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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

快，各式各样的建筑、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不断拔地

而起，这不但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推动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荣兴盛。但是，随着建筑行业进一

步发展，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也被逐渐放大。因为一味追

赶工期、放任违章作业、忽视安全的重要性引发的建筑

生产安全事屡见不鲜。因此培养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

改善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措施就显得格外重要。1

目前建筑施工行业主要使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扣

件式钢管脚手架是指由扣件和钢管等构成为建筑施工而

搭设的、承受荷载的脚手架与支撑架。扣件式钢管脚手

架的优点有：价格便宜、构造灵活、使用方便等。近些

年的脚手架坍塌事故主要集中在此类脚手架上，所以本

文着重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进行分析。

1.脚手架坍塌事故原因分析

1.1 脚手架钢管、构配件等质量不合格

钢管、扣件件是脚手架的主要组成部分，钢管和扣

件的质量是决定脚手架结构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假如搭

设脚手架使用的钢管、扣件出现裂缝、分层、错位、硬

弯、锈蚀、螺纹滑动等质量问题，那么钢管的抗压强度、

抗弯刚度、抗扭能力都会大打折扣，进而导致脚手架的

稳定性与支撑力度大大下降，在高负荷施工的时候极可

能因为架体实际抗压强度极限、抗弯强度极限小于施工

荷载值而导致脚手架失稳或坍塌。

所以在日常管理中必须把好脚手架钢管、构配件的

进场验收关，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检测验收。扣

件、钢管应提供质量检查报告和产品质量合格证，钢管

材质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拉伸实验方法（GB/T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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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进行检验。钢管外表面应平直光滑没有裂缝、

分层、毛刺、结疤、错位、硬弯、压痕和深的划痕，钢

管外径、壁厚面等的偏差范围应分别在规范要求内。全

新扣件应具有生产单位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证明和法

定检验单位检验报告。扣件应没有裂纹、形变、螺纹滑

动；旧扣件在使用前应进行质量检查，禁止使用出现裂

缝和变形的扣件，如果螺栓出现滑丝必须更换。钢管和

扣件必须涂防锈漆。

1.2 脚手架未按照方案要求搭设

个别施工班组未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和脚手架搭设方

案要求搭设脚手架，未按照方案内的搭设方法、剪刀撑、

连墙件设置要求等进行搭设。由于施工班组搭设随意性

较大。存在立杆对接口在同一步距；立杆间距不符合方

案和规范要求；个别立杆存在搭接现象；缺少剪刀撑、

斜撑和连墙件等问题，最终导致脚手架在施工荷载和自

重的作用下坍塌。

许多分包管理人员、架子工班组人员对扣件式钢管

脚手架搭设方案没有完整的认识与理解，不按规范和方

案要求进行连墙件、剪刀撑、扫地杠、连墙件、抛撑等

安全构造设施搭设，施工现场搭设的情况与所采用的设

计计算简图不符合，仅凭借过往经验进行架体的搭设，

忽视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的设计计算工作。殊不知仅凭以

往经验进行搭设，没有按照国家规范（GJG130-2011）

进行设计、计算的架体未必能承担高荷载施工作业，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3 员工违章作业、管理层监管不到位

事故的发生往往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密切相关，例如

管理人员、施工班组长的违章指挥，作业人员的违章作

业。施工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向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

底时，没有对危险源做逐项的讲解分析和详细的安全技

术交底。不严格审查架子工的上岗资质证件是否真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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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未对架子工进行培训、交底就上岗，导致实际搭设

的架体与方案编制要求有很大出入。脚手架搭设完毕后

直接投入使用，未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或者验收只

走个形式，参与验收人员未履行职责、敷衍通过。此外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监管力量薄弱，隐患未及时发现，施

工方和监理方未做到尽职尽责。这些都埋下了安全隐患。

由于对搭设的架体没有进行严格检查、验收或日常巡检

发现危险源识别不清，隐患没有及时排除，从而导致架

体承载力降低进而发生事故。

1.4 无资质企业、人员搭设脚手架

按照国家要求，脚手架的搭设属于特种作业，搭设

脚手架的工人必须为持有架子工特种作业资格证的人员，

才可上岗作业。因为施工单位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操

作人员不具备上岗资格、技术和管理力量薄弱，工人的

防护措施和安全意识有所欠缺，所以在施工过程中极易

发生事故。

1.5 建筑工人素质不高

在施工现场工作的建筑工人绝大部分是进城务工的

农民工，该群体普遍未受到过长期正规的专业教育，安

全意识淡薄，生产技能水平低下，综合素质较低，必要

安全知识匮乏，短期内的相关安全培训不能满足国家对

安全生产的作业要求。同时，建筑行业是高危行业。假

如缺乏相应的安全防护知识和安全防护意识，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2.脚手架坍塌事故的特点

