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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管理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张永标

（韶关市关山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韶关 512029）

摘　要　安全技术管理是电力工程施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本文将安全技术管

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运用价值，整理其运用原则，从安全技术交底、施工现场条件、材

料设备管理、施工监督检查、专业技能培训等维度，研究安全技术管理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运用内容，旨在为更

多电力工程施工单位提供思考方向，科学运用安全技术管理，保障电力工程施工任务顺利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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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管理是将安全生产作为目标开展的一系

列技术措施，为施工人员人身安全提供保障，降低施

工单位经济财产损失。我国各地正开展大规模的城市

建设，会有更多的电力工程投入应用，有必要将安全

技术管理运用到电力工程施工中，合理降低施工安全

风险，确保电力工程如期交付。

1　安全技术管理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运用价值

1.1　保障施工安全

将安全技术管理运用到电力工程施工中，可以通

过完善的运用体系，对电力工程施工进行有效管控，

以此达到有效预防施工安全事故，降低施工安全风险发

生概率的效果，保护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降低施工机

械设备的损伤，以此达到保障电力工程施工安全的目标。

1.2　提升施工效率

在电力工程施工当中，合理运用安全技术管理，

可以对现有施工流程进行科学优化，妥善处理可能存

在施工安全风险的相关环节，避免因施工安全事故造

成电力工程停工，合理规避施工延误问题，在提升电

力工程施工效率方面具有良好的表现效果。

1.3　控制施工成本

科学运用安全技术管理，可以保障参与电力工程

施工的施工人员人身安全，减少用于治疗施工人员的

成本。安全技术管理也可以避免施工机械设备受到严

重损伤，有效规避电力工程施工单位因二次采购机械

设备延误工期的问题，从而科学控制电力工程施工成

本，增加电力工程施工单位的盈利空间 [1]。

2　安全技术管理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运用原则

2.1　预防为主

在电力工程施工中运用安全技术管理，需要将前

期预防作为重要内容谨慎对待，科学确认可能存在的

施工安全隐患，及时控制早期施工安全风险，避免对

施工人员、机械设备造成负面影响，保证已完成施工

任务电力工程的安全性。而且，通过安全技术管理开

展前期预防工作，也可以进一步控制电力工程施工成

本，降低处置施工安全风险的成本支出。

2.2　全员参与

将安全技术管理运用到电力工程施工中，需要做

到全员参与，即电力工程施工单位管理人员需要充分

发挥工作岗位的领导责任，也需要引导众多施工人员

参与安全技术管理，充分调动电力工程施工单位的积

极性，全面开展安全技术管理各项工作，保证各个环

节衔接得当、各项任务顺利执行，从而科学提升电力

工程施工质量，合理规避严重施工安全事故 [2]。

2.3　动态管理

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需要根据施工现场真实情况、

电力工程施工内容，调整安全技术管理的细节内容，

以动态管理方式开展高质量的安全技术管理活动，及时

处理施工安全风险，科学提升电力工程施工综合水平。

3　安全技术管理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的运用内容

3.1　安全技术交底

将安全技术管理运用到电力工程施工中，需要严

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三

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电力工程设计交底。电

力工程设计单位需要向电力工程施工单位详细介绍电

力工程设计方案，明确各个系统的布置位置、核心电力

设备的选型等内容。电力工程设计单位需要及时解答电

力工程施工单位提出的问题，避免出现理解偏差。建

议电力工程设计单位使用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展电力工程设计任务，

并在设计交底环节向电力工程施工单位提供有关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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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三维立体数据模型，直接通过讲解模型确认电

