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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建设施工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如何有效地防范事故，确保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是每个安全施工管理者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和神圣使命。
　　《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是电力建设职工在反事故斗争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新方法，
是对事故预防科学理论新的认识和概括，它揭示了新时期安全文明施工的基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值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
　　《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以通俗的语言，简练的文字，深人浅出地叙述和阐明了电力
建设施工危险点的含义、成因、特点以及分析预控方法和措施，既有理论认识，又有各专业的分析预
控措施，面向电力施工企业各级安全管理者和班组职工，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第1版）自2002年出版发行以来，推动了电力施工企业广泛
开展危险点分析预控工作，已成为电力施工企业职工的良师益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施工作业中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同时也有一些方法遭到淘汰，
为了更贴近工作实际，指导更有针对性，我们对《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第1版）进行
了修改、补充，编写了《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第2版）。
　　本书由田雨平、周凤鸣主编，郎德彬、孙忠昌、于连迅等参加编写；全书由田雨平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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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第2版）》是《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的第二版
，全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电力建设工程在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事故的地点、部位、场所、工器具
或行为等诱发事故的危险点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制定出可靠的安全控制措施，变被动防范为主动控制
，以确保施工安全。
　　《电力建设危险点分析及预控措施（第2版）》读者对象为电力施工企业各级行政管理干部、安
全监督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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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危险点是如何演变成事故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事故往往是预料之外、瞬间发生的。
古人也常讲“祸从天降”、“飞来横祸”等等。
其实，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遵循着从无到有、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
事故也不例外，事故是存在于生产中的危险点逐渐生成、扩大和发展而形成的，在危险点的量变期间
，人们没能引起重视而任其产生质的变化，最终造成了伤害和损失。
　　分析一起起具体的事故，可以看到：危险点演变成现实的事故，一般要经历潜伏、渐进、临界和
突变这四个阶段。
　　（1）潜伏阶段。
这是指危险点已经生成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其固有的姿态而存在的阶段。
它是事故发生的初始阶段或萌芽状态，但还不至于很快地导致现实事故。
　　1）机械设备虽然存在着缺陷，但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不易被操作者所觉察。
　　2）作业人员处于危险环境，存在侥幸心理，麻痹大意，明知作业对象存在危险点却疏于防范。
　　3）危险点没有交底讲明，作业人员有险不知险。
　　4）安全措施虽然拟定了，但存在重大漏洞，应该重点防范之处却无所防范。
这些都会成为生成事故的根源。
　　（2）渐进阶段。
这是指潜在的危险点逐渐扩大的过程，它仍然处于事故的量变时期。
在这个量变时期，机械设备原有的缺陷随着频繁的工作运行和时间的推移，将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缺陷
。
比如：原有的焊道质量差，不够牢固，现已开焊裂缝；电源线超负荷，现已发热。
违章操作也会给危险点的扩大创造外部条件，而一旦危险点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由量变引起质变，
造成现实的事故。
如某单位罐车人孔爆开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正值冬季，气温较低，加热时间不到5h，碱液中结晶体未全部溶化，出碱管被堵，碱液压不出
来。
操作人员误以为罐内压力低，便盲目提高压力0．49MPa，超过该罐车允许值（罐体工作压力为0
．098MPa，进风压力不得超过O．196MPa），严重超压，从而埋下隐患。
在超压的情况下，仍卸不出碱，操作人员以为人孔门漏气，就违章带压紧人孔门螺钉。
这处螺钉又因年久失修，腐蚀严重而滑扣，把人孔门崩开，一名操作人员被气浪掀起，从碱罐平台（
高3．58m）摔下，脑损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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