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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pace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local area. These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ocal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as well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construction safety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afety hazard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Through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eries of targeted safety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safety training, 
improving safety hardware measures, etc.,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so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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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各地水利工程数量日益增多。这些工程对于当地的
农业灌溉、防洪排涝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施工条件，施工安全成为了工
程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分析了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探讨了施工安全管理的有效策略。通过研究，本文
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安全措施，包括加强安全培训、完善安全硬件措施等，旨在为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提供理
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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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

步伐逐渐加快，特别是中小型水利工程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

大。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如地形平坦、地下

水位高、地基承载力较弱等，使得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面临

着一系列安全挑战。一些水利工程通常涉及到大量的土方作

业和基础处理，这些作业容易受到地质条件的影响，增加了

施工安全风险。部分地区的水文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易受

到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施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

安全控制也成为了施工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研究水利工程

施工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一方面，可以提高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

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和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工程

质量和施工人员的安全。

2 水利工程施工特点

2.1 地基处理复杂
为了确保工程基础的稳定，需要进行细致的地基处理，

例如采用加固地基、排水固结等技术。这些处理措施往往需

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成本。施工过程中如遇到洪水、

内涝等自然灾害，这就要求施工方案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合

理安排施工进度。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地下水的排放和防水

问题，以防止地基浸泡和施工设备受损。

2.2 部分地区施工环境限制了水利工程施工的开展
地方土地资源紧张，施工场地往往有限，难以展开大

规模的施工活动。河道治理工程施工区域的地形地貌复杂多

变，这要求施工方在设计时就充分考虑施工场地的合理安

排，优化施工布局。而且施工场地狭小，大型施工设备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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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受到限制。施工方需要选用小型、高效的施工设备，以适

应复杂的施工环境。生态环境脆弱，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控

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方需要采取环保措施，如合理设

置施工围挡，防止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

2.3 水利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较大
部分工程需跨汛期进行施工，增加了施工安全的风险。

施工方需要制定严密的防汛措施，确保工程和人员安全。而

且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引发地质灾害，地基沉降、滑

坡等 [2]。施工方需要加强地质勘探，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

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操作不当、设备故障等原因，也

引发安全事故。施工方需要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提高

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3 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安全隐患

3.1 缺乏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安全培训
特殊的地质和水文条件，施工人员需要具备特定的技

能和知识才能确保施工安全。现实中许多施工人员并未接受

过系统的安全培训，导致他们对潜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

无法有效预防和应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施工人员

对特有的地质和水文条件认识不足，无法正确判断和应对的

安全隐患；缺乏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无法采取有效

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规程和操作规范不

够重视，容易发生违规操作；对新入职的施工人员缺乏必要

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他们难以适应高风险的施工环境。

3.2 安全硬件措施老化
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原因，许多水

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安全硬件设施存在严重老化现

象，这不仅影响了工程进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施工安全风

险。施工机械和设备年久失修，性能下降，容易出现故障；

安全防护设施如防护网、安全警示标志等破损、缺失，无法

发挥应有的防护作用 [3]；紧急救援设备如救生器材、消防器

材等过期或者损坏，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发挥效能；监测设备

如水位监测仪、地质监测仪等不准确或失效，无法为施工提

供准确的数据支持。硬件设施的老化不仅增加了施工过程中

的安全风险，还导致事故发生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援措

施，造成更大的损失和影响。硬件设施的老化还会影响施工

效率，增加施工成本，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紧张的问题，形成

恶性循环。

3.3 安全风险评估不全面
由于地质结构多变，水文条件受季节性降雨和洪水的

影响较大，这些因素都对施工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如果风险

评估未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就会导致对潜在风险的识别和

评估不够准确。对地下水位变化、河流冲刷、土壤稳定性等

关键风险因素的忽视，会在施工过程中引发意外事故。风险

评估的方法和工具不够先进或适用。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无

法适应特有的风险特征，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模型和工具，如

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风险管理软件，来提高风险评估的

精度和效率。而且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存在局

限性。信息的收集不够全面，无法覆盖所有的风险因素在分

析过程中忽视了某些关键变量。这种情况下的风险评估结果

必然存在偏差，无法为施工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3.4 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
在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中，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构

