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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安全管理中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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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系统阐述了建筑工程安全隐患的识别与预防机制，强调了全面排查、针对性原则和时效性原则的重要性。介绍了

多种安全隐患识别方法，如安全检查表法、专家调查法和预先危险分析法，并探讨了构建科学有效的安全隐患预防机

制的原则，包括系统性、预防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文章还详细描述了预防机制的构成要素，如风险分级管控、隐

患排查治理、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救援，并提出了运行流程和保障措施，以确保机制的有效实施。最后，文章强调了

安全管理在建筑工程中的重要性，并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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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the 

principle of pertin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timeliness. A variety of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are introduced, such as the safety checklist method, the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the pre-hazard analysis method. The principles for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mechanism for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are also discussed, including systematicness, 

preventiveness, dynamics and operability. The article also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prevention mechanism, such as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control, hidden danger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emergency rescue, and proposes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chanism. Finally,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esents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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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引言

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是确保施工人员安全、保障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关键环节。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工程规模不断扩大，施工技

术日益复杂，安全管理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安全隐患的及时识别和有效预防是安全管理的核心内容。

一、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

（一）建筑工程安全隐患的分类与特点

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复杂且涉及众多环节，其中潜藏着各种

安全隐患。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首先需要对建

筑工程中常见的安全隐患进行系统分类。一般来说，这些安全隐

患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

理上的缺陷。人的不安全行为是指建筑工程参与人员在施工过程

中由于安全意识淡薄、操作不规范、违章作业等原因导致的行

为失误，例如未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未系安全带、酒后作业

等 [1]。这类安全隐患具有主观性、偶然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其表

现形式多种多样，是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物的不

安全状态是指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机械设备、施工工具、

建筑材料等存在的安全隐患，例如脚手架搭设不规范、塔吊基础

不稳定、临时用电线路老化等。这类安全隐患具有客观性、隐蔽

性和连锁性的特点，其表现形式往往较为隐蔽，需要仔细排查才

能发现，且一旦发生事故，容易引发连锁反应，造成严重后果。

管理上的缺陷是指建筑工程项目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例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53

如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缺

失等。这类安全隐患具有系统性、根源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其表

现形式往往是管理层面的漏洞和缺陷，是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深

层次原因 [2]。

（二）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的原则与方法

为了确保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工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需

要遵循一系列原则。首先，全面性原则要求对建筑工程的各个环

节、各个部位进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确保所有潜在的安全隐

患都被识别出来。其次，针对性原则要求根据建筑工程的具体特

点和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地选择识别方法和工具，提高识别效率

和准确性。最后，时效性原则要求及时识别和发现安全隐患，并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整改，避免安全隐患演变成安全事故。建筑

工程安全隐患识别的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方法包括安全检查表

法、专家调查法、预先危险分析法等。安全检查表法是一种简单

易行的方法，它将建筑工程的各个部位和环节列成清单，逐一进

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判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3]。专家调查法

则是通过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建

筑工程进行安全评估，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预先危险分析法是

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它通过对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危险源辨

识和风险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

施。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建筑工程的

具体情况和安全管理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安全隐患识

别，必要时也可以将多种方法结合使用，以提高识别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二、建筑工程安全隐患预防机制构建

（一）建筑工程安全隐患预防机制构建的原则

构建科学有效的建筑工程安全隐患预防机制，是保障建筑工

程安全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一机制的构建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原

则，以确保其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首先，系统性原则是

构建预防机制的基础。它要求将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视为一个有机

整体，综合考虑人、机、料、法、环等各个要素，以及设计、施

工、监理、验收等各个阶段，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安全管理体

系。系统性原则强调了安全管理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求在构建

预防机制时，要从项目的整体出发，统筹规划，避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局部性、片面性做法 [4]。其次，预防性原则是构建预

