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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的关键是建立一套能够反映工程施工过程实际的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的结果能否客观准确地反映出评价对象的安全现状，因

此构建一套科学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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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建筑业

迅猛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另外，

建筑业作为高危行业，政府加强了对工程项目安全

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提供的资料显示，建筑

施工项目安全生产的整体形势还是严峻的
[1]
。在近年

的城市建设中，以高层建筑为主，其具有风险不确

定性、风险种类繁多且风险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等特

点，并导致施工过程中涌现了大量安全事故，故我

们要找到科学有效的方法来管理施工过程，以期达

到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及其破坏程度的最终目的
[2]
。 

构建一套全面、科学、系统的高层建筑施工安

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得到一个科学客观的风险评

价结果的关键环节，其直接影响到安全风险评价结

果的质量，以及对施工安全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制

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二、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1.系统性原则，要充分考虑导致危险的各个影

响因素
[3]
。指标体系要全面的反映出评价对象的安全

情况，其中整个指标体系分为若干子系统，每个子

系统又可以作为单独的整体，从某个方面反映评价

对象的安全状况。 

2.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要有科学理论依据
[3]
。

评价指标的获得要客观，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根据，

不能仅凭经验和人的主观想法确定。只有评价指标

科学合理，才会得到可靠的安全评价结果。 

3.针对性原则，应针对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指

标体系。通常情况下，应该依照地区、施工企业、

施工环境等的差异建立具体的指标体系
[4]
。 

4.准确性原则，要确保指标信息的准确性，科

学客观的对各级指标进行赋值。 

5.可操作性原则，建立的指标体系可运用到评

价模型中，且符合问题实际，易于运算。 

（二）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初选。经查阅大

量建筑安全事故的资料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统

计的资料显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坍塌、触电、

机械伤害等事故类型占高层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

60%以上，是高层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最主要的类型，

故以此为突破点，全面分析造成这五种安全事故的

风险因素，确定危险源
[5-7]

。 

2.高处坠落事故。高层建筑施工中发生的高处

坠落事故主要有高处作业坠落、洞口临边坠落、脚

手架坠落三大类。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处坠落事故分析 

将上图逐层分析，可以确定诱发高处坠落事故

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作业人员疏忽大意、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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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不到位、照明不足、工作面立足点不可靠、

