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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

1 编制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全省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组织编写了《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

识别图集》（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

本图集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最新要求，共分为编制说明、编制依据、资料安全隐患、工程实体安全隐患等 4部分。其中：

资料安全隐患主要是分为专项施工方案、技术管理资料等 2个方面，工程实体安全隐患分为构件运输、构件存放、构件吊装、构件安

装、模板与临时支撑、高处作业、外防护等 7 个方面，精心选录了 72 张有代表性的安全隐患照片，直观展示了房屋建筑工程装配式

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常见安全隐患和问题，分析了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提出整改措施和规范要求及正确示例，让广大建筑施工专业技

术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能准确、便捷、快速辨识装配式混凝土工程中的隐患问题，并及时整改。本图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可作为全省装配式混凝土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重要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参考手

册。

由于编制时间较紧，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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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8 号）

2.5《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2018〕37 号）

2.6《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

2.7《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

2.8《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2.9《工厂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 4387-2008）

2.1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2011)

2.11《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2.12《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

2.13《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

2.14《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

2.15《起重机 安全 起重吊具》（GB/T 41098-2021）

2.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2014）

2.17《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2012）

2.18《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2.19《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2010）

2.20《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2012）

2.21《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 300-2013）

2.22《汽车起重机》(JB/T 9738-2015）

2.23《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210-2021）

2.24《建筑施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DBJ/T 15-233-2021）



3

3 资料安全隐患

序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1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

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内容不满足《编制指

南》的要求。

2.未有计算书或内容不齐全。应包括设备及吊具的吊装能力验

算、临时支撑系统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验算、支撑层承载力验

算、模板支撑系统验算、外脚手架安全防护系统设计验算等。

3.缺少必要的施工图纸。应包括安装流程图、主要类型构件的安

装连接节点构造图，各类吊点构造详图、临时支撑系统设计

图、外防护脚手架系统图、 模板支撑系统图、吊装设备及构

件临时堆放场地布置图等。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

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一、十二条及附件 1。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第四项。

2
审核审批

手续

1.审核、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

2.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方案，未组织专家论证。

3.专家论证后未明确针对性意见。

4.对于论证意见为“修改后通过的”，未按专家意见修改，未经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重新审核审批和专家签字确认。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

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中第十二条～第十五条、附件 2。

3

专项施工

方案交底

和安全技

术交底

1.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未向施工

现场管理人员进行专项施工方案交底。

2.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术交底。

3.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内容未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备、施工流

程、施工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4.无经双方签名确认的文字材料。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

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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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4

技

术

管

理

资

料

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

和上岗情

况

1.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2.持证上岗人数不满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

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

十九条。

6 合格证 1.未有产品出厂合格证。

8
检查与验

收

1.验收记录与现场施工进度不符。

2.参加验收人员不符合规定，验收内容未有量化，责任人未签

名。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

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第二十三条。

9
应急救援

预案

1.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应急救援预案不具有针对性或不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四十八

条。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8 号）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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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构件运输】类隐患

4.1.1 构件吊装运输索具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吊装带磨损 吊装带完好 吊装带、钢丝绳完好

隐患现象：构件吊装带磨损严重。

风险分析：吊装带使用时间较长，导致磨损破坏，造成构件倾倒人员伤亡的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予以报废。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4.2 条使用吊具和索具应符合下列规定：1

吊具和索具的性能、规格应满足吊运的要求，并与环境条件相适应；2 作业前应对吊具和索具进行检查，确认完好后方可

投入使用；3承载时不得超过额定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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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构件吊装运输索具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倾倒 构件用吊装带捆绑固定

隐患现象：构件倾倒。

风险分析：构件未固定牢固，造成构件倾倒和起重伤害。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采用吊装带绑扎牢固。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4.2 条使用吊具和索具应符合下列规定：1

吊具和索具的性能、规格应满足吊运的要求，并与环境条件相适应；2 作业前应对吊具和索具进行检查，确认完好后方可

投入使用；3 承载时不得超过额定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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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构件装车-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叠合板装运叠放层数较多 叠放层数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叠合板装运叠放层数较多。

