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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源安全管理方案

 一、工程概况及目标

1、工程概况：广东省仁化（湘粤界）至博罗公路为武(汉)至深（圳）

高速公路中一段，是广东省规划“九纵五横两环”中“第四纵”的一段，与

京珠高速、粤赣高速及在建的大广高速、韶赣高速一并构成粤北地区直通珠

三角及港澳地区的快捷通道。

本工程合同工期为20个月，工程总造价亿元。

本项目共有27座桥梁，重点工程为龙江2号特大桥，该桥跨越大面积水田

及县道X218，桥长1506m；蒲田互通枢纽含8条匝道、11座桥梁（共1540m），

其中3座桥梁跨广河高速；官山大桥跨越大面积耕地，桥长968m；涵洞、通道

共46座；有6处挖方边坡高度都在30米以上，是工程施工的一个难点和重点。

本项目土石方工程中挖方万方，填方万方。设互通立交2处（蒲田枢纽互

通、官山互通）。

 2、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1）、无发生死亡1人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2）、职工工伤事故重伤率≤0‰；

     （3）、职工工伤事故死亡率≤0‰；

     （4）、一次性设备责任事故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

     （5）、工程、公务、交通车船无发生同等级及以上责任死亡事故；

     （6）、无发生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

 

3、文明施工目标：符合当地政府及业主的相关要求，受政府有关监督部门、业

主或者监理的通报批评率为零；符合标准化管理的要求。

 

4、根据边坡工程和桥梁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的特点，工地现场可能

发生的安全事故有：高处坠落、起重伤害、车辆伤害、物体打击、机械伤害、

坍塌、爆炸事故、失稳倾覆、溺水、火灾、自然灾害、中暑、触电、食物中毒

等，重大风险源安全管理主要针对这几类事故。



二、重大风险源的识别 

公路工程行业属于流动人员从事流动性作业、工序复杂、危险因素较多的

行业，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公路工程行业特性，结合本单位施工项目

的结构、类型、规模、高度、施工环境、施工季节等特点，从人、机、料、法

、环等因素综合分析，识别确认有十四个可能造成人员伤害、财产损失的危险

源为：

1.高处坠落；2.起重伤害；3.车辆伤害4.物体打击；5.机械伤害；6.坍塌；7.

爆炸事故；8.失稳倾覆；9.溺水；10.火灾；11.自然灾害；12.中暑；13.触电

；14.食物中毒.

三、对重大风险源的评价： 

    1、高处坠落——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在生活设施搭建、路基高边坡作业、桥梁的立柱、

盖梁施工和桥梁的梁板架设及防撞栏施工作业可能发生高空坠落事故。生活设

施搭建在脚手架上作业坠落；高山陡壁导线点测量、高挖方换填作业土质松散

或挖方换填作业深基坑保护不当；钻机钻孔作业作业人员从塔台坠落或电路维

修不慎摔落；模板安装拆卸时模板脱落、脚手架搭设踏空或滑脱坠落、砼浇筑

踏空坠落；架桥机、搅拌楼水泥罐拆装作业不慎滑落、梁板架设作业人员不慎

或踏空；桥面上下扶梯踏空或防撞栏挂蓝滑脱坠落作业平台失稳、作业人员踏

空等，可能发生高空坠落事故。

    2、起重伤害——

经危险辩识与风险评估，项目部在预应力构件预制钢筋的吊装、卸钢材摆动伤

人模板装拆吊装大块模板、摆动；吊物过程中脱钩、钢丝绳断裂；移动吊物碰

撞钢丝绳；钢丝绳断裂反弹；制动系统失灵、违章作业或指挥失误；架桥机吊

装预制梁越位倾覆；起重设备吊装作业时地基松软，机械倾覆吊物伤人等，均

有可能出现起重伤害事故。

    3、车辆伤害——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在施工过程中有大量的车辆投入土石方、建筑材料

运输，跨高速施工，生活、施工管理公务用车多；然而项目工期紧、人员缺，



存在疲劳驾驶；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加上施工路段便道隙小、弯多、坡陡、

标致不足；潜在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可能。

    4、物体打击——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工棚搭建、架设电杆、水管安装、脚手架搭设、栈

桥和作业平台搭设、拌和楼安装拆除；模板安装、拆卸、模板除锈；凿桩头、

砼凿毛、高压压浆；高空作业物料堆放不平稳、高空、架上抛掷物品；预应力

张拉设备使用不当，防护不到位等；不正确使用劳保用品、安全管理不到位等

，均有可能出现物体打击事故。

    5、机械伤害——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操作人员违章操作或机械故障未被及时排除带病工