成了一个显著的安全隐患。由于部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

复杂的气候条件，水利工程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较高，如洪

水等，这些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要求施工方必须具备一套

高效、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预案的制定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未能充

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发生的各种紧急情况。应急预案中

的应对措施过于笼统 [4]，无法为现场人员提供明确的操作指

南。而且有应急预案，没有定期的应急演练和培训，施工人

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无法迅速反应，导致应急措施无法及时

有效实施。应急资源的配备也是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一个薄弱

环节。救援设备、医疗物资和专业救援人员的缺乏，会使施

工队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难以迅速组织有效救援，影响救援效

率。由于应急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不仅

施工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工程设施和周边环境也遭受重大

损失。如果缺乏有效的预警系统和疏散计划，导致人员伤亡

和设备损坏。

4 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安全建议

4.1 加强安全培训
加强安全培训，可以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

技能，使施工人员更好地理解工程环境中的潜在风险，并掌

握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安全培训的内容应涵盖安全法规、

安全操作规程、事故案例警示、应急救援等多个方面。通过

系统的安全培训，施工人员可以熟悉各种安全规章制度，了

解自身在安全生产中的权利和义务，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

时，通过事故案例的剖析，可以使施工人员认识到安全施工

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安全责任感。安全培训还应注重实践

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实战的应急演练，施工人员可以

在安全的环境中熟悉应急处理流程，学习正确使用安全防护

装备和救援设备，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4.2 完善安全硬件措施
安全硬件措施包括各类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救

援设备等，这些设施在预防事故发生和减轻事故损失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面临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

威胁，因此，加强这些安全硬件设施的建设尤为重要。在施

工现场设置合理的安全防护网、防护栏和警示标志，可以有

效防止施工人员跌落或误入危险区域。同时，配备足够的救

援设备，如救生衣、救生圈、拖曳绳索等，可以在紧急情况

下快速展开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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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强排水系统和防洪设施的完善。合理设计排水系

统，可以有效排除施工现场的积水，避免因雨水浸泡导致的

基础不稳和土壤侵蚀问题。而防洪设施的建设，如防洪堤、

溢洪道等，可以在洪水来临时保护工程和人员的安全。加强

施工现场的监测设施也是安全硬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安装水位监测仪、地质监测仪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控施工

现场的地质和水文状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预

防措施。

4.3 实施深入的安全风险评估
深入的安全风险评估能够帮助识别和评估特有的风险

因素，洪水、地质变化、水位波动等。通过对这些风险因素

的详细分析，可以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和安全措

施。在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需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包括

地质勘察报告 [5]、气象数据、历史事故案例，以全面了解施

工区域的风险状况。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

潜在风险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的概率和影响程度。深入的安

全风险评估还可以帮助施工方发现被忽视的安全隐患。在评

估过程中会发现施工设计中的不足、施工工艺的缺陷或安全

设施的缺失，从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改正。通过安全风险

评估，可以有效地指导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救援资源的配置。

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因此，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针对性至关

重要。安全风险评估的结果可以为应急预案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4.4 建立健全的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管理体系是针对出现的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进

行有效预防、应对和恢复的一系列组织管理措施。水利工程

遭遇的突发事件包括洪水、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是应急管理体系的

基础。针对发生的各种风险，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应

急响应流程、救援资源配置和人员职责分工，确保在突发事

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应对。通过安装水文监测设

备、地质监测仪器等，实时监测工程周边环境变化，及时发

现潜在风险，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建立专业的救援队伍，

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投入救援

行动。同时，合理配置救援设备，如救生器材、排水泵、应

急照明等，为救援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的研究，发

现施工安全问题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人为因

素、技术设备等。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措

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应加强安全培训，提高施工人

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完善安全硬件措施，建立健全安全

管理体系；提高施工人员素质，选拔和培养专业化的施工队

伍；加大安全投入，提升施工技术水平和设备质量。中小型

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

工程质量和人员生命安全。只有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

有效预防和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为我国水利工程建

设提供安全保障。未来，应继续深入研究施工安全管理的新

技术、新方法，推动施工安全水平的提升，为建设更加安全、

高效的水利工程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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