力工程各项施工细节内容。同时，电力工程设计单位需

要明确电力工程设计使用的相关标准规范，便于电力

工程施工单位参考，科学提升电力工程施工建设质量。

比如《电力电缆工程设计规范》（GB 50217-2018）明

确电缆的阻燃性、耐火性等特征，有效提升电力工程

施工安全。如果电力工程施工条件与设计内容不匹配，

需要执行设计变更程序，电力工程设计单位可以对由

BIM技术生成的数据模型进行调整，自动生成设计变更

后的电力工程施工方案，科学控制设计变更的时间周

期；第二，机械设备配置交底。电力工程设计单位需

要根据设计内容，对施工单位介绍用于电力工程施工

建设的机械设备，明确各类机械设备在电力工程施工

中的具体应用，明确机械设备的选型原则，便于施工

单位采购或租赁机械设备。电力工程设计单位还需要

明确各类机械设备的运行参数，提供必要的调试程序，

方便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高效率使用机械设备；第三，

电力工程验收交底。电力工程设计单位要明确电力工

程质量、安全等验收标准，确保电力工程施工单位可

以根据电力工程设计方案科学开展施工建设任务，顺

利通过电力工程验收程序，避免出现电力工程返工情

况，合理控制电力工程的施工成本 [3]。如果在验收环

节出现问题，施工单位需要及时确认问题产生原因，

并联系相关负责人与相关单位，及时处理问题，保障

电力工程顺利使用，为当地企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

稳定的电力资源。

3.2　施工现场条件

在电力工程施工中，科学运用安全技术管理，要

对施工现场条件进行科学优化。在实践中，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施工现场开展封闭

化管理。为避免非施工人员误入电力工程施工现场，

对当前施工程序造成影响，需要使用封闭化管理模式，

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技术管理。比如开展基础挖设、

杆塔组立等作业时，需要在施工区域周边设置安全围

栏，仅保留出入口位置，以此达到施工区域有效隔离

的效果；第二，设置临时性货运索道。为提升电力工

程施工材料的运输效率，可以考虑通过设置临时性货

运索道。电力工程施工单位在设置索道时，要求返空

索使用钢丝绳材质，确保钢丝绳直径≥ 12 mm。对于支

撑索道与施工材料重量的支架，则要使用金属材料或

是具有良好耐腐蚀性的复合材料，避免支架坍塌、腐

蚀。设置索道时，要尽可能减少转角设置内容。如果

需要设置转角，要将角度控制在 6～ 12°。要求单级

索道长度≤ 3 000 m，多跨索道跨距≤ 600 m，保证索

道货物运输速度可以达到 10～ 60 m/min。在电力工程

施工单位使用索道时，要保证单次最大货物运输重量

≤ 2 t，避免施工材料等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坠落，造成

衍生性施工安全风险；第三，设置施工警示标识牌。

在电力工程施工区域需要设置合适的施工警示标志牌，

提醒来往人群与车辆，避免其误入施工区域。建议沿

着电力线路的施工作业点，定点放置施工警示标识牌，

电力工程施工单位要提前通知周边居民，从而做到双

重保险。也可以参考施工警示标志牌，设置有关电力

工程施工安全重大风险的公示牌、施工机械设备操作

规程牌，便于施工人员学习与参考。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林区、农牧区开展电力工程施工作业，还需要

在施工现场配置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比如通过抑制

氧气供应进行灭火的干粉灭火器，通过控制火焰周边

温度、抑制氧气供应的二氧化碳灭火器等，及时处理

早期火灾风险 [4]。

3.3　材料设备管理

若想充分发挥安全技术管理的运用价值，就需要

在电力工程施工中做好施工材料设备的管理工作，保

证电力工程施工任务顺利落实。在实践中，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科学采购施工材料

设备。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需要根据安全技术交底内容，

明确电力工程施工建设所需的施工材料设备，并开展

相应的采购工作。对于施工材料，需要以采购价格合理、

性能质量达标为目标进行采购。对于施工设备，根据

电力工程施工周期进行采购或租赁，以便提升电力工

程施工质量；第二，合理审查施工材料设备。在施工

材料设备运输到施工现场时，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需要

根据安全技术交底内容，检测施工材料的理化性质、性

能指标，确认施工设备是否拥有良好的运行效果。根

据 GB 50217-2018，电源中性点电压≤ 1 kV，在选择

直接接地时，使用单芯电缆作保护接地中性导体，要

求铜导体截面积≥ 10 mm2，铝导体截面积≥ 16 mm2。

如果施工材料设备没有达到电力工程施工建设要求，

则拒绝接收该批次的施工材料设备，并追究相关负责

人责任；第三，做好施工材料设备现场管理。施工材

料设备通过审查程序，进入电力工程施工现场后，需

要立刻移动到预先设置的贮存库房或是堆放场地。要

求施工材料设备贮存库房或堆放场地平整、干燥、无

积水，在施工材料设备下方设置隔离垫，根据进入施

工现场的先后顺序分类堆放。对于电缆、导线等重要

施工材料，需要做到集中放置，并根据电缆、导线型

号设置标识，便于后续使用。电力工程施工单位可以

建立台账系统，明确各类施工材料设备的进出库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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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方便补充施工材料，提升施工设备养护效果 [5]。