风险分析：达到道路限高，车辆无法通过，造成叠合板撒落。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减少装货量，叠放层数不得超过 6层。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4 条：4 应根据构件特点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托架、靠放架、

插放架应进行专门设计，进行强度、稳定性和刚度验算:4) 水平运输时，预制梁、柱构件叠放不宜超过 3 层，板类构件叠

放不宜超过 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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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构件装车-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叠合板装运超出装车范围、无捆扎 叠合板装运规范

隐患现象：叠合板装运超出装车范围、无捆扎。

风险分析：易造成叠合板滑落导致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叠合板装运应捆绑稳固牢靠，整车重心高度应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规范要求：《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2012）第 6.1.4 条 装载的物品应捆绑稳固牢靠，整车重心高度应控制在规定范围

内，轮式机具和圆形物件装运时应采取防止滚动的措施。《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4 条：

1 应根据预制构件种类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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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构件装车-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叠合板装运未采用托盘 叠合板采用托盘装运

隐患现象：叠合板装运未采用托盘。

风险分析：构件容易滑动受损，叠合板滑落导致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叠合板应采用托盘装运。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4 条：4 应根据构件特点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托架、靠放架、

插放架应进行专门设计，进行强度、稳定性和刚度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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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运输车行驶-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运输下坡转弯车速度过快，构件甩出 运输道路布设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运输下坡转弯车速度过快，构件甩出。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甩出，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在运输道路设置限速标识，设置专人管控，构件应捆

绑牢固。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2.3 条：2

施工场地内道路应按照构件运输车辆的要求合理设置转弯半径及道路

坡度。《工厂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 4387-2008）第

6.4.2 条：机动车行驶下列地点、路段或遇到特殊情况时的限速要求应符合表 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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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运输车行驶-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运输道路不平 运输道路平整坚实

隐患现象：运输道路不平。

风险分析：导致运输车辆颠簸，造成构件损伤或掉落。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对运输道路进行平整坚实。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3.8.2 条：施工现场车辆行驶道路应平整坚实，在特殊路段应设置

反光柱、爆闪灯、转角灯等设施，车辆行驶应遵守施工现场限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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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构件存放】类隐患

4.2.1 堆放场地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存放场地地面不符合要求 存放场地地面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存放场地地面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对堆放场地进行平整及硬化，浇筑成型的场地平整和不积水。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1 存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排水措施。《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3 条：1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并应有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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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存放管理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构件存放混乱 预制构件分区域存放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存放混乱。

风险分析：易造成构件丢失、遗漏或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预制构件场进行分区管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2 存放库区宜实行分区管理和信息化台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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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构件标识缺失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构件标识缺失 预制构件标识规范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标识缺失。

风险分析：易造成构件的重新安装或更换。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做好预制构件的标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3 应按照产品品种、规格型号、检验状态分类存放，产

品标识应明确、耐久，预埋吊件应朝上，标识应向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3 条：2 预埋

吊件应朝上，标识宜朝向堆垛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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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垫块设置-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垫块未设置 垫块设置不合理 垫块设置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垫块未设置或设置不合理。

风险分析：易导致预制构件存放或搬运过程中受到不均匀的力，造成构件变形、破损或表面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根据预制构件品种及规格型号合理设置垫块，垫块位置应该上下垂直方向一致。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 预制构件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4 应合理设置垫块支点位

置，确保预制构件存放稳定，支点宜与起吊点位置一致。《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3 条：3 构

件支垫应坚实，垫块在构件下的位置宜与脱模、吊装时的起吊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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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垫块设置-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楼梯板未设置支点 楼梯板支点设置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楼梯板未设置垫木支点。

风险分析：易导致构件磕崩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根据预制构件品种及规格型号合理设置垫块。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 预制构件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4 应合理设置垫块支点位

置，确保预制构件存放稳定，支点宜与起吊点位置一致。《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3 条：3 构

件支垫应坚实，垫块在构件下的位置宜与脱模、吊装时的起吊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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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预制板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板叠放层数过多 预制构件叠放层数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板叠放层数过多。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的破损、变形或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多层叠放时不超过 6层，叠放应满足安装顺序要求，先吊装的底层构件在上，后吊装的上层构件在下。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6 预制构件多层叠放时，每层构件间的垫块应上下对齐；

