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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安全管理的浅

26

析
李 璐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龄化”建筑，这部分建筑虽然结构安全性尚好，但是存在部

分装饰层脱落、老旧管线损坏、或者功能布局不能满足现行的使用条件等要求，需要对其进行翻新改造，这就

需要将原建筑装饰层、老旧管线、二次结构布局等拆掉重做，所涉及到的安全管理较新建建筑有互通的，也有

其独有的管理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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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页资料

1.1 技术方案类

项目部在开工前，应由项目总工组织项目部相关

人员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各类施工方案、应急预案、

各类应急演练方案，根据方案类型应分别由项目部或

公司技术质量部门或专家评审，方案需经审核审批后

才能实施。项目还应与属地住建部门、警察局、医院

等应急管理部门建立联系。

1.2 教育交底类

项目部应由工程部牵头，安监部门配合建立完善

工人进、退场台账登记管理，凡是工人新入场的，均

需要接受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项目部管理人员

应轮流开展早班会值班制度，每日对所有工人开展早

班教育，主要内容为：确认所有人员身体健康状况是

否适合工作；当天作业区域、危险源、需注意事项等；

班组长周安全教育，每周项目安监部对现场所有班组

长开展安全周教育，通过播放事故警示案例、宣贯安

全类文件规范来提高班组长的安全行为意识；特殊工

种月度安全教育，主要针对电工、电焊工、高处作业

工等工种开展月度安全教育，旨在提醒大家作业时需

注意事项，正确佩戴劳保用品，不违章作业，严格按

项目规章制度作业；管理人员月度安全教育，管理人

员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管理单位责任人，要时刻谨记

“全员管安全、三管三必须”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

通过播放事故警示教育片、宣贯政府、公司有关安全

生产的文件来时刻提醒大家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全

员月度安全教育，旨在通过全员安全教育大会，对本

月项目安全生产情况做简要通报，对安全行为表现优

秀的个人或班组实施现金奖励；对安全行为表现较差

的个人或班组实施经济处罚甚至清退出场，通过行为

安全奖励机制，促使作业人员能够在施工现场发现安

全隐患后，第一时间消除或及时告知项目安监部门进

行进一步处理。

1.3 持证上岗类

项目安监部应制作《XX 项目特殊工种花名册》，

涉及到施工现场的特殊工种，如：电工、高处作业工、

幕墙工、电焊工、起重机械司机等均需持证上岗，且

证件均需在有效期内。项目安监部在工人入场时应查

验其本人的身份证、特殊工种操作证及网查记录，三

者均需一致，则表明该工人符合其工种的作业条件，

否则其不允许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工作。

1.4 标准化做法类

项目部应在开工前，应由安监部负责收集属地住

建部门及公司内部标准化图集，按照项目特点，编制

《XX 项目安全标准化施工管理图册》，制作标准化安

全警示标识、标语等用于警示现场作业人员。

通过在现场设置标准化 CI，语音喇叭循环播放项

目安全规章制度，让作业人员能够从进入施工现场大

门开始，不断接受现场标准化安全警示标识、标语、

语音等“声形结合”的安全提示，时刻警醒自己要按

要求遵章守纪，不违章作业，不违章指挥，使作业人

员可以养成一种监督他人与自我监督的良好习惯。

1.5 验收交底类

项目部应根据项目的规模与造价，设置专职或兼

职机械管理员，负责组织对各类机械、机具、吊篮、

钢管等材料进场验收，形成验收单，经验收合格后，

张贴验收合格单；

（1）组织对大型机械、吊篮、脚手架等安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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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资质审查，人员持证情况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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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大型机械、吊篮、脚手架等安拆实施全

过程旁站监督，并记录在每日安全监督日志里；

（3）对大型机械、吊篮、脚手架等操作人员开

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交底，确保作业人员在交底过

程中熟知作业区的基本情况、注意事项等。

（4）对于涉及大型垂直起重设备安拆、锚固、

顶升作业前，项目总工/生产经理组织项目专业工程

师、安全工程师对设备工况、作业条件、应急准备等

进行核查，专业工程师负责组织安拆单位向属地建设

主管部门办理安装、拆卸告知:

