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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标准，结合多年的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
编写的。
    书中介绍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管理制度和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方法，详细阐述了土方工程
、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焊接工程、结构吊装工程、拆除工程、电气工程、高处作业、施工现场防
火的安全技术与管理，以及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等主面的内容。
    本书可供建筑企业各级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建筑及其相关专业师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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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我国建筑安全生产现状　　一、 我国建筑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　　改
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6989亿元，至2005年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88604亿元，五年增长140%。
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建筑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和
支柱产业。
建筑施工企业的生产过程具有流动性大、劳动力密集、多工种交叉流水作业、手工操作多、劳动强度
大、露天高处作业以及作业环境复杂多变等特点，这些特点隐含诸多危险源，也是安全事故发生的诱
因。
　　总的来看，1994-2000年期间，我国建筑施工事故的发生数、死亡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
的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但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事故发生数死亡人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弹。
2001-2003年事故发生和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2004-2007年事故发生和死亡人数再次呈下降趋势，表明
我国正处在建筑施工事故频繁发生的时期，我国的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又将面临新一轮的考验。
我国建筑施工事故发生数和死亡人数出现反弹，表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我国建筑
安全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地加强和提高，必须进一步有效控制重大事故的发生。
对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从2004年4月17日起，将建筑业施工安全生产列入国家对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的行业，以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建筑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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