3.4　施工监督检查

运用安全技术管理开展高质量的电力工程施工作

业，就需要进行施工监督检查作业。在实践中，可以

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相关工作：第一，根据安全技术

交底明确施工标准。电力工程施工单位需要根据安全

技术交底内容，明确电力工程各个环节的施工标准，

并将其作为电力工程施工要求，由监督检查人员对施

工班组的施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保障电力工程的施工安全与使用安全。

可以考虑将电力工程施工标准整理成技术手册，提供

给施工班组，方便施工人员在闲暇时间学习。同时，

在施工现场设置有关安全技术管理的标识牌，将“检

查个人安全设施设备”“确认当天工作任务”等内容

印刷在标识牌上，便于施工班组时刻注意安全技术管

理相关事宜；第二，关注隐蔽工程施工质量。在电力

工程施工中，存在一些不容易开展监督管理作业的隐

蔽工程，比如用于长距离传输电力资源的电缆，用于

保护电缆正常使用的管道等。对于这些隐蔽工程，监

督管理人员需要根据施工班组的施工进度，同步开展

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指正施工班组的错误操作，提供

必要的改进措施，保证隐蔽工程施工质量达到安全技

术交底预期目标；第三，引入新兴技术辅助监督检查。

对于一些容易出现施工安全风险的施工环节，比如需

要若干大型机械设备同步操作，高空电缆架设等，电

力工程施工单位可以考虑使用新兴技术，对施工监督

检查提供必要的辅助，保护监督检查人员的人身安全，

提升电力工程监督检查质量。可以使用无人机设备，

对已经完成施工任务的电力工程部分进行检查。因为

无人机不受空间限制，可以对电力工程展开全方位观

察，可以及时发现现存问题，通知施工班组处理问题，

避免形成更严重的施工安全风险。也可以在电力工程

重要点位设置传感器，获取电力工程施工数据，并将

其与 BIM技术生成的数据模型做对比，分析电力工程

实际施工情况与预期设计内容的差别，通知施工班组

对相关内容做二次处理，消除施工安全隐患 [6]。

3.5　专业技能培训

为建立电力工程施工安全技术管理的闭环逻辑，

需要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升电力工程施工单位全员

专业能力。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相关

工作：第一，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电力工程施工

单位需要邀请行业专家，对施工人员、技术人员、监

督检查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面向施工人员的培训

内容，需要以提升电力工程施工质量为目标，培养施

工人员的施工安全意识，熟悉机械设备操作规范，避

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面向技术人员的培训

内容，则要以电力工程施工技术管理为目标，提升技

术人员专业能力，引导技术人员与施工人员配合完成

电力工程施工任务，提升电力工程施工整体质量。面

向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内容，需要关注电力工程监督

检查方法的合理使用，提升对施工班组的指挥组织效

果；第二，根据具体案例开展专项培训。为强化专业

技能培训效果，保障安全技术管理工作顺利落实，电

力工程施工单位可以结合一些具体施工案例，由行业

专家进行深入分析，根据施工现场设置教学环境，引

导施工人员学习如何在日常作业中规避施工安全问题，

引导技术人员及时发现施工安全隐患，引导监督检查

人员组织施工班组处理问题。可以使用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技术）技术，设计有关施工安全案

例的虚拟场景，引导施工人员根据专项培训内容完成

学习任务。比如在开展电力工程施工作业前，需要检

查安全防护设备是否佩戴整齐，绳索等是否出现严重

磨损，培养施工人员施工安全习惯。

4　结束语

将安全技术管理运用到电力工程施工当中，需要

明确电力工程施工目标，从技术交底、施工条件、材

料设备等角度，设计完善的安全技术管理运用方案，

配合施工监督检查工作，对电力工程施工内容进行全

方位有效管控，及时处理安全技术问题，科学落实专

业技能培训任务，打造完善的安全技术管理系统，保

障各个环节得到合理衔接，做好细节优化处理，确保

电力工程施工资源得到合理应用，提升电力工程施工

质量，实现电力工程施工安全、使用安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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