(5)机械设备安拆、锚固、顶升作业时，项目总

工程师、安全总监、专业工程师、方案编制人员、安

拆单位的安全监管人员应在现场进行旁站监督现场监

督人员在安拆作业前需复核高风险作业审批情况、辅

助机械进场验收情况、安拆人员到场履职情况、安拆

人员教育及交底开展情况、离警戒情况;安拆作业时

重点监督人员安全带系挂、安拆操作流程等要点，旁

站人员应位于可直观观察安拆工人作业区域的位置。

1.6 审批类

1、利用信息化操作平台（手机端+电脑端），对

拆除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等高风险作业实

行审批制度，先“申请-检查-审批-确认完工”的流

程管理。

2.高风险作业结束后，工程部与安监部应联合对作业

区进行检查，以确保作业面“工完场清、隐患消除”，

然后在信息化平台确认此次高风险作业顺利完成闭合。

2.现场管理

2.1 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项目部每月定期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并形

成危险源辨识清单，根据危险程度划分为一、二、三

共三个等级，分别对应“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一般作业分部分项工程”，对应的监管责任主体则

依次为：公司本部、二级单位、项目部。

2.2 拆除工程

既有建筑翻新与改造项目，往往涉及到原有建筑

的部分拆除施工，比如：外幕墙拆除、吊顶隔墙拆除、

二次结构拆除、机电桥架、风管拆除等一系列拆除工

作，以及拆除后的建渣清运，随之而来，每个分项拆

除工作及建渣清运所带来的安全隐患程度也是不尽相

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级隐患：

外幕墙拆除：涉及到吊篮或脚手架等高处作业，

根据相关规范，建筑物的高度分为 50 米以上和 50 米

以下的幕墙安装、拆除施工。50 米以下的外幕墙施工

属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要编制《XX 项目

幕墙专项施工方案》；而 50 米以上为超过一定规模

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要通过专家论证其

方案的合理性、针对性、实用性。脚手架 24 米以上

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要编制《XX 项目脚

手架专项施工方案》；超过 50 米为超过一定规模的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需要通过专家论证其方

案的合理性、针对性、实用性。

吊篮施工前，除上述内业资料涉及到的内容外，

在现场安装、拆除时，应做到“申请-检查作业环境-

审批-再施工”的流程，严格按照《XX 项目幕墙专项

施工方案》中吊篮的型号、参数进行安装，对关键性

构配件，如：钢丝绳（主绳和副绳）、限位器、配重

块、安全大绳（独立系挂点，自锁器）等必须严格与

方案一致。吊篮安装完成后，需进行 24 小时静载试

验，经“安装单位、使用单位、总包单位、监理单位”

四方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脚手架搭设流程与吊篮类似，需注意的是，对脚

手架构配件进场材料验收需做好严格管控，对钢管壁

厚、直径、顶托、预埋件等进行不低于进场数量的

30%抽查。脚手架搭设需符合《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

GB55023-2022、《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如采用）相关规范

条款、《XX 项目脚手架施工专项方案》等要求，其余

要求，如搭设前申请，旁站，验收，使用等与吊篮类

似，在此不再赘述。

各类管井内拆除（安装）作业：翻新改造项目，

往往会涉及到机电桥架、风管、水管等的拆除与安装

工作，而这些管件几乎都安装在各类竖向管井内，因

此，会涉及到有限空间作业，除信息化平台（若无，

则为书面）申请外，还需配备以下物品：气体检测仪、

五点式安全带、自锁器、速差防坠器、安全绳、大灯

（带灯罩）、操作平台、旁站监督人员等。有限空间

作业人员需要提前接受项目部《XX 工序安全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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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交底要具有针对性，包括作业人员发生应急事

件处置流程；作业人员要充分了解工作区的环境、危

险源，进入有限空间内，要严格按安全技术交底执行，

佩戴好劳保用品，旁站监督人员要时刻观察作业人员

的动态，可采用定时呼叫的方式确保作业人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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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隐患:

吊顶隔墙拆除，二次结构拆除：此类拆除可能用

到的辅助工具一般有：移动式操作架（平台）、人字

梯等，主要涉及高处作业、临边作业。现场应严格按

《XX 项目移动操作架（平台）搭设专项方案》来执行，

对方案中的：支腿、剪刀撑、防护栏杆等的设置要严

格检查。移动式操作架应满铺钢制跳板，钢跳板两端

锁扣应扣住操作架的横向杆件；移动式操作平台应满

铺木制跳板，并应将跳板与平台钢管之间用铁丝扎牢，

探头板长度不应大于 150mm。移动式操作架（平台）

防护栏杆应在架体四周连续设置，且高度不低于

1200mm，并应设置供作业人员上下的爬梯（楼梯）通

道。移动式操作架（平台）搭设完成后，应由总包组

织使用单位、搭设单位进行联合验收，验收提出的问

题应在限期内及时整改，验收合格后，三方相关责任

人应在验收合格牌签字，并将验收牌挂在架体显眼的

位置。在施工前，应在作业区四周设置安全绳，供作

业人员系挂安全带，安全绳应独立于移动式操作架

（平台）设置，可使用膨胀螺栓固定在钢筋混凝土墙

或柱两端，安全绳固定在两端膨胀螺栓上面，膨胀螺

栓应提前进行抗拔试验，以确保其承载力能满足作业

人员自由落体自重与冲击荷载作用，安全绳的布置范

围应能覆盖整个作业面。

现场人字梯的使用应采用成品铝合金人字梯，保

险装置应牢固可靠。作业前，应检查作业区域地面是

否平整、硬化；梯子严禁搭在不平整或松散的地面。

作业时，作业人员应佩戴好安全帽、穿戴好防滑鞋，

双脚踩在人字梯两侧，严禁双脚踩在同一侧；作业时，

应有专人进行扶梯，应有专人定期对人字梯保险装置

进行检查。

三级隐患：

地面破除、墙面打磨等：此类作业安全隐患程度

相对较低，主要涉及电锤、电镐、角磨机等工具，主

要隐患为临时用电（如电缆线破皮、拖地、泡水等），

职业健康安全（如尘肺病、噪声聋），以及作业工具

防护罩缺失等。作业前，项目部会针对作业人员开展

《XX 工序安全技术交底》，提前告知作业人员作业环

境、作业可能导致的健康隐患，项目部会对作业人员

发放有针对性的劳保用品，如：安全帽、反光马甲、

劳保鞋、防尘口罩、护目镜、耳塞等。作业需至少两

人为一组，针对粉尘较大的工作，需提前做好通风、

换新风工作，确保作业区空气流通。每次工作时间不

超过 30 分钟，休息 5 分钟再换人接着工作。针对电

缆线破皮、拖地、泡水等安全隐患，现场应提前沿墙

设置绝缘挂钩或者设置独立的电缆线支架，每天派专

职电工对现场临时用电开展巡查，除电缆线隐患外，

还应检查是否存在私拉乱接、使用家用插排等违规现

象。此外，对于角磨机防护罩缺失也是作业时常见的

安全隐患，为此项目部应对各类小型机具使用发布相

关使用规程、注意事项、奖惩措施等，结合行为安全

之星活动，通过主动与被动的监督检查来提高现场作

业人员对小型机具规范化使用的安全意识，从而降低

小型机具在使用过程中因防护罩缺失或其它不规范操

作导致人身伤害事件发生。

2.3 建渣清运

改造工程拆除的建渣种类很多，如：砌块砖、瓷

砖、木门、玻璃、石膏板等，所涉及到建渣的清理方

式也不尽相同。

对于砌块砖、瓷砖或能够粉碎的建渣，可以采用

成品建筑垃圾通道，根据《建筑垃圾通道竖向运输技

术规程》T/CECS 1188-2022 中的规范要求，编制《XX

项目建筑垃圾竖向通道专项方案》，按照规范及方案，

采购和搭设竖向垃圾通道，搭设需由专业厂家工作人

员进行，搭设前，需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

技术交底。搭设过程中，应设置搭设范围内的警戒区，

派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旁站、劝导。采用建筑垃圾

竖向运输技术的应用，对于降低施工现场扬尘、清洁

环保、文明施工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具有较好

的社会效益。建筑垃圾管道竖向运输技术减轻了施工

中的垂直运力负担、提高了垃圾清运效率、降低劳动

力成本，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其余拆除物，如：木门、玻璃大件物品等，需由

人工往下运输，根据运输物的尺寸及重量，选择适合

数量的人员，需注意的是，运输过程中，要避免运输

物倒塌砸伤工人，大件物品运输时，需由项目部或劳

务单位专职安全员旁站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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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无论是内页资料还是现

场管理，其安全管理难度均不亚于新建建筑，这也对

我们安全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掌握新建

建筑的安全管理知识与经验外，还要不断学习改造类

项目的安全管理，学习改造类项目的施工特点、难点，

除了掌握一般涉及安全的规范、标准外，还应不断学

习有关改造类建筑的规范、标准，如：《既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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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2021，从而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从理论中吸取管理标准，在实践中总结

属于自己的管理方式、方法，从而即使今后在面对不

同形式的建设（新建或改扩建）项目时，才能更加从

容的应对，有属于自己的管理措施及方案。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的安全管理任重道远，需要我

们不断的去学习相关知识、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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