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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对电力工程建设停电施工现场安全管控结合事前控制、事中管控和事后总结等手段，解决
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等问题，确保项目安全实施，杜绝、减少电力人身安全发生。本文通过研究电力工程建设现场
安全管控要点，结合工程案例，总结电力工程建设安全管控重点注意事项，提升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管控管理的方法。

一、引言
电力工程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血脉，对国民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这个行业的复杂性
和高风险性，却时刻威胁着建设者的生命安全。如何有效降
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是每个电力工程建设者需要深入思考的

问题。

二、电力工程建设安全现状
电力工程建设安全现状可谓严峻，施工现场仿佛隐藏着

凶猛的野兽，时刻准备发动致命的攻击。高处坠落、坍塌、
物体打击、触电等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施工人员
的生命安全，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

在电力工程建设中，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是导致安全事故的两大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
电力工程建设过程中人的行为和物的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

控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人的不安全行为表现尤为突出。施

工前现场勘查人员粗心大意、勘查不到位，施工方案编制不

细致、不符合现场实际，施工前准备工作不充分，施工作业
人员麻痹大意、冒险作业，施工现场人员管控不到位等问题
屡见不鲜。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施工质量和进度，更给

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电力工程建设安全管理，严格控制

人的不安全行为。通过加强安全培训、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

制度、加强现场监管等措施，确保施工人员能够严格遵守安
全操作规程，提高安全意识，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电
力工程建设的安全顺利进行。

三、抓好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一）人的不安全行为管控
我们需要深化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认知，并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管控。要从制度、培训、技能、监督等方面入手。
人的行为是导致安全事故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
深化对人的不安全行为的认知，并积极采取措施来防治。想

象一下，如果施工作业人员在操作中稍有疏忽，可能会引发
无法预料的后果。通过持续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来强化施工作
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这种培训不仅要涵盖理论层面的知识，

还要结合实际操作，确保施工作业人员真正掌握安全实操技
能。如果每位施工作业人员都能熟练地操作技能，严格遵守
电力安全规程，那么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将会大大降低。同时，

对于那些违章操作和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施工作业人员，我
们需要进行适当的惩罚，以此来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1.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规范施工作业

人员的行为，避免因操作不当或违章操作导致的事故。
2.加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3.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对不安全行为及时纠正和处罚，
形成严格的管理氛围。

（二）物的不安全状态管控

物的状态也对电力工程建设施工安全具有重大影响。我

们需要从设备和设施的采购、维护、使用等方面入手，一旦
设备出现故障，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需要对设备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设备的
维护和保养是保持其良好运转的关键。我们要定期检查设备，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问题，形成问题清单，对存在的设备

运行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维修保养，做好保养记录。同时，我
们还需要在施工现场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这
种机制不仅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不安全因素和隐患，还可以

对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行预测和预防。

四、实践案例剖析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的目的是重点解决两条 10 千伏线路存在的
安全隐患和停电时间过长问题，联网两个35KV变电站的10KV
线路对该片区进行供电，完善线路网架结构，提高供电可靠

性。
1.本项目主要为新建10千伏 XX线路 1#－52#杆和 10千

伏 YY 线路支线。

2.本项目新建 10 千伏线路全长 14.094 千米。其中：新
建导线型号为 JKLGYJ-240/30，共计 2.6 千米；新建
JKLGYJ-120/20 架 空 绝 缘 导 线 7.524 千 米 ； 新 建

JL/G1A-120/20 钢芯铝绞线 3.97 千米。
3.本项目包含新建配套自动化开关设备 2套等。
（二）管控人的不安全行为-接火前准备工作

1.接火前现场勘查
（1）参与停电接火勘查人员：施工单位工作负责人、设

备运维主人。参与勘查人员需对停电施工作业内容进行详细

勘查，包括交叉、跨越、穿越、临近带电作业、感应电等情
况，并记录清楚，不能遗漏。

（2）要仔细勘查工作接地位置，明确接地线接地位置，

确保所设置的接地线能防止所有可能来电的方向可控制。经
勘查，临近带电、交叉跨越有 10 处，需装置接地线有 38 组，
接地线装设位置均需详细记录和图片。

2.接火施工方案编制
现场勘查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编写符合施工现场实际

的停电施工方案，方案内容包含：

（1）项目工作负责人编制介绍停电施工现场的基本情
况，根据工作内容分为 7个工作小组，包括施工方案编制依
据等内容。

（2）施工单位需协调安排好停电接火施工参与的主要人
员：项目实施单位现场管控人员 7 人，每个施工班组配置 1
人；施工单位（承包单位）分为 7个施工班组共计 88 人，每

个班组配小组负责人 1人，安全员 1人；监理单位安排现场
管控人员共 7人，按每小组配置 1人。在施工方案

（3）工作负责人需根据现场情况编制现场施工平面布置

图，全面标注停电施工范围、各工作班组施工范围、运行线
路情况以及防止触电的措施。挂接地线的布置一览图、施工
对象现场实物图等资料需完备。

（4）工作负责人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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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充分评估和预测，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在遇到突发情况
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

（5）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负责人需明确施工总流

程，并确定安全生产用具和安全工具器的配置数量清单，确
保满足施工用具的要求。针对存在的施工风险，应采取必要
的安全措施，如防止倒杆、误登杆、人员触电、砸伤、坠落

等，并明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等安全措施。同时，施工步骤、
风险评估及控制、关键施工作业方法、验收和质量标准都需
明确规定。

（6）工作负责人需要针对现场的应急处置措施，需要成
立施工现场应急抢险组织机构，安排人员编制事故事件现场
处置措施预案和信息报送流程。

（7）工作负责人需在附件部分标明现场勘查记录和项目
交底记录、配网 GIS 图/现场接线图、已批准的设计施工图纸
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等。