预制楼板、叠合板、阳台板和空调板等构件宜平放，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6 层。长期存放时，应采取措施控制预应力构件起

拱值和叠合板翘曲变形；7 预制柱、梁等细长构件宜平放且用两条垫木支撑。《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DBJ/T 15-210-2021）第 8.5.1 条：叠合墙板宜采用直立存放，也可采用水平叠放。当采用直立方式时，应采用具有足

够强度和刚度的专用支架；当水平叠放时，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6层，支垫位置应根据结构受力计算确定，支垫长度宜满足

板宽要求并垂直于钢筋桁架方向设置，各层支垫必须在一条垂直线上，当板长大于 4m 时，宜适当增加支垫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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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预制内外墙板、挂板-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飘窗堆放未采用专用支架 预制飘窗堆放采用专用支架

隐患现象：预制飘窗堆放未采用专用支架。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倾翻、破损、变形或损坏。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采用合格专用支架，连接止水条、高低口、墙体转角等薄弱部位，采用定型保护垫块或专用套件作加强保护。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8 预制内外墙板、挂板宜采用专用支架直立存放，支架

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薄弱构件、构件薄弱部位和门窗洞口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4 条：1 当采用靠放架堆放或运输构件时，靠放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与地面

倾斜角度宜大于 80°；墙板宜对称靠放且外饰面朝外，构件上部宜采用木垫块隔离；运输时构件应采取固定措施。《装配

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210-2021）第 8.5.2 条：薄弱构件、构件薄弱部位及门窗洞口在存放和吊运

时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



19

4.2.8 预制内外墙板-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插放架不符合要求 直立存放未设置插放架 插放架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墙板插放架不符合要求或未设置专用插放架。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设置插放架。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2 条：8 预制内外墙板、挂板宜采用专用支架直立存放，支架

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薄弱构件、构件薄弱部位和门窗洞口应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施。《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1.5.4 条：1 当采用靠放架堆放或运输构件时，靠放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与地面

倾斜角度宜大于 80；墙板宜对称靠放且外饰面朝外，构件上部宜采用木垫块隔离；运输时构件应采取固定措施。第

11.5.4 条：2 当采用插放架直立堆放或运输构件时，宜采取直立运输方式；插放架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应支垫

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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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构件未正确使用支架存放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墙板存放未设置插放架 墙板存放设置插放架

隐患现象：墙板存放未设置插放架。

风险分析：导致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墙板存放设置插放架。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2.3 条：3 预制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后，应按规格、品种、使用

部位、吊装顺序分别设置存放场地、存放场地应设置在吊装设备的有效起重范围内，且应在堆垛之间设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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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构件吊装】类隐患

4.3.1 吊装设备-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钩无防脱钩装置 吊钩防脱钩装置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钩无防脱钩装置或防脱钩装置失效。

风险分析：起重吊装时容易导致钢丝绳吊索或吊具脱钩，重物坠落伤人。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吊钩。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6.3.5 条：滑轮、卷筒均应设有钢丝绳防脱

装置；吊钩应设有钢丝绳防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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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吊装设备-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汽车吊支腿支承面不符合要求 汽车吊支腿支承面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汽车吊支腿支承面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汽车吊支腿支承面不平整、坚实，易导致汽车吊倾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停止吊装作业，汽车吊支腿支承面进行平整、硬化，根据支腿荷载，设置相应的支承板（钢板或木方）。

规范要求：《汽车起重机》(JB/T 9738-2015）第 4.1.1 条规定：停机地面应坚实，作业过程中不得下陷，必要时应采取措施满足承载

要求。行驶时地（路）面的承载能力不得小于起重机的接地比压和轴荷。第 4.1.2 条规定：使用时，应支撑起支腿，使所

有轮胎离地，整机保持水平状态，回转支撑安装平面的倾斜度不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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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吊点-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点设置不合理 吊点设置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点设置不合理。

风险分析：易导致构件在空中失稳，造成高空坠物伤人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按规定设置吊点数量及位置。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条：2 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接可靠，

应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的措施。《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DBJ/T 15-210-2021）第 9.3.4 条：2 预制板起吊的时候至少要有 4 个吊点，吊点位置为钢筋桁架上弦与腹筋交接处；