2.1 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

脚手架坍塌事故具有发生快、事故危害大、影响范

围广等特点，留给坍塌范围内人员的救生时间极短，往

往没有做出任何逃生动作就被困在废墟之中。尤其是在

建筑主体结构各承重部位的稳定性、混凝土强度均未达

到设计标准要求的时候。坍塌事故一般具有连带性特点，

当建筑结构某处发生坍塌时，很容易连带其他部位整体

倒塌。建筑工地工期紧张、工作强度大，工人很难在高

强度作业的同时时刻注意身边的危险源。所以当发生脚

手架坍塌事故时，施工人员和其他作业人员往往没有做

出任何求生动作和防护措施就被掩埋在废墟中。

2.2 现场情况复杂，行动展开困难

当脚手架发生坍塌事故时，破碎的混凝土块和钢

筋、模板、错综复杂的堆积在废墟中，不同位置的遇险

人员被埋压的深度不一，搜救难度较大。在浇筑混凝土

时，如果模板支撑架支撑力度不足、不稳固，作业面容

易局部失稳从而发生整体坍塌，最终导致现场施工人员

被埋压在废墟之中。事故现场往往比较混乱，情况复杂。

同时容易吸引好奇路人围观，加之受伤人员哭喊声一片，

现场秩序难以维持，通往事故现场的救援通道很容易造

成堵塞，导致救援力量难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救援

工作。

2.3 救援时间长，后勤保障难度大

脚手架坍塌事故往往具有坍塌面积大、遇险人员

多、杂物清理难度大、救援现场情况复杂、搜救难度

大等特点。因此，需要较长时间去救助受难人员。在救

援的过程中应极力避免二次伤害的发生，否则救援任务

将变得更加繁重，长时间的高强度救援行动会使救援资

源急剧消耗，加之坍塌事故往往需要较多的人力资源与

救援器械，进一步加大了救援工作、后勤保障工作的难

度。

3.应急处理与事故救援

3.1 事故应急处理程序。

（1）坍塌事故发生时，事故现场目击者迅速报告项

目应急小组组长，应急小组组长接到险情信息后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与现场处置方案。

（2）应急小组组长迅速组织项目成员按照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要求进行抢险自救工作，在救援工作进行

的同时向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报告现场处置情况。

（3）根据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判断事故等级，应急

救援小组积极组织抢救，并在抢险结束后向公司及相关

政府部门报告处理结果，如果项目部无法控制事态发展，

应立即向公司报告，请求启动上级应急预案。

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发生坍塌时，迅速清点人员统计受难人员数量，并

组织开展现场急救工作。一些人在作业面被击落受伤，

项目部应迅速组织搜救力量延废墟逐片搜索，将视线范

围内较易获救的遇险人员先行救出，使他们尽快脱离危

险。当挖掘救援被掩埋人员时，不得使用机械挖掘，以

防二次伤害。在搜救的同时应对相邻未坍塌脚手架进行

加固，防止再次坍塌。在抢救过程中不要拖拉，以免造

成二次伤害。当困人员被救后，应立刻将其转移到通风

良好的地方，采取措施缓解缺氧症状，对停止呼吸者进

行人工呼吸，对停止心跳者做胸壁外心脏按压，重伤者

要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当发现有高坠人员时，首先判断伤者是否昏迷。然

后根据伤者坠落时身体着地部位采取不同抢救措施。如

果是头部着地，耳朵鼻子有鲜血流出时，严禁使用手帕、

棉花等物品堵塞鼻孔和耳朵，应在第一时间将伤者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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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抢救。身体躯干先行着地时，应将伤者平躺在担架

上并采取固定措施，然后送往医院抢救。四肢先着地时，

应先检查伤者四肢是否骨折。如果伤者四肢存在疼痛、

肿胀、畸形或无法保持正常位置的现象，应使用木板棍

子等硬物固定伤者肢体骨折处，同时应注意不能包扎过

度，以免影响血液循环。

对于轻伤人员，可以简单地止血、消炎和包扎。对

于重伤者，应及时将其送往最近的医院。

根据施工现场情况，使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和手段搜

救遇险人员。脚手架坍塌时，大部分人员在建筑物的上

部或外部作业，因此被埋人员的存活率较高，此时，应

及时进行救援工作，在救援过程中，应谨慎用大型机械

和设备，尤其是铲车和挖掘机。

搜救犬嗅觉灵敏并且经过专业训练，用来进行搜救

最合适不过，脚手架坍塌后，事故现场受环境噪音、人

群混乱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伤员掩埋较深的伤员不能及

时被发现。这时利用搜救犬通过嗅觉来辨别被困人员位

置是最合适的方法。

4.结语

脚手架作为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支撑系统构建的主

体，目前被广泛运用在该行业，但应特别加强安全事故

的防范，重视使用部件自身的质量。制定严密的搭设方

案，加强施工方案针对性、可操作性，严格按照规范和

审批的方案要求搭设和使用。注意使用过程中的监测和

保护，重视施工现场最薄弱节点安全隐患的检查，制定

严格的检查验收标准或制度。应急措施要能确实实现。

确保安全施工，避免发生危及国家集体利益和人身安全

的坍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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