下作业工程。 
（5）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 

三、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经辨识、确认后除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组织专家论证外，还有一项重

要的工作，即应用工程监测技术、信息技术，对重大危险源的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及时发出

各项相应的控制指令。通常，建设工程施工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必须视工程难易程度由专业人员

或专业队伍实施（须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如基坑工程的监测、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等），

当监测发现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向发生事故的临界状态转移时，有关监测人员或监测单位应实

时发出警示信息，提请施工现场各方责任主体注意，查找原因，采取相应安全技术措施，防止

重大事故的发生。 
关于建设工程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的责任主体目前国家尚无定论，但目前有些地方规范或

国家规范（如《建设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明确规定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

施工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的责任主体，主要考虑建设单位对监测监控的资金保障及保证监测测

控结论的客观、公正的因素，符合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 
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的监测监控项目应视工程特点和规范、标准、规程要求确定，可参考

本书各章节制定。 

四、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的应急救援预案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存在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的施工现场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

监理等单位共同编制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做到预控在先、有效防范、保护国家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建设单位为施工现场应急救援的总协调单位，并按预案要求提供资金和物资保障。 
（一）建筑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的主要内容 
建筑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 
1．应急预案适应的范围； 
2．事故可能发生的地点和可能造成的后果； 
3．施工现场事故应急救援的组织机构及其组成单位、组成人员、职责分工； 
4．事故发生后的报告程序、方式、内容； 
5．发现事故征兆或事故发生后应当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包括预警报告程序、现场处置程

序、后期处置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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