需用专用索链和 4个闭合吊钩，平均分担受力，多点均衡起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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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吊点-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点混凝土开裂不满足要求 吊点混凝土强度满足要求

隐患现象：吊点混凝土开裂。

风险分析：吊点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导致构件空中脱钩，造成安全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立即整改，不符合施工要求及时修复或返厂。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2012）第 3.0.7 条：绑扎所用的吊索、卡环、绳扣等的规格应根据计算

确定。起吊前，应对起重机钢丝绳及连接部位和吊具进行检查。《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9.5.2 条：

2 应核对预制构件混凝土强度及预制构件和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等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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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吊点-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点采用螺纹钢 吊点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点采用螺纹钢或吊点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易导致吊点破坏或吊点脱钩，造成高空坠物伤人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吊点按规范要求设置。

规范要求：《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第 9.7.5 条：预制构件宜采用内埋式螺母、内埋式吊杆或预留吊装孔，并采用

配套的专用吊具实现吊装，也可采用吊环吊装。第 9.7.6 条：吊环采用 HPB300 级钢筋制作，锚入混凝土的深度不应小于

30d 并应焊接或绑扎在钢筋骨架上，d为吊环钢筋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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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吊点-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点埋置不符合要求 吊点埋置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点埋置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吊具与吊点螺栓的铆合缺陷，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对吊点进行整改处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之第 2条规定：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

接可靠；应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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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吊点-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构件吊点预埋件设置不合理 预制构件吊点预埋件设置合理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吊点预埋件设置不合理。

风险分析：与周边钢筋碰撞，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对吊点进行整改处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之第 2条规定：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

接可靠:应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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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吊点-7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吊点螺旋口堵塞 构件吊点螺旋口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构件吊点螺旋口堵塞。

风险分析：螺母旋入深度不足，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对吊点进行整改处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3 条：2 宜采取保证吊装前预埋螺栓孔清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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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吊点-8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吊点吊环锈蚀 构件吊点吊环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构件吊点吊环锈蚀。

风险分析：影响吊点承载力，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对吊点承载力进行核算。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之第 2条规定：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

接可靠；应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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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吊点-9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吊点吊环断裂 构件吊点吊环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构件吊点吊环断裂。

风险分析：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对吊点进行整改处理。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之第 2条规定：吊点数量、位置应经计算确定，应保证吊具连

接可靠:应采取保证起重设备的主钩位置、吊具及构件重心在竖直方向上重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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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吊点-10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索与吊物棱角之间未有防护措施 吊索与吊物棱角之间应有防护措施

隐患现象：吊索与吊物棱角之间未有防护措施。

风险分析：钢丝绳与吊物棱角易发生磨损，导致钢丝绳断裂，造成吊物空中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吊索与吊物棱角之间设防护措施。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4.0.13 条：标有绑扎位置或记号的物件，应

按标明位置绑扎。钢丝绳与物件的夹角宜为 45°～60°，且不得小于 30°。吊索与吊物棱角之间应有防护措施；未采取

防护措施的，不得起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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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吊索吊具-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具不符合要求 吊具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具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吊具选择不合理，易导致构件在空中发生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更换相应吊具。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条：1 应根据预制构件的形状、尺寸、重量和作业半径等要

求选择吊具和起重设备，所采用的吊具和起重设备及其操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产品应用技术手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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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吊索吊具-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接头不符合要求 钢丝绳接头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钢丝绳接头不符合要求。

风险分析：吊索接头缺陷，导致吊索松脱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更换相应吊索具，确保接头满足规范要求。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196-2010）第 6.2.3 条：当钢丝绳的端部采用编结固接时，

编结部分的长度不得小于钢丝绳直径的 20 倍，并不应少于 300mm，插接绳股应拉紧，凸出部分应光滑平整，且应在插接

尾留出适当长度，用金属扎牢，钢丝绳插接方法宜符合现行行业规范《起重机械吊具与索具安全规程》LD4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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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吊索吊具-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和构件水平夹角小于 45° 钢丝绳和构件水平夹角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钢丝绳和构件水平夹角小于 45°。