防机制的核心。它要求变被动为主动，将安全工作的重点从事后

处理转移到事前预防上来，通过提前识别、评估和控制安全风

险，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预防性原则强调了安全管理的

预见性和前瞻性，要求在施工前就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

面分析和预测，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再次，动

态性原则是构建预防机制的关键。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是一个动

态变化的过程，安全风险也随之不断变化。因此，预防机制也必

须具备动态性，能够根据施工进度、现场条件、人员变化等因素

及时调整和完善，确保始终与实际情况相适应。动态性原则强调

了安全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要求建立一套能够实时监测、评

估和调整安全措施的管理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最

后，可操作性原则是构建预防机制的落脚点。它要求预防机制的

设计要切合实际，简便易行，便于操作和执行。可操作性原则强

调了安全管理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要求制定的各项安全措施和制

度要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被施工人员理解和执行，并能够取得实

际效果。这四个原则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建筑工程

安全隐患预防机制构建的指导方针 [5]。

（二）建筑工程安全隐患预防机制的构成要素

一个完善的建筑工程安全隐患预防机制通常包含多个核心要

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预防机制的有机

整体。其中，风险分级管控是预防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

对建筑工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分级，并根据不

同等级的风险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通过风险分级管控，可以将

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控制重大安全风险，提高安全管理的效率和

针对性。例如，对于高风险的作业环节，可以采取更加严格的安

全措施，加强现场监督和检查，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落实。隐

患排查治理是预防机制的关键环节。它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建

筑工程的各个部位和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并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进行登记、评估、整改和验收。通过隐患排查治理，可以及时

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将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6]。例如，可

以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跟踪管理，确

保隐患得到及时整改。安全教育培训是预防机制的重要保障。它

要求加强对建筑工程参与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安全

意识和技能。通过安全教育培训，可以使施工人员掌握必要的安

全知识和操作技能，减少人的不安全行为，提高安全管理的水

平。例如，可以定期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对新入职的工人进行三

级安全教育，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应急救援是

预防机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要求制定完善的应急救援预案，并

定期进行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通过应急救援，可以

在发生安全事故时，迅速有效地进行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可以根据工程的特点和可能发生的事故

类型，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和

物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建筑工程安全

隐患预防机制的整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

和安全管理的需要，对这些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构建一个

科学、有效、运行良好的安全隐患预防机制，为建筑工程的安全

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7]。

三、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运行与保障

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是保障建

筑工程安全生产、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该机制的有效

运行，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流程设计和坚实有力的保障措施。

（一）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运行流程

在建筑工程领域，安全隐患的识别与预防机制的运行流程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闭环管理系统。该系统包括了隐患的识别、评

估、报告、整改、验收以及复查等多个关键环节，这些环节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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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扣，紧密相连，共同确保了安全隐患能够被及时发现、有效控

制并最终彻底消除 [8]。首先，隐患的识别环节是整个机制运行的

基础。为了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隐患排查体系，需要通过日常

巡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以及季节性检查等多种方式，结合现

场观察、人员访谈、数据分析等手段，对建筑工程的每一个部

位、每一个环节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确保不遗漏任何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的角落。一旦识别出隐患，接下来的评估环节就显得尤

为重要。根据隐患的性质、所在部位、严重程度等因素，对隐患

进行分级分类，确定隐患的等级和风险程度，为后续的整改工作

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指导。报告环节要求将识别出的隐患及

其评估结果，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格式，及时向相关的上级主管部

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等进行报告，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整改环节是消除隐患的核心，需要根据隐患评估结果，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员、整改期

限，并严格按照方案执行整改。整改完成后，验收环节就显得尤

为关键，需要由相关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确

认隐患是否得到彻底消除，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为了防止隐

患的再次出现，复查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对已经验收合格的隐患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复查，确保隐患得到长期有效的控制 [9]。

（二）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保障措施

为了确保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能够有效运行，

必须从组织领导、制度体系、责任落实、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

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是整个机制运行的关键所

在，需要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明确各级领导的责任，

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研究并解决安全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为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运行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完善制

度体系是保障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需要制定一系列完善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明确隐患识别、评估、

报告、整改、验收、复查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流程，确

保隐患识别与预防工作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可依，有明确的操作指

南可循。强化责任落实是保障机制运行的核心，需要建立健全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一个岗

位、每一个人，确保责任清晰、奖惩分明，形成人人重视安全、

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推进信息化建设是保障机制运行的重

要手段，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

统，实现隐患信息的实时采集、动态管理、统计分析，从而提高

隐患识别与预防工作的效率和水平。通过实施上述保障措施，可

以有效地促进建筑工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的规范运行，提

升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从

而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四、结语

在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

节。通过对建筑工程安全隐患的深入识别与预防机制的构建，不

仅可以提高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还能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

的发生，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本文围绕建筑工

程安全隐患识别与预防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从安全隐患的分类

与特点、识别原则与方法，到预防机制的构建原则、构成要素，

再到运行流程与保障措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这

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建筑工程的安全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

撑，也为实际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指导。

未来，随着建筑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安全管理理念的不断更

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这一体系，以适应新的安全挑战和

需求。同时，也期待更多的专业人士和学者能够参与到这一领域

的研究中来，共同推动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构

建安全、和谐、可持续的建筑环境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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