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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高层工程安全管理创新与实践》编著者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等
。

《超高层工程安全管理创新与实践》内容提要：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广州西塔）位列全球超高层建筑
前十位，在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安全生产成就。
本书根据广州西塔的安全建设实际，从一系列管理举措、管理文档和许多典型事例中，梳理西塔安全
管理所蕴藏的内在机理与精华，系统地总结出独特的西塔安全管理模式，并提取西塔项目的安全管理
经验精华，由浅入深详细总结了超高层项目安全管理流程。
同时，按照西塔项目的重点工艺进行施工流程的梳理，从工艺流程中识别项目的结构、人员、机具的
安全隐患，并总结西塔在各个施工环节中如何透过安全管理和技术创新降低、避免或消除这些相关的
安全隐患，成为未来超高层建筑安全管理人员参考的重要经验。

本书可作为建设项目的管理人员，科研院所从事工程管理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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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电路的布置和安装　　（1）线路架空或埋设避免工人绊倒跌伤　　施工现场人员众多，流动
性大，电缆线路布置密集跨度长，工人在行进中若不小心绊到，将发生跌倒损伤事故。
西塔项目通过对线路采取架空、埋设的敷设方式，有效地将电缆线与工人活动空间进行隔离，杜绝了
绊倒情况的发生。
　　下面对具体做法进行说明：　　水平方向上，以主塔楼首层±0.000的线路敷设为例，由于现场设
备比较分散，工期紧且前期现场作业面不好，主干线采用电缆沟方式敷设至指定首层结构，沿首层结
构临边防护栏杆下侧进入。
在不具备永久固定情况下，采取沿墙边临时穿PVC管保护并砌简易电缆沟敷设；待现场具备作业面后
，采用电缆沟方式纠正。
在首层结构临边，利用临边结构柱，或用铁丝（钢丝绳）悬挂电缆方式、水泥电杆架空线路方式敷设
架空线路。
　　竖向方向上，室外采用专用支架固定于建筑结构上或穿管、用铁线架空后，再将电缆穿管绑扎在
铁丝线上，或将电缆按100m分段悬空从上往下架设，中间进行抱箍加固措施；主楼采用10#槽钢与结
构层水平面支撑后，从上往下架设，48层以上受结构空间影响，变为从下往上架设。
　　（2）绝缘铁丝绑扎确保缆线自身稳定　　缆线越长自重越大，沿竖向方向悬挂时，自身的稳定
和紧固对供电安全影响极大，一旦缆线从绑扎体上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西塔首先从配置人手，如钢结构四个回路需配置100m，自重近89.4kg，考虑安装自重及现场堆放的问
题，对其进行分段配置，分2段即50m交替架设上移。
　　在电缆敷设之初，总包组织临电方面的专家在现场多次考察，从线路布局的优化和施工影响的降
低两个方面反复论证，最后确定了安全合理的电缆敷设通道井。
竖向电缆通过室内专用线路管井进行敷设，避免了缆线随着高度的增加受风力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西塔还创新了绝缘铁丝水平架空安装方法，绝缘铁丝就是在铁丝的外面包上一层绝缘塑料皮，塑
料满足了绝缘的要求，铁丝韧性好价格低，采用其对缆线进行绑扎，既发挥了铁丝足够牢固的特点，
又实现了成本的大幅节约，是一项既安全又经济的举措，值得业界借鉴和推广。
　　⋯⋯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高层工程安全管理创新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