风险分析：吊索水平夹角角度过小易造成构件吊装稳定性不足，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重新调整吊索角度。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9.8.1 条：3 吊索水平夹角不宜大于 60°，不应小于 45°。《建筑

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2012）第 5.1.5 条：4 绑扎应平稳、牢固，绑扎钢丝绳与物体间的水平夹角应

为：构件起吊时不得小于 45°；构件扶直时不得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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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吊索吊具-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装带损坏严重 吊装带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吊装带损坏严重。

风险分析：吊装带发生断裂，导致吊装时吊物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更换吊装带。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276-2012）第 3.0.3 条：起重吊装作业前，应检查所使用的机械、滑轮、吊

具和地锚等，必须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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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吊装作业-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无关人员在预制构件起吊工作范围内 设置警戒隔离区

隐患现象：无关人员在预制构件起吊工作范围内。

风险分析：一旦构件掉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吊装作业，构件吊装设置警戒隔离区，设专人监护，严禁无关人员进入隔离区。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4.1 条：吊装作业前应设置安全保护区及警

示标识，吊装作业时应安排专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严禁任何人在吊物或起重臂下停留或通过。《装配整体式叠合

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210-2021）第 9.2.3 条：1 吊索、吊具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起吊工作范围内下方严

禁站人，作业区域周边应安排专人进行安全监护，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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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 吊装作业-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构件吊装未设溜绳 预制构件吊装设溜绳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吊装未设溜绳。

风险分析：吊物吊装过程中摆动，导致构件的失去平衡和稳定，造成起重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在预制构件两端设置溜绳。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276-2012）第 3.0.8 条：高空吊装屋架、梁和斜吊法吊装柱时，应于构件两

端绑溜绳，由操作人员控制构件的平衡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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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吊装作业-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缆风绳系在爬架上 正确吊装预制构件

隐患现象：构件缆风绳系在爬架上。

风险分析：易导致外架变形，造成架体倾倒。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拆除系在爬架上的缆风绳。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DBJ/T 15-233-2021）第 7.4.4 条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使用过程中，不得在其

上进行下列作业：2 在架体上拉结吊装缆绳或缆索。《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5.3.3 条：严禁将支撑

脚手架、缆风绳、混凝土输送泵管、卸料平台及大型设备的支承件等固定在作业脚手架上。严禁在作业脚手架上悬挂起重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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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构件安装】类隐患

4.4.1 人员操作-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构件安装人员登高作业不规范 预制构件安装人员登高作业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安装人员登高作业不规范。

风险分析：易造成人员高空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按规范要求设置登高梯子和操作架。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2.6 条：3 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宜采用工具

式操作架进行安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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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人员操作-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装人员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品和未设置符合要求的操作架 预制构件安装人员安全防护用品和操作架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安装未配备安全防护用品和未设置符合要求的操作架

风险分析：易造成人员高空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操作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并采用操作架进行构件安装作业。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2.6 条：3 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宜采用工具

式操作架进行安装作业。



42

4.4.3 吊装控制-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就位未设临时固定措施就校核调整 构件就位设置临时固定措施

隐患现象：构件就位未设临时固定措施就校核调整。

风险分析：易导致预制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构件安装就位应先临时固定再进行校核和调整。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4.6 条：吊装作业时，对未形成稳定体系的

部分，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对临时固定的构件，应在安装固定完成并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解除临时固定措施。《装

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2 条：预制构件吊装就位后，应及时校准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014）第 12.3.1 条：预制构件吊装就位后,应及时校准并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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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吊装控制-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钩未设置弹簧防开钩措施 吊钩设置弹簧防开钩措施

隐患现象：预制叠合板吊钩未设置弹簧防开钩措施。

风险分析：吊钩意外开启导致被吊物体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吊钩增加弹簧防开钩措施，如增加安全销或锁扣。

规范要求：《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DBJ/T 15-210-2021）第 9.3.3 条：2 吊钩应采用弹簧防开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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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模板与临时支撑】类隐患

4.5.1 支撑场地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支撑场地杂物过多 支撑场地满足要求

隐患现象：支撑场地杂物过多。

风险分析：易导致支撑偏位导致预制构件倾倒导致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清理支撑场地杂物，对承载力不足的楼板，还应进行加固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300-2013）第 5.1.2 条：支撑结构的地基应符合下列规定：1 搭设场地应坚实、

