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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路桥梁工程管理的
问题及其控制方法分析

冯子文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道路基础工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为进一步提升区域间联系性，拉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在道路基础工程建设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同时也对道路桥梁工程提出更高的要

求，这就使得道路桥梁工程管理工作重要性不断提升，需要施工单位在实际作业过程中将管理知识融入建设实践

之中，推动工程质量不断提升。本文主要针对施工安全管理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桥梁工程施工特点，同时结合实

际案例探究科学的安全管理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案例施工安全管理成效，以期为道路桥梁工程管理

优化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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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路桥工程规模以及数量不断增加，

各种新型施工材料以及技术不断涌现，大跨径以及其

他型式复杂的桥梁得到施工领域广泛认可与应用，其

在有效推动路桥工程施工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使得施

工技术难度不断增加，而当前施工领域内工程建设安

全管理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新时期工程建设实际

要求，施工企业过于侧重工期与产值，导致施工安全

事故屡见不鲜，严重威胁施工人员生命安全，同时也

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强化工程安全管

理成为当前行业内的重点工作内容。

1　工程管理概述

从本质层面分析，工程管理即工程项目管理，其

中项目是在规定时限以及给定资源条件下完成的目标，

而项目管理是对时间以及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实施

与控制，利用高效且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相应目标。

由此，工程项目管理的含义是通过对项目现有资源进

行统筹规划，充分落实进度、质量、成本以及安全等

各方面目标。 

2　路桥工程施工特点

通过对我国路桥工程案例进行深入梳理分析可知，

其工程施工特点主要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次性特征。路桥工程的建设环境属于户

外工作，具有规模大、工期长、跨越地域广等特点，

路桥工程施工不像制造业的工厂化生产重复性流程，

而是一次完成作业。此外，随着桥梁工程快速发展以

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桥梁的设计水平比

起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所设计的桥型也呈现出多元

化发展态势，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建设条件已脱离以往

单一简单的形式。这就导致施工工艺日益向复杂性和

多样性方向发展，施工的工艺、地点、所处的社会和

自然环境都在不断变化，每一座桥梁的施工都具有自

身的独特特点，因此，很难将施工安全管理的经验复制、

推广到其他的桥梁工程施工中，在进行新桥梁施工安

全管理时，需要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结合施

工实际需求制定符合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体制 [1]。

第二，流动性特征。首先是建筑工人的高流动性。

桥梁建设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户外进行，各施工作业环

节均处于恶劣的现实环境下，这就使得施工风险相对

较高。建筑工人中有 80%的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外来

务工者，他们的安全意识较低，对安全教育的积极参

与程度较低，文化素养同样较低。在工程建设的进程

中，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工作环境不好、自己身

体状况无法达到施工实际需求、工资无法达到需求等

各种原因而导致的离职现象比较多。对于施工团队拥

有者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其进行各项工作的根本追求，

其实际工作中会毫不犹豫地解雇那些薪水较高的工人，

或是那些不好管理的工人，以节省工资费用，更换新

员工也是常见的现象。工程完成后往往整个施工队伍

均被替换；其次是建设流程流动。桥梁工程的施工步

骤多、技术要求高，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位置的

改变，工人在施工过程中要经常更换施工位置，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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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需要施工人员重新从身体和精神上进行调整。