作；机械设备防护不到位、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安全管理检查不到位而发生的

绞、碾、碰、轧、挤等，均有可能出现机械伤害事故。 

    6、坍塌——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桥梁墩柱支架、现浇连续箱梁满堂支架、梁板架设

施工可能发生的坍塌事故。因地质因素发生坍塌；因地基或支架在预压时承载

力不足发生坍塌；通行跨高速通行车辆碰撞支承柱发生坍塌；支架拆除时发生

倒塌等均可能发生的坍塌事故。

    7、爆炸事故——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事故类别分火药爆炸、容器爆炸 

和其它爆炸，公路施工发生多为炸药爆炸。

 8、失稳倾覆——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脚手架、各类支架失稳、倾覆；各类模板和支撑、

各类贝雷架安装及使用过程中失稳、倾覆；施工作业平台未可靠固定失稳、倾

覆；架桥机安装运行拆除、挂篮安装及使用、各类起重设备使用、桩机施工过

程中等失稳、倾覆等均有可能出现失稳倾覆事故。

9、溺水——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水上临边作业，因台风强风袭击或失足坠落河中、

池塘、湖泊中；积水基坑、桩基孔未加盖，在临边作业不谨坠入水中等均有可

能出现溺水事故。



10、火灾——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办公室和宿舍、钢筋加工场等区域内可能发生的火

灾事故。办公室、宿舍吸烟乱扔烟头引起宿舍着火；房间内使用大功率用电器

，致电线局部过热；厨房、洗澡房煤气泄漏或爆炸；电气短路引起火灾；焊接

工作周围或下方有易燃物等均有可能出现火灾事故。

11、自然灾害——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因公路工程施工为野外作业，员工的生活及生产受

天气影响较大，出现自然灾害时，容易引发次生安全事故。水旱灾害：暴雨、

洪水等；气象灾害：台风、冰雹、低温冷冻等；地质灾害：山体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地震灾害；其他自然灾害等容易引发次生安全事故。

12、中暑——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桥梁上部构造施工时，施工人员在炎热天气中高空

作业，容易引起中暑，甚至造成高空坠落或其他事故；由于身体脱水等原因，

容易造成中暑；梁板作业拆除内模。

13、触电——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办公室和宿舍区域生活用电及现场施工设备用电照

明用电可能发生的触电事故。在办公室、宿舍内使用大功率用电器，致电线局

部过热；电线架设、电器安装违章接电,夜间加班作业电线乱接乱拉；钻孔等桥

梁作业、钢筋加工或拌和楼作业误触电源或电源线漏电,砼浇筑振捣器漏电；用

电设备焊接、用电设备漏电、电线破损老化等。

14、食物中毒——

经危险源辩识与风险评价，项目部饭堂食物未洗净购买有残毒蔬菜等可能发生

的食物中毒事故。

四、重大风险源的综合预防、控制措施： 

（一）对重大危险要采取“两个控制”，即前期控制、施工过程控制。

1、前期控制：工程开工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时，针对工程的

各种危险源，制定出防控措施。

2、施工过程控制：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定监督检查，认真落实整改

。 



（二）加强安全生产的综合管理。

1、认真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杜绝一切人为

事故的发生。

2、加强对员工队伍人员的安全教育，提高作业人员素质和安全生产自我保护意

识。

3、增强各级管理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安全专业知识培训。

4、严格加强各种危险源和管理工作，结合工程特点，针对确认的危险源实施相

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五、十四种危险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一）高处坠落事故

1、应急处置措施:

⑴迅速判断伤员受伤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尚未达到前，采取正确的现场

急救方法进行救治。

⑵现场负责人立即拨打120向当地急救中心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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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的联系电话，并派人到

路口接应。同时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

⑶现场负责人立即到达现场，首先了解有关情况，当事故仍在扩大、继续

发展或有人员被困时，现场负责人应与应急救援相关人员商定救援方案，在确

保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工作，以避免事故的扩大。

⑷伤员救治：对伤员应现场进行止血包扎等救治。同时现场救护人员应边

抢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情况。

2、注意事项

⑴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注意事项---

止血抱扎救生人员应戴卫生手套，防止血液感染。

⑵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注意事项---

使用无菌止血、抱扎用品，防止伤口感染。

    ⑶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的注意事项---

探明无二次事故条件下实施救援。



⑷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保证互救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助。

⑸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事项-----

确认施救人员具有足够的救助知识，方可施救，否则应等待专业人员到来救助

。

⑹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消除事故现场障碍特和警戒标志。

⑺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无 

(二)起重伤害事故

1、应急处置措施:

⑴迅速判断伤员受伤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尚未达到前，采取正确的现场

急救方法进行救治。

⑵现场负责人立即拨打120向当地急救中心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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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的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

