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墙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案

本工程必须达到浙江省标化工地要求。将严格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国家和浙江省关于安全生产的 

有关规定。我司对本工程的安全文明目标为确保浙江省标化 

工地。

一、安全施工主要特点

⑴.本幕墙工程外墙采用搭设脚手架进行施工。

⑵.高空作业频繁，安全隐患多、危险性大；交叉作业多， 

易发生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安全事故。

⑶.夏天温度较高，电焊等使用火灾隐患较大。

⑷.施工任务重，施工范围大，工期紧。

二、安全管理目标

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工作方针， 坚

持以人为本，严格安全管理，严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⑴．坚持“安全第一，人人有责”的原则

施工过程中有始有终“安全第一、人人有责”基本原 则

。

⑵．以人核心

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保护意识。

⑶．以预防为主



以专人看护及楼层巡视为主。把施工过程中所发现的 

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处理解决。

三、安全施工保障体系1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项目经理部

领导安全值班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文明安全检查小组

组长 组长

值班人 成员 成员



2、安全保证网络

⑴．成立由项目经理部主要负责人为首，各管理人员参 

加的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组织领导施工现场的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

⑵.根据本工程的工作量及施工面积，成立项目安全部，

公司

项目经理

安全总监

安全员

技 术 制 作 安 装 劳 务

制作负责人 构件安装负责人 其它专业负责人

施工班组



项目安全部配备 1 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⑶.项目经理部负责人与各专业施工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 

责任书，使安全生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 

层层负责，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的贯彻落实为主。把施工 

过程中所发生的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处理解决。

四、安全施工保证措施

本工程安全施工、安全管理目标是：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采取如下的措施：

1、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建立项目经理、管理人员、岗位操作人员在施工生产过 

程中层层负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明确各自安全生产岗位 

职责。

2、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制度

施工队伍进场前必须对全体人员进行三级安全生产教 

育，规章制度教育，安全知识教育，签订安全协议，对工人 

进行安全交底。

特殊工种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每月召开一次全体

员工会议，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贯彻公司安全规章制度， 

实行鲜明的奖罚制度。

3、设立专职安全员，负责施工现场安全检查

公司在现场设立专职安全员，专门负责与现场甲方协调， 落

实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进场前和施工中对安装人员



进行安全教育。

安全员应每天深入现场进行巡视，并记录安全日记，对

安全设施（脚手架、防护网等）、安全防护措施、安全保护

用品（安全帽、安全带）、设备安全运行情况、现场文明卫

生、对现场人员遵守安全规范的情况进行检查和实施有效的

监督，发现不合格状态，应发出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对

不听劝阻者，经项目经理批准采取停工整改、罚款教育等手段

进行纠正。

具体如下：

（1）安装幕墙用的施工机具在使用前进行严格检查，包 

括各种安全保护装置的运转试验；手电钻、电动改锥、焊钉 

枪等电动工具的绝缘情况；电焊机二次侧把，地线需接长使 

用时，应保证搭接面积，接点处用绝缘胶带包裹好，地线良 

好不能有破皮裂口存在；手持玻璃吸盘和玻璃吸盘机，须检 

查吸附重量和作吸附持续时间试验。

（2）在高层建筑幕墙安装与上部结构施工交叉作业时， 

结构施工层下方须架设挑出 3m 以上防护装置。建筑在地面

上 3m 左右，应搭设挑出 6m 水平安全网。如果架设水平安全

网有困难，可采用其它有效方法，保证安全施工。

（3）施工中脚手架应安全、稳定，能满足施工应承受的 

荷载与气候条件，在荷载作用下不变形、倾斜、摇晃。脚手 

板的铺设要严密、牢固，脚手板两端要固定，严禁存有探头



板。

（1）木制、钢制及竹制跳板施工前都必须检查，跳板本 

身有无不安全因素存在，如裂纹、残边等。

（2）横杆卡扣要牢固，无松动、脱落、打滑等现象，与 

楼体拉接点要牢固。

（3）为了防止密封材料在施工中的溶剂中毒，对溶剂进 

行严格的保管制度。

（4）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后，应执行地盘的规章制度，执 

行国家及地方的有关建安条例。

（5）施工人员进场施工必须服装整齐统一，安全帽、安 

全带、工具袋等劳保用品齐全，持证上岗；焊接操作人员在 

工作时应穿戴好所有防护用具。

（6）施工工地材料必须分类堆放整齐，并有相应的标识

，产品不允许直接接触地面，底部应垫高 100mm，施工人员

施工完后必须清理施工现场，避免材料的损坏丢失。

（7） 为减低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物料在夜间进场， 

进场施工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

（8）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制定每天安全检查范围

及如何防止使用工具落下。

4、防火安全管理

在施工中要针对火警隐患，严格控制火源和执行动火过程 中

的安全焊接措施。



（1） 操作人员必须进行专门培训，掌握焊接的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经过考试合格，取得操作合格证后方准操作。