第三，密集性特征。桥梁工程施工中，劳动力依

然占据主力地位，劳动密集型仍是建设事业的第一大

特征。因为桥梁工程施工的单一性特征，也导致了它

很难像制造业一样实现高度的工业机械化，它仍然是

以人工操作为主，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

桥梁施工对学历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农民工就成了生

产的主要力量，而农民工普遍存在缺乏安全意识或安

全意识较弱的问题，这就给安全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

度。其次，桥梁工程还具备资本高度集中的特点。桥

梁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每一项工程投资规模从几

个亿到上百个亿不等，比如济宁南二环大桥耗资 5.4

个亿，而青岛湾大桥投资额达到 99个亿。桥梁工程投

资金额会随着施工环境以及地理条件复杂性提升而增

加，而高资金投入也导致项目受社会经济波动、施工

资源、社会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较大。

第四，工期长特征。桥梁工程建设，特别是特大

型桥梁工程建设往往需要耗时数年。在工程施工期间，

施工自然和政治环境的变化，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

的更替等都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这就给施工安全管理

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此要将安全管理贯穿于整个过

程，就需要对每道工序、每一时刻都进行严格的规划。

利用科学的管理手段，促使各环节紧密相扣，一丝一

毫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3　路桥工程施工安全控制路径

3.1　案例概况

为深入探究路桥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路径，本文将

选取实际案例作为背景进行具体阐述。案例工程为某

地区新建桥梁工程，其设计全长为 1 290 m，其中主桥

以及引桥长度分别为 360 m以及 930 m，该桥梁结构为

箱梁结构 +钢桁拱桥结构，属于双向六车道两侧建设

人行道，采用整幅式设计，桥面宽度设计为 41 m。

案例工程在实际作业中呈现出建设标准高、工程

难度大、管理跨度广、高空作业量多等特征，这也使

得工程建设过程中面临安全隐患多、管理难度大等困

境。由此，该工程开展伊始，项目管理部门即提出“以

人为本，安全至上”的管理原则，取得整个施工作业

过程中无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机械事故的成绩，并获得

省级安全文明工地称号。 

3.2　路桥工程安全管理措施

3.2.1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在案例工程开展过程中，项目管理部门为强化安

全领导力度，在施工开始之初即组织由项目经理、副

经理、总工程师、每个部门主管为成员的安全领导团

队体系。与此同时，项目经理与各部门负责人与所有

施工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责任书》，明确了每个施

工队的组长是自己团队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团队都有

一名专（兼）职安全员，以及一名文明施工监督员，对

现场进行日常的安全监管，对现场进行文明施工监督 [2]。 

同时，项目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完善的制

度体系，为安全管理小组工作提供必要支持。项目部

充分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作用，把制度的建立、完善

和落实当作一项系统工程，让各项工作互相促进，共

同发展。在安全生产上，已制定《事故档案管理制度》《安

全生产规章》等制度条文。为了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

管理人员以《电工安全操作规程》为基础，制定了多

项安装操作管理规范，并根据工人的职业特点，进行

了相应的训练，以提高施工人员在工作中的适应能力，

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3]。

3.2.2　制定详细的安全管理措施

在道路桥梁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为了能够达到

安全管理控制标准要求，在项目开展时及时发现存在的

隐患问题，对现场作业进行了综合管控。同时依照相关

规定对各部门落实安全管理措施成效进行奖惩，并将检

查结果与月中总评进行备案归档。在案例工程建设过

程中，安全管理小组共下发 47份隐患整改通知，收到

整改反馈 27份，对危险施工行为返款金额共计 7 390

元，奖励金额共计 9 540元，这种优奖劣惩的工作方

式能够提高工作人员对安全工作的重视度。 

为切实提升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管理人员在其他

时间要组织好相应的成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以及

学习。其实际工作中利用多元方式强化施工人员安全

施工意识，如收集事故案例以及照片促使施工人员正

确认识到事故危害，端正其思想；组织负责人学习项

目的安全管理制度，并督促下属人员严格执行；项目

管理部门对现有技术方案安全性以及安全预案进行审

核，并结合各阶段施工重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

措施。 

3.2.3　强化施工现场管理力度

案例工程在进行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

人严格依照项目施工进度情况对分部分项工程技术特

点以及安全管理重点进行分析，并且在进行施工方案

编制阶段，把安全技术方案落实到位，同时结合技术

焦点工作，将相对应的方案制定出来。案例工程开展

中制定出“桩基施工安全技术交底”“承台施工安全技

术交底”等多个文件。针对特殊性较强的钢桁梁安装、

大型起重设备履带吊等工序，项目管理人员在积极完善

安全防护措施同时，组织相应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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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时监督相应工序开展情况，对隐患之处进行整改 [4]。

3.3　施工安全管理模糊综合评价

本研究将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式对案例工程安全

管理情况进行评估 [5]，在具体工作中，将从人为因素、

安全管理因素以及环境因素三个维度构建相应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对 A1、A2以及 A3三个指标进行评判可

得出如表 1所示判断矩阵。

表 1　准则层指标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 A A1 A2 A3

A1 1 1/5 3

A2 5 1 7

A3 1/3 1/7 1

对上述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可得出如下矩阵：

           

按行对正规化判断矩阵进行相加处理后可得结果：

wi=(0.58 0.17 0.25)。

对向量进行正规化处理即所求特征向量为：w- =(0.19 
0.72 0.08)。

通过实际计算可得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λmax=3.07。

随后可通过下式对其进行一次性检验：

      

可知，n=3，RI=0.58，由此可知：

             

此结果充分说明判断矩阵结果可接受，所求权重值

w- =(0.19 0.72 0.08)可使用。
依照该思路，本研究对人为因素、安全管理因素

以及环境因素三个维度权重进行计算 [6]。结合指标层

构建相应判断矩阵并得出如下结果：人为因素 λmax以及
CI
RI值分别为 6.21以及 0.028；安全管理因素 λmax以及

CI
RI

值分别为 8.25以及 0.023；环境因素 λmax以及
CI
RI值分别

为 4.16以及 0.045。

另外，本研究依照好、较好、一般、差、很差五个

等级模糊表述方式编制安全检查表，并利用比值法对

单因素隶属度进行计算，方便后续评价工作开展。随

后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可得出如下结果：准则层因

素权重向量 A-=(0.19 0.72 0.08)；人员因素权重向量
A-1=(0.06 0.28 0.19 0.10 0.20 0.17)；管理因素权重

向量A-2=(0.13 0.07 0.22 0.10 0.06 0.18 0.19 0.05)；

环境因素权重向量 A-3=(0.09 0.15 0.27 0.49)。

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二层次模糊综合评判，人员素

质评判方法如下：

       

同时有A-1=(0.06 0.28 0.19 0.10 0.20 0.17)，由

此 B-1=A-1·R=(0.57 0.31 0.12 0 0)。
同理可得出行政管理B-2=(0.54 0.22 0.13 0.11 0)；

环境管理 B-3=(0.37 0.33 0.30 0 0)。

随后对其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由前文得准则层权

重向量 A-=(0.19 0.72 0.08)，同时有：
  

由此可得 B=A-·R-=(0.47 0.30 0.15 0.08 0)。
由案例项目安全管理综合评价结果可知，属于（好、

较好、一般、差、很差）的隶属度为 (0.47 0.30 0.15 

0.08 0)，依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其工程建设安全状况

良好 [7]。

4　结束语

新时期，施工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管理的重

视程度，切实满足新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对路桥工程质

量的要求，为行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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