口接应。同时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

⑶现场负责人立即到达现场，首先了解有关情况，当事故仍在扩大、继续

发展或有人员被困时，现场负责人应与应急救援相关人员商定救援方案，在确

保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工作，以避免事故的扩大。

⑷伤员救治：对伤员应现场进行止血包扎等救治。同时现场救护人员应边

抢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情况。

⑸对倾翻变形塔吊、门式吊的拆卸、修复工作应在专业厂家的指导下进行

。

2、注意事项

⑴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注意事项---

止血抱扎救生人员应戴卫生手套，防止血液感染。

⑵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注意事项---

使用无菌止血、抱扎用品，防止伤口感染。

    ⑶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的注意事项---

探明无二次事故条件下实施救援。

⑷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保证互救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助。



⑸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事项-----

确认施救人员具有足够的救助知识，方可施救，否则应等待专业人员到来救助

。

⑹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消除事故现场障碍特和警戒标志。

⑺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无 

(三)车辆伤害事故

1、应急处置措施:

⑴ 

在正常通行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时，司机还能操作车辆的情况下，停稳车辆

，打开应急灯，在车后50m处摆施警示标志；司乘人员转移到路边安全地方，打

电话向管辖区域交警报警，耐心等待处理。司机受伤不能动作时，由乘车人员

协助完成上述工作。

⑵ 

在施工便道上发生事故，由肇事司机或第一发现人马上向项目部安全事故应急

机构汇报。

⑶ 

当机立断，尽快将受伤人员脱离危险地方，设置警戒，防止外来车辆驶入事故

现场，防止二次伤害。

⑷ 

向当地120急救中心取得联系，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并派曾旭猛同志在

路口处引导救援队和应急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

2、注意事项

⑴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注意事项---

止血抱扎救生人员应戴卫生手套，防止血液感染。

⑵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注意事项---

使用无菌止血、抱扎用品，防止伤口感染。

    ⑶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的注意事项---

探明无二次事故条件下实施救援。



⑷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先应确认车辆发动机已关闭，确认是否漏油，有无爆炸危险，救援人员严禁携

带火种进入事故警戒区内。

    ⑸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事项-----

车辆上配备的灭火器仅能控制一般电器起火初期；卫生人员和配备的急救用品

仅能应付静脉小量流血。

⑹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消除事故现场障碍特和警戒标志。

⑺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无 

(四)物体打击事故

1、应急处置措施:

⑴迅速判断伤员受伤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尚未达到前，采取正确的现场急

救方法进行救治（详见附件4）。

⑵现场负责人立即拨打120向当地急救中心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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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的联系电话，并派曾旭猛

同志到路口接应。同时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

⑶现场负责人立即到达现场，首先了解有关情况，当事故仍在扩大、继续发

展或有人员被困时，现场负责人应与应急救援相关人员商定救援方案，在确保

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工作，以避免事故的扩大。

⑷伤员救治：对伤员应现场进行止血包扎等救治。同时现场救护人员应边抢

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情况。

2、注意事项

⑴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注意事项---

止血抱扎救生人员应戴卫生手套，防止血液感染。

⑵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注意事项---

使用无菌止血、抱扎用品，防止伤口感染。

    ⑶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的注意事项---

探明无二次事故条件下实施救援。



⑷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先应确认车辆发动机已关闭，确认是否漏油，有无爆炸危险，救援人员严禁携

带火种进入事故警戒区内。

    ⑸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事项-----

卫生人员和配备的急救用品仅能应付静脉小量流血。

⑹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消除事故现场障碍特和警戒标志。

⑺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无 

(五)机械伤害事故

1、应急处置措施:

⑴迅速判断伤员受伤情况，在专业急救人员尚未达到前，采取正确的现场急

救方法进行救治。

⑵现场负责人立即拨打120向当地急救中心取得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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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门的联系电话，并派曾旭猛

同志到路口接应。同时现场负责人应立即向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

⑶现场负责人立即到达现场，首先了解有关情况，当事故仍在扩大、继续发

展或有人员被困时，现场负责人应与应急救援相关人员商定救援方案，在确保

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工作，以避免事故的扩大。

⑷伤员救治：对伤员应现场进行止血包扎等救治。同时现场救护人员应边抢

救边记录伤员的受伤部位，受伤程度等情况。

2、注意事项

⑴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注意事项---

止血包扎救生人员应戴卫生手套，防止血液感染。

⑵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注意事项---

使用无菌止血、抱扎用品，防止伤口感染。

    ⑶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的注意事项---

探明无二次事故条件下实施救援。

⑷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保证互救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助。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360140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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