操作时应持证上岗。徒工学习期间，不能单独操作，必须在

师傅的监护下进行操作。

（2） 严格执行用火审批程序和制度。操作前必须办理用 

火申请手续，经本单位领导同意和消防保卫或安全技术部门 

检查批准，领取用火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操作。

（3） 进行电焊前，应由施工员或班组长向操作、看火人

员进行消防安全技术措施交底，所有交、直流电的金属外壳， 都

必须采取保护接地或接零，焊接的金属设备、结构本身要接地

；任何领导不能以任何借口纵容焊工进行冒险操作，焊接时，

必须设接火斗，防火看护人。

（4） 装过或有易燃、可燃液体、气体及化学危险品的的

容器、管道各设备，在未彻底清洗干净前，不得进行焊接。

（5） 遇有五级以上大风气候时，施工现场的高空各露天 

焊接作业应停止，雨雪天后应先清除施工地点的积水、积雪 

后方可施焊。

领导及生产技术人员，要合理安排工艺和编排施工进度 

程序，在有可燃材料保温的部位，不准进行焊割接作业。必 

要时，应在工艺安排各施工方法上采取严格的防火措施。焊 

接作业不准与油漆、喷漆、脱漆、木工等易燃操作同时间、 

同部位上下交叉作业。



（6） 焊接结束或离开操作现场时，必须切断电源、气源。 

赤热的焊嘴、焊钳以及焊条头等，禁止放在易燃、易燃物品和

可燃物上。

（7）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焊接工具设备。各种用电设备、

照明设备在露天使用时时必须设有防水防雨设施，各种设备 

的防护罩必须齐全。电焊的导线不能与装有气体的气瓶接 

触，也不能与气焊的软管或气体的导管放在一起。焊把线各 

气焊的软管不得从生产、使用、储存、易爆物品的场所或部 

位穿过。

（8） 焊接现场、临时库房必须配备灭火器材，危险性较 

大的应有专人现场监护。

5、人身安全防护措施

（1）安装人员在进入施工现场必须带安全帽。要选择合

格产品，有检验部门批量验证和工厂检验合格证；施工人员 

进入现场前必须检查安全帽是否损坏，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施工人员带安全帽时必须系好下额带，以防发生高处坠落， 

帽飞人落的现象。

（2）高空施工操作时必须系好安全带。安全带要选用合 

格产品，有厂家永久字样的商标及合格证。进入现场必须检 

查安全带是否完好，安全带必须挂在牢固结实的地方。

（3）施工人员应配置工具袋、工具箱，以防工具的掉落。 

工具用后放入工具袋、工具箱内。施工中待用物料放置时距



洞口及楼板沿水平距离 1 米以上。收工后，做到工完场清。

（1）在高层建筑幕墙与上部结构施工交叉作业时，结构 

施工层下方须挑出 3 米以上的防护装置，如果架设安全网有

困难，可采用其他有效方法，保证安全施工。

6、临边作业安全保护规范

（1）对临边高处作业，必须设置防护措施，并符合下列 

规定：

（a）尚未安装栏杆或拦板的阳台、料台与挑平台周边、 

雨篷与挑檐边，无外脚手的屋面与楼层周边等处，都必须设 

置防护栏杆。

（b）头层墙高度超过 3.2 米的二层楼面周边，以及无外

脚手的高度超过 3.2 米的楼层周边，必须在外围架设安全网

一道。

（c）分层施工的楼梯口和梯段边，必须安装临时护栏， 

顶层楼梯口应随工程结构进度安装正式防护栏杆。

（d）井架与施工用电梯和脚手架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 

边必须设备防护栏杆，地面通道上部应装设安全防护棚。

（e）各种垂直运输接料平台，除两侧设防护栏外，平台 

口还应设置安全门或活动防护栏杆。

（2）临边防护栏杆杆件的规格及连接要求，应符合以下 

规定：

（a） 毛竹横杆小头有效直径不应小于 70cm，上杆梢径不



小于 60mm，栏杆柱梢径不应小于 75mm，并须用相应长度的

圆钉钉紧，或用不小于 12 号的镀锌钢丝绑扎，要求表面平

顺和隐固动摇。

（a） 钢筋横杆上杆直径不应小于 16mm，上杆直径不应小

于 14mm，栏杆柱直径不应小于 18mm，并用电焊或镀锌钢丝

绑扎固定。

（b） 钢管横杆及栏杆柱均采用∮48*（2.75-3.5）mm 的

管材，以扣件或电焊固定。

（c） 以其他钢材如角钢等作防护栏杆时，应选用强度相 

当的规格，以电焊固定。

（3）搭设临边栏杆时，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a） 防护栏杆应由上、下两道横杆及栏杆柱组成，上杆 

