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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发生各类事故100万起以上，死亡13万人以上。
其中，一次死亡10～29人的特大事故平均3天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平均30天一起。
建筑业作为仅次于煤矿的第二大事故行业，从业人员近4000万人，其中，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年均发
生事故1260起，死亡1318人，三级以上重大事故年均40起，死亡170人。
如2003年10月7日，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益华广场中庭在施工过程中坍塌，造成16人死亡；5人重伤
；2005年9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西西工程4号地项目工地，在浇注混凝土时模板支撑系统坍塌，造成8
人死亡，21人受伤；2005年12月14日，石家庄桥东污水处理厂污泥消化池在施工过程中坍塌，造成6人
死亡。
建筑安全事故不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而且，影响伤亡职工家属的生存，危及和谐社会建
设。
　　各类事故的频发，受到社会各界、政府的广泛关注。
自《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颁布实施
以来，安全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事故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因此，为实现生产和生活安全，就必
须保持人的安全性、物的安全性状态的持续性。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全社会成员的安全生产科学知识、安全意识、安全风险识
别、应对技能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为此，本书按建筑生命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与控制理论方法，本着建筑工程施工伤害事故是可以预防、
减少的，通过有效管理可以实现零伤害的目标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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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工业是仅次于煤炭行业的高风险性行业。
本书针对土木工程学科安全工程技术理论薄弱的状况，以安全科学、管理科学、工程项目管理等方面
知识为基础，结合现代建设工程施工技术，介绍了国内外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制度的变迁和管理方法，
安全事故致因理论和事故管理方法，现代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安全生产危险因素控制的现
场安全检查、企业安全评价方法，以 及我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依据、程序和内容，最后介绍了几例
典型事故案例。
本书可作为土木工程领域大学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研究和现场管理人员工作
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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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安全与安全科学技术　　1.1.1　安全科学的发展　　直观地讲，安全即免
受伤害，而人员或财产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称为危险。
安全科学技术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可能危险的产生、控制以及消除的系统理论、方法与技术。
它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目的是应对自然灾害、人为灾难给人类所带来的
物质损失以及人身伤害。
如，早期人类搭建楼宇，修筑宫殿，采用冬季洒水制冰的方法搬用物料，不仅减轻了人类的劳动强度
，同时减少了伤害事件的发生；古代生产、狩猎工具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的；古代战争中使用的盾，即
是保护自身安全的实用兵器。
公元989年，北宋建筑学家喻皓主持建造了杭州梵天寺塔和汴凉开宝寺灵威木塔，木塔高11层，建造中
在每一层塔体周围设置一圈帷幕加以遮挡，起安全网作用，从而保证建造者的安全。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详尽记载了处理矿内瓦斯和顶板的安全技术，指出“初见煤端
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出”；采煤时“其上支板，
以防亚崩耳。
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
这一时期，人们对安全的认识是盲目的，出于保护自身不被伤害的生物本能，逐渐摸索出了实用方法
。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现代建造与矿业安全工程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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