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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水工工程是国家运作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因

此，它既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也可以成为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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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者。鉴于其重要性，水利工程施工安全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现阶段，学界对水利工程施工

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保障的研究十分深入，各类专家学者

纷纷提出大量的有效建议。参考这些建议，各级水利厅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纷纷印发《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指南（试行）》，全面推行安全生产

双重预防机制。本文据此出发，旨在通过探讨水利工程

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为相关单位和从业人

员的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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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工程事关经济建设和人民安全，因此，对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问题，无论多重视都不为过。以此为前

提，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实施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有益于施工安全生产的关口前移，进而防止施工安全风险转变

成事故。在实践中，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思路，主要在于管控施工安全生产风险和治理安全

生产隐患。为此，需要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科学评定安全风险等级；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最终实现水利工

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有效遏制水利工程施工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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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relat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safety, therefore,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no matter how much attention can be paid to it. On this prem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safety prod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adv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production, and then prevent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 from turning into an accident. In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safety production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mainly to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production risk and control the hidden danger of safety produc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security risk identification;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safety risk levels; Improve the hidden danger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afety production, effectively curb the occurre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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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主

要意义

1.强调施工安全生产的关口前移

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是减少和

消除工程施工相关安全隐患和事故的预防策略之一。这

一概念主要源于两种理论，分别是风险附着的“奶酪理

论”和基于时间-安全影响曲线的“能量释放理论”[1]。

几位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理论，以加强集体责任的精

神，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安全风险和生

产隐患。所提出的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强调了职业

安全与责任、安全和健康协调在设计和施工阶段的重要

性，并在机制框架中强调了危害预防方面的重点。具体

来说，传统的管控措施是后端管控，即隐患发生后才治

理。后期的管控只能减少损失而不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而双重预防体系的关键即在于关口前移，将事故的爆发

消灭在发生前，降低事故的发生频率。

2.防止施工安全风险转变成事故

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工程施工安全的一般背景。

例如，安全文化、安全管理、安全氛围、安全技术等。

这种关注对从业人员提供参考以实现工程施工安全知识

和实践的主流化非常重要 [2]。在此背景下，基于时间-安

全影响曲线的“能量释放理论”，为防止施工安全风险转

变成事故奠定了理论基础。“能量释放理论”强调在项

目过程中应考虑从概念开发到设计、建造或制造、运营、

维护甚至重新调试/退役的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以

确保项目的有效性。表现在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中，

拓展了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在工程施工安全与管理中

的广泛维度。具体来说，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实施双重预

防机制的目标是避免不必要和危险的行为，报告风险和

危害，并确保事故得到记录和妥善处理。通过双重预防

机制提高了工作质量，降低了事故成本，减少了旷工和

人员流动，提高了生产力并提高了作业人员的士气。

二、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基

本思路

1.管控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风险

如果说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是防范水利工程施

工安全事故的两道“隔离门”[3]。那么，其中一道“隔离

门”必定是管控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风险，即从源头

上系统地辨识、管控风险，将各类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

内。因此，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

首先需要就“管理风险”展开。具体来说，“管理风险”