离地高度为 1.0-1.2m，下栏离地高度为 0.5-0.6m，除经设

计计算外，横杆长度大于 2m 时，须加设栏杆柱。

（b） 当在混凝土楼面、层面或墙面上固定时，可用埋件

与钢管或钢筋焊牢，采用竹、木栏杆时，可在埋件焊接 30cm 

长的 50*5 角钢，其上下各钻一孔，然后用 10mm 螺栓与竹、

木栏杆拴牢。

（c） 当在砖或砌块上进行固定时，可预先砌入规格相适 

应的 80*6 弯转扁钢作埋件的混凝土块，然后用上项方法固

定。

（d） 栏杆柱的固定及其与横杆的连接，其整体构造应使



防护栏杆在上杆任何处，能经受任何方向的 1000N 外力，当

栏杆所处位置有发生人群拥护、车辆冲击或物体碰撞等可能 

时，应加大横杆截面或加密柱距。

（a） 防护栏杆必须自上而下用安全立网封闭，或在栏杆

下边设置严密固定的高度不低于 18mm 的挡脚板或 40mm 的挡

笆、挡脚板与挡脚笆上如有孔眼，不应大于 25mm，必须自上

而下加挂安全岗或满扎竹笆。

（b） 当临边的外侧面临街道时，除防护栏外，敞口立面 

必须采取满挂安全网或其他可靠措施作全封闭处理。

7、攀登作业安全保护方案

（1）现场攀登应借助建筑结构或脚手架上的登高设施， 

也可采用载人的垂直运输设备，进行攀登作业时可使用梯子 

或采用其它攀登设施。

（2）攀登的用具，结构构造上必须牢固可靠，供人上下 

的踏板其使用荷载不应大于 3000N 当梯面上有特殊作业，重

量超过上述荷载时，应按实际情况加以验算。

（3）移动式梯子，均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验收其质量。

（4）梯脚底部应坚实，不得垫高使用。梯子的上端应有 

固定措施，立梯工作角度以 75°±5°为宜，踏板上下间距以 

30cm 为宜，不得有缺档。

（5）梯子如需接长使用，必须有可行的连接措施，且接 

头不得超过 1 处，连接后梯梁的强度，不应低于单梯梯梁的



强度。

（1）折梯使用时上部夹角以 35°-15°为宜，铰链必须牢

固，并应有可靠的拉撑措施。

（2）固定式直爬梯应用金属材料制成，梯宽不应大于50cm 

支撑应采用不小于 70*6 的角钢，埋设与焊接均必须牢固， 

梯子顶端的踏棍应与攀登顶面齐平并加设 1-1.5M 高的扶手， 

使用直爬梯进行攀登作业时，攀登高度以 5m 为宜，超过 5m 时

应加设防护笼，超过 8m 时，必须设置梯间平台。

（3）作业人员应从规定的通道上下，不得在阳台之间等 

非规定通道进行攀登，也不得任意利用吊车臂架等施工设备 

进行攀登。

（4）作业人员上下梯子时，必须面向梯子，且手中不得 

持有材料，以便双手握紧梯子。

8、悬空作业安全保护方案

（1） 悬空作业处应有牢靠的立足处，并必须视具体情况

，配置防护栏网、栏杆或其它安全设施。

（2） 悬空作业时所用的索具、脚手板、吊篮、吊笼、平 

台等设备，均需经过技术鉴定或检证方可使用。

（3） 构件吊装时的悬空作业，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a） 构件应尽可能在地面组装，并应搭设进行临时固定

、电焊、高强螺栓连接等工序的高空安全设施，随构件同时

吊装就位，拆卸时的安全措施亦应一并考虑和落实。



（b） 悬空安装构件或单独吊装大中型构件时，必须站在 

操作台上操作。

（四）安全生产应急突发事件的保证措施 

1、触电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 应当机立断的脱离电源，尽可能的立即切断总电源（ 