平整，并应有排水措施；3 混凝土结构层上宜设可调底座或垫板；4 对承载力不足的地基土或楼板，应进行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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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支撑材料-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支撑杆件锁扣未安装到位 支撑杆件锁扣安装到位

隐患现象：支撑杆件锁扣未安装到位。

风险分析：易造成支撑杆失稳导致构件倾倒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将锁扣安装到位，对有滑丝的锁扣作更换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300-2013）第 7.1.6 条：材料检查与验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D 表 D1、表 D-2、表

D-3 的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2 条：5 临时固定措施、临时支撑系统应具有足

够的强度、刚度和整体稳固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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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支撑材料-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时支撑设置不满足要求 临时支撑设置满足要求

隐患现象：预制构件临时支撑设置不满足要求。

风险分析：构件的防倾覆稳定性差，易导致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构件安装应按规范要求设置临时支撑。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4 条：1 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道；2 对预制柱、墙

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斜支撑应与构件

可靠连接。《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2011)第 9.5.4 条：1 每个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 道；2 对

预制墙板的斜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板高的 2/3，且不应小于板高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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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预埋件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时支撑斜杆预埋件漏设 临时支撑斜杆预埋件设置合理

隐患现象：临时支撑斜杆预埋件漏设、设置不合理。

风险分析：易导致构件支撑力不足，造成构件失稳、倾倒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增设或调整预埋件位置，满足构件支撑固定的要求。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4 条：1 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道；2 对预制柱、墙

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斜支撑应与构件

可靠连接。《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9.5.5 条：1 每个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 道；2 对

预制柱墙板的上部斜撑其支撑点距离底部的距离不宜小于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高度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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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支撑结构-1

隐患现象：临时支撑数量不足。

风险分析：易导致预制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每个预制构件按规范要求设置临时支撑不少于 2道。

规范要求：《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9.5.5 条 1 采用临时支撑时应符合下列规定，每个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

宜少于 2 道。《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4 条：1 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 道；2

对预制柱、墙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斜

支撑应与构件可靠连接。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时支撑数量不足 临时支撑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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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支撑结构-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时支撑设置高度过低 临时支撑安装高度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竖向预制构件临时支撑设置高度过低。

风险分析：易导致预制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

规范要求：《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9.5.5 条：2 对预制柱墙板的上部斜撑其支撑点距离底部的距离不宜小于

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高度的 1/2。《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4 条：1 预制构件的临

时支撑不宜少于 2 道；2 对预制柱、墙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

小于构件高度的 1/2；斜支撑应与构件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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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支撑连接-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构件临时支撑与爬架架体连接 支撑结构未与爬架架体连接

隐患现象：构件临时支撑与爬架架体连接。

风险分析：易造构件或架体失稳而倾倒、坍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拆除与爬架架体连接的构件临时支撑。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JGJ300-2013）第 7.1.1 条：支撑结构严禁与起重机械设备、施工脚手架等连接。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5.12 条：临时支撑结构安装、使用时应符合

下列规定：1 严禁与起重机械设备、施工脚手架等连接；2 临时支撑结构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允许荷载；3

使用过程中，严禁拆除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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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支撑连接-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时支撑未与楼面锚固件可靠连接 临时支撑与楼面锚固件可靠连接

隐患现象：临时支撑未与楼面锚固件可靠连接。

风险分析：易导致预制构件倾倒，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构件临时支撑应与楼层预埋件可靠连接。

规范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第 10.3.4 条：1 预制构件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道；2 对预制柱、墙

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斜支撑应与构件

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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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高处作业】类隐患

4.6.1 防护用品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未正确佩戴安全带 正确佩戴安全带

隐患现象：未正确配备符合要求防护用品。

风险分析：作业人员施工发生意外无保障，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施工人员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并正确使用才能上岗作业。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3.0.5 条：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

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

规范》（GB 50034-2022）第 3.2.1 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 2m 及以上进行高空或高处作业时，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

采取防滑措施，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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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安全防护-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洞口未有效防护 洞口防护采用定型化盖板

