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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称为装配式建筑。

按预制构件的形式和施工方法分为砌块建筑、板材建筑、盒式

建筑、骨架板材建筑及升板升层建筑等五种类型。装配式建筑

不同于传统建筑，只需要根据建设设计方案预制模板，并在施

工现场进行拼接即可完成施工，整个施工过程除吊装外不在需要

使用大型机械设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装配式建筑施工期间

同样存在有较多安全隐患，诸如建筑模块运输期间的问题性，

以及吊装模板期间是够固定牢靠等，都会对施工质量造成一定影

响，还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

1.1运输阶段的风险

相较于传统施工模式，装配式建筑的所有模板都是在工厂加

工好再运输至施工现场的，在运输途中，不确定因素较多，都

有可能导致模板的质量受损。而在拼接模板的时候，如果是插

槽损害则有可能造成两块模板之间的连接不可靠，而如果是模板

外表出现磨损的话，则会对该块模板的密封性和防水效果造成一

定影响。而在实际运输作业中，如果运输距离稍长或者路途较

为颠簸，就有可能造成模板松动甚至滑落。

1.2用电不规范

传统建筑施工所使用到的材料大多是防火效果较好的水泥和

钢筋，所以按照正常用电规范执行即可。但是装配式建筑施工则

不一样，由于模板中含有易燃物质，没有提高用电标准的话势必

会提高现场的安全隐患，有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基于此，用电

不规范是装配式建筑施工主要的风险之一，应当足够重视。

1.3吊装作业安全管理不达标

吊装作业主要是将重量较大的模板吊送至指定位置再完成拼

接，期间影响作业安全系数的因素角度，诸如固定不牢固，周围

风力环境因素，以及作业区域内有施工人员活动等，都会诱发安

全事故发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吊装作业安全管理不规范

导致的，并未在吊装作业期间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办法。

2  安全管理措施

2.1完善运输管控机制

运输环节作为装配式建筑施工的关键环节之一，运输质量会

对后续施工以及建筑整体产生较大的影响。施工方应当有效完善

运输管控机制，切实提高运输质量。具体措施上，首先施工方应

当在模板之间加装缓震材料，确保运输期间不会造成过大的损耗；

其次，则要对模板进行二次加固，确保建筑模板在运输的过程中

不会出现松动的现象。而在将建筑模板运输至施工现场以后，同

样要对模板进行质量鉴定，确认模板外表没有出现明显的缺损。

2.2实施规范化作业流程

考虑到建筑模板的材质问题，在施工现场应当实施规范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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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流程。一方面，要规范化用电，将所有的电线接头都进行防火

处理，并在拼接建筑模板前将所的模板都使用隔层铺盖。同时，对

放置建筑模板的地面进行特殊处理，或者铺垫防潮、防火材料。另

一方面，则是要规范化吊装作业，先要在施工区域内划定安全区，

并在吊装模板之前进行检查，确认作业区域内没有施工人员才能

开始吊装。在起吊模板后，要由专人负责指挥吊车司机，使用对

讲机进行交流确定模板吊装的高度。在下放模板前，吊车司机要

得到负责人的指令后才能执行相应的操作。而负责人则需要确定

模板放置位置是否合理，再给吊车司机发布指令。

2.3完善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体制

就装配式建筑施工而言，为切实保障施工安全，应当对安全

管理工作体制进行完善，根据施工现场的环境制定出具有一定针

对性的管理措施。首先，应当落实日常巡检，每天派驻专人负责

在现场进行安全监督管理，巡视施工人员是否按照相应的施工规

范执行，以及现场施工设备位置是否放置准确无误。其次，应当

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围绕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规范进行讲解，提

高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同时强化阶段性施工质量的审核，

在基础建筑模板拼接完成后，应立即对拼接质量进行鉴定，借助

专业检测仪器对两块模板之间的密封性以及水平度进行鉴定，如

果检测结果超出合理误差范围，则要及时和施工人员沟通进行返

修，直至检测结果没有超过合理误差范围。通过定期检测施工质

量，可以有效提高建筑整体的稳定性，而规避模板倾斜而可能造

成的建筑垮塌事故。

3  结束语

影响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的因素较多，诸如运输、吊装，

以及现场管理等，为了切实提高施工安全系数，应当根据工程的

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安全管理方案。具体措施上，施工方应

当对施工的全流程进行把控，从建筑模板的运输开始，再到吊装

作业，以及施工质量检测，全方位的实施安全措施，确保建筑施

工质量能够达到预期，且在施工期间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

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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