无安全网或安全带、不具备相应资质、操作失误、

外力冲击、天气原因、制作安装不合格、搭设不合

格、脚手架防护设施设计缺陷、承载力控制缺陷、

杆件链接不合格、扣件等松动、脚手架不按要求交

底验收、荷载计算缺陷等。 

3.物体打击事故。高层建筑施工中发生的物体

打击事故主要有飞出物打击、吊运物打击、其他高

处落物打击。经深层分析，可以确定诱发物体打击

事故的风险因素主要有：设备运行故障、违章操作、

质量缺陷、强风吹落、外力冲击、操作人员失误、

未佩戴安全帽、不具备作业资格、指挥失误、钢丝

绳断裂、超载、物料绑扎不牢、不走安全通道、疏

忽大意、无防护网、违规交叉作业、违规摆放物件、

防护不严、工作人员素质差、未及时检查纠防护设

施等。 

4.坍塌事故。高层建筑施工中发生的坍塌事故

主要有脚手架坍塌、模板坍塌、深基坑坍塌。仔细

分析发现可以导致坍塌事故的风险因素有：人员疏

忽大意、违章作业、指挥失误、安全距离不够、基

坑支护方案缺陷、深基坑作业施工不当、忽视周边

建筑物影响、天气影响、坑外荷载影响、模板作业

方案设计不合理、不按要求支模或拆模、施工荷载

不合要求、模板质量缺陷、受到强自然力等。 

5.触电事故。高层建筑施工中发生的触电事故

通常是在防护缺陷的情况下触碰电源发生的，防护

缺陷分直接防护和间接防护，触电源头分电源线路

漏电和用电机具设备等触电。施工阶段引起触电事

故的因素主要有：安全警示不到位、安全隔离不到

位、作业人员自身防护缺陷、接地或接零防护失效、

漏电保护器失效、未及时检查纠正防护设施、个人

安全意识不足、电源或线路漏电、机具设备意外漏

电等。 

6.机械伤害事故。高层建筑施工中发生的机械

伤害事故有机械正常工作状态伤人、机械故障伤人、

机械检修伤人三方面。根据这个思路分析，可以找

到引起机械伤害事故的风险因素有：疏忽大意、违

章操作、安全距离不够、机械安全防护失效、未佩

戴作业防护用品、防护用品质量缺陷、无专人监护、

误碰开关、维修人员安全防护失效、机械质量缺陷、

指挥失误、操作失误、防护用品使用不正确等。 

（三）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分类 

经过对具体安全事故发生原因的逐层分解发

现，各个安全事故的基本影响因素存在许多重复的

地方，这些因素经过分类总结都可以分为人的因素、

物的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方案及技术因素

五大类，故本文从这五个一级指标着手，对五大类

主要事故的基本风险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得到高层

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因素的统计表，如表 1
[5]
。 

表 1 风险因素统计表 

一级指标 风险因素 

人的因素 

作业人员疏忽大意、身体不适、安全警示不到位、照明不足、不具备相应资质、操作失误、

未及时检查纠正、违章操作、未佩戴安全帽、不具备作业资格、指挥失误、不走安全通道、

违规交叉作业、物料绑扎不牢、违规摆放物件、工作人员素质差、忽视周边建筑物影响、

作业人员自身防护缺陷、个人安全意识不足、未佩戴作业防护用品、无专人监护、误碰开

关、防护用品使用不正确等 

物的因素 

安全警示不到位、照明不足、无安全网或安全带、质量缺陷、制作安装不合格、搭设不合

格、设备运行故障、钢丝绳断裂、接地或接零防护失效、漏电保护器失效、电源或线路漏

电、机具设备意外漏电、防护用品质量缺陷、机械质量缺陷等 

环境因素 
照明不足、工作面立足点不可靠、外力冲击、天气原因、强风吹落、交叉作业、违规摆放

物件、安全距离不够、周边建筑物影响、坑外荷载影响、受到强自然力等 

管理因素 

疏忽大意、安全警示不到位、照明不足、无安全网或安全带、不具备相应资质、未及时检

查纠正、违章操作、外力冲击、指挥失误、无防护网、违规交叉作业、违规摆放物件、防

护不严、工作人员素质差、未及时检查纠防护设施、安全距离不够、无专人监护等 

方案及技术因素 

作业方案缺陷、制作安装不合格、未及时检查纠正、搭设不合格、脚手架防护设施设计缺

陷、承载力控制缺陷、杆件链接不合格、扣件等松动、脚手架不按要求交底验收、荷载计

算缺陷、超载、基坑支护方案缺陷、深基坑作业施工不当、忽视周边建筑物影响、坑外荷

载影响、模板作业方案设计不合理、不按要求支模或拆模、施工荷载不合要求、模板质量

缺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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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参照风险因素统计表和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进一步对风险因素归类总结。例如环境因素中“天

气原因”、“强风吹落”、“受到强自然力”等这些基

本因素可以归类到自然环境影响这个指标，“照明不

足”、“工作面立足点不可靠”、“交叉作业”等基本

因素可以归类到作业环境影响指标内，按照这个方

法总结出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的二级指标，

进而构建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

图 2
[5]

 

图 2 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五）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实用

性分析 

文中指标体系的建立符合风险评价指标建立的

原则，从高层建筑施工中最主要的五类安全事故着

手，全面分析总结可能存在的基本风险因素，逐层

归纳、分类，最后得到科学且比较全面的评价指标

体系，为后续安全风险评价提供基础，也为高层建

筑施工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措施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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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验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将建立

的指标体系运用到高层住宅项目邢台市新世纪嘉园

怡景苑 50#、51#楼的施工安全风险评价中，结合信

息熵和未确知测度理论，成功判定该施工项目风险

等级为Ⅲ级，即安全风险一般。由此可见，此评价

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三、结束语 

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一

套可以比较科学、准确的反映高层建筑施工安全现

状，方便取值，易于运算的指标集合，所以构建一

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能否科学客观地评价高

层建筑施工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有直接关系，通过对

工程安全性的评价研究，可以对现场施工进行全方

位有效地评估，找到安全薄弱环节，尽可能的防范

危险和安全事故的发生，为高层建筑的安全施工提

供理论保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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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ZHENG Chao-xin1, XU D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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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of high-rise buil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 evaluation is to establish a set of index system 
which can reflect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Whether the evaluation index i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or not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which can objectively and accurately reflect the safety situation of 
evaluation objec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 a set of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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