（8）停电施工方案的严格审核。各审核层级需对施工方
案进行严格审查、审核，如有遗漏或者编制方案不规范的情
况，需告知施工单位进行修改，符合工程实际情况，方可通

过审核。
3.接火施工前准备
（1）施工项目部需确保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包括人员、

设备、材料等准备工作，制定详细的安全技术措施和应急预
案。

（2）施工项目部对施工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培训和技术

交底，确保他们熟悉工作流程、掌握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应对
突发事件的方法。

（3）施工项目部管理人员开展对施工现场的监管和检查

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施工现场的不安全环境，确保施工环
境整洁、有序，防止因杂乱无章而引发事故。

（4）工作负责人密切与调度、运行等部门沟通协调，确

保施工过程中的停电、送电等操作符合规定程序，避免误操
作导致事故发生。

（5）所有工作班成员必须熟悉施工方案及相关技术资料

图纸。
（三）管控人的不安全行为事中控制-接火施工现场管控
1.现场各级管控人员需全面检查各类文件资料，确保填

写规范准确，符合安全规程要求，停电手续也需符合规定要
求。

2.现场各级管控人员需全面检查是否已按施工方案完成

各种安全措施。工作负责人需确保班组全面落实停电施工方
案的安全措施，才能开始施工作业任务。

4.工作负责人需对所有班组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明

确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和安全注意事项。每个施工作业人
员需清楚自己的工作内容和面临的安全风险，并按照电力工
程施工规范和技能规范开展施工作业，确保人人做到“三不

伤害”。
3.工作负责人需要对参与工作的所有作业人员开展应急

预案交底。确保参与施工作业的人员能够掌握施工事故应急

流程和措施，确保施工过程中如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迅速启
动应急抢险预案，按照预先设定的流程进行处置，确保人员
安全和施工的顺利进行。

4.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现场管控人员要
特别注意以下安全管控事项：

（1）挂接地线施工前，监督施工作业人员需要核实线路

和杆号牌的正确性，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停电、验电
和装设接地线，以防止登错电杆、线路触电等安全事故。施
工作业人员登杆前，需要检查电杆基础是否牢固、电杆是否

有倾斜或开裂等问题，确保电杆在稳定安全的情况下登杆作
业。

（2）接地线的装拆顺序非常重要，监督施工作业人员安
装时应先装接地侧，后装导线侧；拆除时则相反，先拆导线
侧，后拆接地侧，接地线的连接必须可靠，不能缠绕。监督

作业人员塔上上下传递物件时，必须使用绝缘绳，以确保安
全。

（3）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作业前需填写工作票并签发，

工作负责人在施工前的站班会上，向全体施工作业人员需宣
读工作票工作内容，布置当天的工作任务、技术要求、安全
措施、设备停电和带电部分的情况及其他注意事项。

（4）在道路旁施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现场管理人员
监督施工人员须穿着反光衣，按规定设置安全标识和警示标
志，在公路两边来车方向摆放“前方电力施工，车辆慢行”

的警示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同时设专人指挥交
通，避免了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的发生。

（5）现场管控人员监督工作负责人在施工现场应安排专

人监护，按施工方案做好安全围栏等安全措施，禁止了无关
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方可允许施工作业人员开始开展施工作
业。

（6）拆除旧导线前，施工作业人员对导线进行松线处理，
以避免带耐张导线的回弹伤人，监理单位现场管控人员开展
监督管控。

（7）工作负责人应及时协调各班组反馈的工作问题，并
在工作结束时，核实停电施工线路的起止杆塔号、工作完成
情况、接地线拆除情况、杆塔上是否有遗留物品、工作人员

是否全部撤离以及是否具备恢复送电条件等，确保一切无误
后，方可办理工作结束手续。

（四）管控物的不安全状态

1.施工项目部管理人员日常开展对安全工具、安全用具
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发现安全隐患的安全工具、安全用
具、施工机械、设备，督促维护保养，做好保养记录，使进

入施工现场的安全工具、安全用具、施工机械、设备确保合
格可以使用。

2.接火施工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现场管

控人员再一次对安全工具器（如安全带、脚扣、验电笔、接
地线、绝缘手套、安全围栏、警示牌等）、安全生产用具紧线
器、手板葫芦、施工机具绞磨机、随车吊、运输车辆等）和

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进行检查，确保无缺陷且在合格使用周
期内。经检查发现一副 10KV 绝缘手套有孔洞漏气，不合格清
除出施工现场。

（五）本次接火施工安全管控成效
本次停电接火施工作业任务于早上 08：20 时开始，经过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现场管控人员共同努力，

管控整个施工过程，发现施工作业人员有不安全行为的现象
6人.次，立即进行了制止管控，规范了操作行为，同时发现
一副 10KV 绝缘手套有孔洞漏气，清出施工现场，本次停电施

工现场安全措施得到有效管控，于当天下午 18：10 时接火施
工顺利完工，项目顺利完成投运。目前，项目运行状况良好。

五、结语
电力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安全管控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需要参建单位各级管理人员严格管控人的不安全行为、杜绝
施工作业人员发生各类违章行为，监督检查物的不安全状态，

及时发现物的不安全隐患，督促做好施工机械、设备、安全
生产用具、安全保护用品必须合格可以使用等多个方面管控，
才能有效降低甚至杜绝电力工程建设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

本文实践案例中安全管控的成功实施，充分证明了电力工程
建设中，参建单位各方积极参与施工现场安全管控是确保工
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只有这样，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