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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中，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安

全问题，由于施工建设十分复杂，有着很大的不稳定

性，一定要认真对待，避免因为出现某些失误而发生

不必要的事故，进而不利于建筑工程顺利开展。由此

可见，在所有具体的管理方式中，管理人员必须就施

工现场的各个环节、步骤、流程进行强化把控，让管

理更加具有整体性与动态性，能够满足于基础建设与

工程实践。

作者简介：李豹，男，1988年6月，辽宁丹东，满族，

工程硕士，工程师，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

邮箱：1021395048@qq.com。

1　优化现场管理的作用

优化现场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建筑工程的整体施工水

平，从源头确保施工质量，实现建筑工程的健康稳定发

展。井然有序的工程施工现场能够科学开展各项施工环

节，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设计的变更概率，节省

建筑工程的施工成本。与此同时，对现场管理进行优化

后可以合理应用诸多施工资源，如施工材料、施工机械

设备等，最大化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施工成本有所

减少，避免因管理不当而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 [1]。建筑

工程在优化现场管理工作的同时，还可以营造良好的施

工氛围，既保证了施工的有序性，又提高了建筑工程的

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进而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施工。

通过优化现场管理，可以有效解决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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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问题，最大化发挥管理优势，提高建筑工程的

整体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优化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

可以使企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竞争力有所提高，

从而使建筑单位在我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2　施工现场的管理现状

2.1 安全隐患较为严重

建筑工程施工的核心力量是施工人员，直接影响着

工程的整体质量。目前，我国建筑工程中大部分施工人

员没有依照要求合理佩戴安全帽，甚至对于部分高空作

业没有制定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对施工中水井、楼梯

口等预留洞口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但却没有按照规定

设警戒线。而且屋面、阳台、楼层等许多部位并未采取

相应的安全措施，也未对其做出标记管理 [2]。又因为建

筑的施工现场并没有设定各种安全警示牌，亦或是安全

警告标牌的数量及其悬挂的部位和建筑管理规范不一致，

将导致出现各种安全事故，并且在出现事件后无法及时

对建筑管理机关的责任加以确定，大大提高了建筑管理

的困难程度。此外，建筑施工现场还有相对明显的安全

隐患，使得触电事故和漏电事故常有发生。

2.2 质量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由于施工材料管理相对落后，在实际施工现场可能

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由于施工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建筑材

料的质量检验无法一一进行，材料储存过程中可能存在

很多漏洞，整体施工质量达不到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也会影响实际的质量管理结果。

2.3 施工材料存在问题

我国建筑工程具有一定的规模化特点，所使用的

材料与结构较为丰富，然而各种材料间的差异较为明

显，使得材料管理的难度有所增加 [3]。现阶段，我国

大多数建筑工程通常使用随机抽查的方法进行材料管

理，当施工材料被运输到工程施工现场时，如果没有

严格检测施工材料，则会导致在工程施工中使用不合

格的材料，进而影响到建筑工程整体的质量。不仅如

此，建筑工程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之间缺少一定的

沟通，对于施工材料的要求并不准确，使得建筑工程

在后续施工中发生施工材料供应不足的现象，进而延

缓了工程的施工进度。

3　建筑工程土建现场施工管理的优化策略

3.1 完善管理体制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土建施工管理过程中需要建立

完善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而建立一个规范的管理制

度和体系，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对施工现场

要定期进行检查，确保管理的可执行性和规范性。制定

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借

鉴其他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统一制定实施标准，避免

出现安全质量问题。另外，在管理过程中实行责任制，

在每个岗位设置相应的经理或班组长，实行分级管理。

一旦在某个施工环节出现问题，方便快速找到相应负责

人，及时解决问题，减少违规、违法的事情发生，保证

施工能够顺利进行 [4]。最后，要加强权、责的统一，优

化工期设计，进行各专业的协调管理，采用符合要求的

最短施工路线，从而优化工期，降低工程成本。

3.2 整合技术管理，完善施工管理制度

建筑工程施工要领重在技术的执行，现场管理工作

流程是否标准同样重要。参考施工现场勘查结果，对特

定的技术要做进一步优化，同时提高管理制度的执行力

度，参考特定工序的施工标准和要求，进一步提高水利

工程的整体质量。首先，监管人员按施工标准合理完善

技术手段，经过对技术的不断优化，对其中涉及的复杂

工序进行整合。对特定周期的工序复杂状况，经理部门

要严格制定管理标准，合理分配监管职责，技术部门也

要积极配合，对特定技术执行效果进行检查，了解相关

制度与技术是否形成了统一的工作体系。目前，在对水

利工程的执行标准进行信息采集时发现，以往的施工信

息并不完善，某些信息在工序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被及时

更新，因此存在相应的技术问题以及安全隐患，针对可

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故障施工，要对现场施工问题进行

记录，了解对设备实际造成的影响。在对数据采集以后

要进行归档，以便后续施工团队进行数据比对 [5]。另一

方面。施工时要严格执行相应的管理制度，建立高质量

的约束标准，并按照各工程职责划分工程内容，使施工

人员了解自身的职责和责任，出现问题时能够被及时发

现和制止，从而形成相对完善的工程监管体系。

3.3 检查施工现场材料设备

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通常会应用诸多建筑材料和

机械设备，为了可以保证工程施工的有序开展，应该对

施工现场中的各项材料设备予以认真审查。以材料管理

为例，当材料正式进入工程施工现场时，需要检查材料

质量，做好材料管理工作，如果发现材料本身质量不合

格，同一批施工材料就不能进入工程施工现场。当质量

合格的施工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需要重视施工材料的

摆放与管理工作，如部分工程施工材料不能受挤压、受

潮等，同时施工材料的堆放不能对工程施工工作的开展

造成影响。



180

建筑施工与发展(6)2022,4
ISSN: 2705-1269

4　结束语

总之，在面对繁杂的工作时一定要认真对待，加强

责任感，这样不仅仅可以使建筑工程质量得到更好的提

高，还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增加企业的

竞争力。因此，在进行现场施工的时候，加强安全管理

是首要的任务，并且针对管理流程要根据现场施工的实

际情况，来更改和完善。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和建筑材料

的安全，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的考核和培养，引进

优秀的管理人才。优化现场施工管理，不断学习进步，

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对施工工地进行全方位的管

理，使得施工现场能够高效安全运作。并且随时都能够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管理措施，不断优化土建施

工现场的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1] 蔺刚，刘强，徐晨 . 基于移动互联应用的电网工

程协同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实施 [J]. 农电管理，2022（03）：

41-42.

[2] 陈惠刚 . 强化市政路桥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对策 [J].

散装水泥，2021（06）：55-57.

[3] 梅洁 . 简析加强土木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的策略 [J].

居业，2020（12）：223-224.

[4] 雷辉莲 .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成效对工程造价控制

的影响 [J].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21（12）：43-44.

[5] 刘臻华 .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控措施探

究 [J]. 消 防 界（电 子 版 ），2021，7（23）：100-101+103.

DOI：10.16859/j.cnki.cn12-9204/tu.2021.23.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