隐患现象：洞口未有效保护。

风险分析：易导致作业人员高处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根据洞口大小采取可靠有效的防护措施，并安装牢固。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3 条：在建工程的预留洞口、通道口、楼梯

口、电梯井口等孔洞以及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1.2m 的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和沟、

坑、槽等边沿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严禁随意拆除。



54

4.6.3 安全防护-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临边防护不到位 临边防护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临边防护不到位。

风险分析：易导致作业人员高处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照规范要求对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并采用密目式安全立

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3 条：在建工程的预留洞口、通道口、楼梯

口、电梯井口等孔洞以及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1.2m 的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和沟、

坑、槽等边沿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严禁随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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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安全防护-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PC 构件安装作业操作平台搭设不规范 PC 构件安装作业操作平台搭设符合要求

隐患现象：PC 构件安装作业操作平台搭设不规范。

风险分析：设施故障或失稳导致作业人员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搭设登高作业人员的操作平台，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5 条：各类操作平台、载人装置应安全可靠，

周边应设置临边防护，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施工作业荷载严禁超过其设计荷载。《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

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3.0.2 条：高处作业施工前，应按类别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

进行作业，并应做验收记录。验收可分层或分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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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安全防护-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楼梯临边防护不到位 楼梯临边防护到位

隐患现象：楼梯临边防护不到位。

风险分析：导致人员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栏杆。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3 条：在建工程的预留洞口、通道口、楼梯

口、电梯井口等孔洞以及无围护设施或围护设施高度低于 1.2m 的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和沟、

坑、槽等边沿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严禁随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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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 高处作业-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高处作业人员未正确使用安全带 高处作业人员正确使用安全带

隐患现象：高处作业人员未正确使用安全带。

风险分析：易设置人员高处坠落，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登高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带，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袋。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3.0.6 条：对施工作业现场可能坠落的物料，应及时拆除或采取固定

措施。高处作业所用的物料应堆放平稳，不得妨碍通行和装卸。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袋；作业中的走道、通道板和登高用

具，应随时清理干净；拆卸下的物料及余料和废料应及时清理运走，不得随意放置或向下丢弃。传递物料时不得抛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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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高处作业-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预制梁未设生命绳 预制梁设生命绳

隐患现象：预制梁未设生命绳。

风险分析：导致作业人员安全带挂设固定受到影响，造成作业人员发生坠落的安全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立即整改，预制梁增设生命绳，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安全带，安全带应高挂低用。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55034-2022）第 3.2.4 条：严禁在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

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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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 高处作业-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交叉作业未设置警戒隔离区 设置警戒隔离区

隐患现象：交叉作业未设置警戒隔离区。

风险分析：预制构件突发倾倒或坠落，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作业，立即整改，设置警戒隔离区，无关人员严禁进入隔离区。

规范要求：《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 3.4.1 条：吊装作业前应设置安全保护区域及

警示标识，吊装作业时应安排专人监护，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严禁任何人在吊物或起重臂下停留或通过。《建筑施工高处

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7.1.2 条：交叉作业时，坠落半径内应设置安全防护棚或安全防护网等安全隔离措

施。当尚未设置安全隔离措施时，应设置警戒隔离区，人员严禁进入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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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外防护】类隐患

4.7.1 外防护-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吊装作业防护高度不足 防护高度满足要求

隐患现象：外架未提升或作业层防护高度不足，冒险吊装作业。

风险分析：冒顶作业，易导致作业人员高处坠落和高空坠物，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提升外架防护，确保作业层防护高度。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5.2.4 条：脚手架安全防护网和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应随架体搭设同步安装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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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外防护-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外防护与结构间隙过大 外防护与结构间隙封闭严密

隐患现象：外防护与结构间隙过大。

风险分析：易导致人员高坠或物体打击，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在临边搭设定型化工具式防护栏杆，同时需对间隙处进行水平封闭。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4 条：脚手架作业层应采取安全防火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作业

脚手架、满堂支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层应满铺脚手板，并应满足稳固可靠的要求。当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

面的距离大于 150m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4 脚手架作业层外援应设置防护栏杆和挡脚板。6 沿所施工建筑物每 3层或高

度不大于 10m 处应设置一层水平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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