的关键词是“通过流程管理进行风险预防”和“为安全

施工而设计管理流程”，除此之外的其他关键词都与这两

个关键词相关联。这两个关键词包含了风险管理、施工

管理、项目管理、业主参与、事故预防以及劳动和人事

问题等多个项目和环节，涉及工程信息建模、施工风险

评估、安全管理、危险识别等多方面内容。特别是建筑

信息模型（BIM）在安全相关活动中的使用，例如，基

于BIM的自动安全检查等，为管控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

产风险提供了技术支持，是在施工安全规划中将事故与

安全概念联系起来，进而实现危险识别与预防的基础。

2.治理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隐患

防范水利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第二道“隔离门”是

治理隐患。即通过隐患排查和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

事故发生之前。可以说，风险管控到位就不会形成事故

隐患，隐患及时治理就不会酿成事故 [4]。因此，水利工

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还需要围绕“治

理隐患”展开。具体来说，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作为

在控制产品、过程或系统的剩余风险并因此预防事故、

伤害、疾病和死亡的综合实践，旨在主动找出潜在的危

害，以消除或最小化风险改善危害。为此，需要采用整

体方法进行协调和协作，以确保成功履行相关规定的角

色和责任。例如，通过信息和建模过程的协调和集成来

促进安全隐患管理；应用模拟和可视化技术用于减轻水

利工程施工安全隐患，从而提高施工安全水平。

三、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程

序方法

1.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包括工程师、承包商、施工经

理、分包商和供应商在内的施工团队，有责任确保每个

项目在没有受伤或记录事故的情况下完成，因此需要施

工的责任团队，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为此，责任团

队和管理层有责任提供足够的资源，包括合格的人员、

时间、金钱、信息、安全工作方法、设施、工具和机械
[5]。此外，传统观念中，施工安全只是安全人员的责任。

这种看法意味着安全是排他性的，在安全实施中缺乏团

队合作和协作。为此，在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中，要提高责任团队和管理层对双重预防机

制的认知，并通过适当的培训，在整个组织中加深全员

对管理安全和风险的理解，以期在施工过程中实现全面

的安全风险辨识。具体来说，为水利工程施工的设备、

场所、环境等，建立安全标准，以辨识危险源；在项目

施工进度内把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加强对施工安全的承

诺；提供全面的安全检查报告，明确在一定的触发因素

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区域、场所、空间、岗位、

设备及其位置。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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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全风险辨识流程图

2.科学评定安全风险等级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强调在施工过程中为责任人

提供一种机制，以触发施工安全计划的实施、合规性和

行动。为此，需要考虑两个重要方向，即危险源类型和

危险源等级，以确保有效实施。在实际中，可以通过4D

模拟和施工时间表，确定潜在的与施工安全和作业风险

相关的危险源。其中，4D环境中的风险评估，如安全指

数、危害识别与评估、风险等级估计和定量风险评估等，

可以作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

一项主动措施，定义、记录和评估

作业环节之间的风险和危害，并就

解决方案做出明智的决策，从而减

少施工现场危害。具体来说，通过

直接判定、安全检查表、作业条

件危险性（LEC）等相适应的风险

评价方法，确定危险源风险等级，

从高到低绘制水利工程施工“红、

橙、黄、蓝”四色风险空间分布图

（图2）。

3.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推广隐患排查将有助于培养批判

性思维，防止工作场所的自满情绪，追求卓越并增强安

全事务的责任感，使组织对安全相关情况做出正确的反

应，并具有考虑多种观点的行动能力。安全是一个相对

概念，必须在存在危险或风险时加以理解。而风险的概

念与人类造成的危害和自然造成的危害有关；因此，安

全构成了减少或消除危险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能力。作为

一个主要维度，隐患排查可以提高水工工程施工的安全

水平。同时，作为主要维度的隐患排查与作为结果的施

工安全水平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安全绩效来调节的。这种

关系还受到施工过程、技术水平和职业风险的影响。或

者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主要维度，隐患排查由其他结构

驱动，包括安全系统和管理承诺作为其前因。完善的隐

患排查治理系统可以提高安全绩效，从而提高安全绩效

的价值。反之，会降低安全绩效，从而降低安全绩效的

价值。这一论点意味着，完善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由两

个组成部分：安全合规性和安全参与。通常，安全隐患

的存在通常源于四个因素：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

全状态，环境的原因，管理的缺失，即通常所说的人、

物、环、管。它们是触发安全问题的主要维度的构造或

变量。为此，要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按照《水利工程

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开展水利工程

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具体如图3所示。

图3　隐患排查治理流程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响应提高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绩效的需

要，各级水利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安全计划，包括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旨在通过一整套法规和活动来

提高水利工程施工的安全性。可以说，安全生产双重预

防机制的实施降低了水利工程施工的事故率并创造了安

全的工作环境。为此，各级主管部门和施工责任团队，

有必要在实际工作中加快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推动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应用以及安全文化的发展。

本文确定了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

程序方法，以加强水利工程施工安全计划的实施。本文

支持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实施，使安全逐步成为水

利工程施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和改革水利

工程施工活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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