关闭电路），亦可用现场得到的干燥木棒或绳子等非导电体

移开电线或电器。

（2） 应将伤员立即脱离危险地方，组织人员进行抢救。

（3） 若发现触电者呼吸或呼吸心跳均停止，则将伤员仰卧 

在平地上或平板上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或同时进行体外心脏 

按压。

（4） 立即拨打 120 救护中心与医院取得联系（医院在附近

的直接送往医院），应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并派

人到路口接应。

2、大型机械设备倒塌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事故发生后应立即切断电源。

（2）组织人员抢救伤员尽快解除重物压迫，减少挤压综合 

症的发生，并转移至安全地方。

（3）若挤压部位有开放创伤及出血者，应及时止血。

（4）若有骨折（伤肢等）应及时的用夹板等简单的固定。

（5）拨打 120 救护中心与医院取得联系（医院在附近的直

接送往医院），应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并派人到



路口接应。

3、高空坠落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迅速将伤员脱离危险场地，移至安全地带。

（2）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发现窒息者，应及时解除其呼吸

道梗阻和呼吸机能障碍，解开伤员衣领，消除伤员口鼻、咽、 喉

部的异物、血块、分泌物、呕吐物等。

（3）有效止血，包扎伤口。

（4）若伤员有骨折，关节伤、肢体挤压伤，大块软组织伤 

都要固定。

（5）若伤员有断肢等应尽量用干净的干布（灭菌敷料）包 

裹装入塑料袋内，随伤员转送。

（6）预防感染、止痛，可以给伤员用抗生素和止痛剂。

（7）记录伤情，现场救护人员应边抢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 

机制，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第一手资料。

（8）拨打 120 救护中心与医院取得联系，应详细说明事故

地点、严重程度，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4、火灾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火灾发生现场人员应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抢救被火围 

困人员。

（2） 把被浓烟窒息昏迷者背到空气新鲜畅通处，托起患者

的下颚，使病人的头极度后爷，猛压病人上腹部来畅通气道， 有

必要时，抢救者用手捏闭病人的鼻孔，然后吸足气进行口



对口人工呼吸。

（3）项目负责人拨打急救电话 120 和火警 119,详细说明事

故地点、事故程度及本部门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4）安全员组织人员进行灭火扑救。

（5）项目负责人负责现场的物资、车辆的调度。 

5、事物中毒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立即向急救中心 120 呼救，详细说明中毒后的反映、

中毒程度及地点，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2）用人工刺激法，用手指或钝物刺激中毒者的咽弓及咽 

后壁，用来催吐，如此反复直到吐出物为清亮液体为止。

（3）对可疑的事物禁止再食用，收集呕吐物、排泄物及血 

尿送到医院做毒物分析。

（4）对于催吐无效或神态不清者可让其喝牛奶或蛋清等润 

滑剂来洗胃，结合毒物面防止毒物的吸收并保护胃粘膜。

（5）用硫酸镁 15-30g 加水 200ml 开给中毒者导泻。

6、有毒气体中毒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现场人员发现有中毒人员应立即通知应急小组成员。

（2）现场人员应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抢救中毒人员，并将 

患者移到通风良好、空气新鲜的地方，注意保暖。

（3）项目负责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详细说明中毒的症 状

、反映及事故地点，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4）安全员应组织人员松解患者的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



消除口鼻分泌物，如发现呼吸骤停，应立即口对口进行人工 

呼吸，并实施心脏体外按摩。

（5）查找气体中毒原因，排除隐患，防止事故扩大或再发 

生。

7、中暑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发现有工作人员中暑，班组长应立即把中暑人员扶到 

阴凉处休息。

（2）报告项目部安全员，在安全员指导下给患者服用解暑 

药品。

（3）安全员组织人员给患者进行物理降温（冰水、冰袋冷敖

头及腋下等），加强通风及散热。

（4）对重症中暑者，必要时送医院治疗。可静脉滴注冬眠 

灵 25-50mg 加入 5％葡萄糖盐水 500ml 中，静点时需观察血

压，以防血压将至过低；痉挛抽搐者可给予安定及 10％葡萄

糖酸钙等缓慢静脉注射，高热大于 41℃半休克者，可快速静

脉滴入 5％的葡萄糖盐水。

8、台风应急预案以及抵抗的措施

（1）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施工人员应取下工地上悬挂的东西；检查电路、电器 

设备等设施是否安全。

（3） 在台风即将来临时，应组织人员及时撤离施工现场， 

对已上墙成品要做好加固和保险，防止幕墙面板刮飞。



（4） 对场外堆场内的物品及时转移到室内避风，并绑扎牢 

固。

（5） 台风来临时，项目部应准备足够的应急电源、蜡烛及 

饮用水。

（6）对临时用房设施进行加固和防漏，防止发生倒塌。

（7）遇到危险时，应拨打当地政府的防灾电话求救。

（五）特殊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1、施工用电安全操作规程

（1）严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并满足《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要求。

（2）专业电工须持证上岗，电工作业时，按规定穿好防护鞋，

使用绝缘安全用具。

（3）配电线路需定期巡视、检查，供电系统做到三级配电， 

二级保护。

（4）配电箱由专人保管并维修，非专业人员不准盲目操作电

器设备。

（5）施工前检查供电设备是否完好，出现故障通知管理人员

，由专业电工维修。

（6）使用施工机具要做到一机、一闸、一漏的要求，严禁使 

用损坏的插头，插座及绝缘老化的电线。

（7）用电设备不准带病运行，专业电工要每天巡查并做好 

记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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