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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安全管理方面的不足是我国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提

高安全管理人员的认知水平，培养忧患意识，树立危险度意识，达到零事故的安全管理目标，是
安全质量监管人员密切关注的问题。结合西安地铁工程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据“一个核心

（体系建设）、两个重点（危险源管理、隐患排查与治理）、三个要素（现场管理、应急管理和安全

管理）”的安全管理理论，提出了“一提高、二督察、三询问”的监督管理模式，提高了整体管理水

平，取得了理想效果。为我国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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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 市 轨 道 交 通 建 设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的特点

　　随着全国轨道交通建设高潮的到来，如何预

防轨道交通安全事故的研究也备受关注。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具有现场环境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技术要求高，工期长，对环境影响控制要求高等特

点，是一项相当复杂的高风险性系统工程。各种

有着丰富理论基础、科技含量高的安全控制方法、
设施设备随之出现，这些都是预防安全事故有效

的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或预防一些

安全 事 故 的 发 生，但 工 程 建 设 成 本 也 水 涨 船 高。
值得关注的 是，在 目 前 中 国 大 量 使 用 人 力（农 民

工）且建筑施工人员素质偏低［１］、安全管理人员水

平不高的国情及大规模的建设背景下，高不可及

的安全控制理论和设施设备不能满足现在中国国

情和建设安全发展的需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的

根本还是要依据国情及建设实际，采用基础的安

全管理理论及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风险，杜绝

事故的发生［２］。无论何种管理模 式 及 方 法，均 离

不开基础管理，离开了基础管理，风险控制就如同

建在沙层上的高楼大厦，岌岌可危，安全事故的可

控度会大打折扣。
继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西 安 地 铁 二 号 线 开 通

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５日 西 安 地 铁 一 号 线 也 通 车 试

运营。“十二五”期间西安市规划每年开工建设一

条新线，预计２０１８年西安主城区地下交通网络将

基本形成。［３］随着西安市地铁工程建设的 加 速 推

进，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管理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在西安地铁６年多的建设过程中，笔

者通过不断摸索、体会、总结，依据“一个核心（体

系建设）、两 个 重 点（危 险 源 管 理、隐 患 排 查 与 治

理）、三个要素（现场管理、应急管理、专项管理）”
的安全管 理 理 论［３］（如 图１），通 过 日 巡 查、周 检

查、月督查的工作方式，提出并实施了在过程管理

中按照“一提高、二督察、三询问”的工程安全监督

管理模式，保证安全监督管理的有效性，取得了理

想的效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贺农农（１９５６－），男，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轨道安全质量管理。

第８卷　第１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４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１４



图１　“一心、两点、三要素”安全管理体系图

　　二、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模式

（一）一 提 高：提 高 认 知 水 平 和 安 全 意

识，培养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

在安全生 产 工 作 中 要 实 现 安 全 零 事 故 的 目

标，必须提高安全意识。首先要提高施工项目部

的安全意识，因为施工项目部是安全生产的责任

主体单位，是安全生产的具体实施层，提高项目部

人员的安全意识是基础，尤其是要提高安全生产

的第一责任人项目经理的安全意识。领导重视安

全才能在整个项目部塑造忧患意识，从而在项目

部从项目 管 理 人 员 到 施 工 基 层 作 业 人 员 创 造 出

“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学习安全，人人懂安全，人人

会安全”的氛围［４］，最终实现零死亡的安 全 目 标。
监理部、业主代表是施工现场的监督指导层，项目

部安全意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监理人

员和业主代表安全水平的提高，他们更需要提高

安全认知水平和忧患意识，防止出现外行管理、内
行尴尬的现象。

其次，要提高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安 全 意 识

和认知水平。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是安全生产的最

后防线，提高这一级人员的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

是有效控制风险的根本。通过督查、询问、促进项

目部、监理部、工程部门人员的工作质量，同时也

是循序渐进提升自我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

（二）二 督 查：督 查 项 目 部 各 项 安 全 检

查记录和 隐 患 整 改 痕 迹，督 查 监 理 部 人 员

隐患检查和处置闭合资料

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督查项目部各项安全检查

记录和隐患整改痕迹，督查监理部人员隐患检查

和处 置 闭 合 资 料，结 合 现 场 检 查 情 况 加 以 印 证。

笔者借鉴多年的安全管理经验，结合西安地铁安

全管理实践，对项目部、监理部进行日巡查、周检

查、月督查工作，督促项目部、监理部加强自我主

动工 作 意 识，提 高 工 作 质 量，消 除 习 惯 性 安 全 隐

患。通过现场检查、资料查阅印证项目部和监理

部的工作质量，明确各自的职责，共同促进提高整

体安全管理水平，减少或者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

发生。

１．日巡查（重点查现象）

西安地铁工程为达到“零事故目标”，在推行

过程管理，加强基础管理、教育培训、危险源管控、

隐患排查、落实责任到文件完善、机构（体系）建设

４２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８卷　



的同时，发现日常施工过程仍存在违章违规作业

的现象和行为。纠正这些违章违规现象，最有效

的办法是日巡查，日巡查也是最基础的安全管理

要素。
日常巡查重点是查“现象”，主要是指要做好

施工现场的日常安全检查，包括班前讲话以及安

全员、电工、机械工等日常巡查。对于日常检查要

求要做到全面、深入，不留死角。班前讲话要做到

有针对性，切实起到日常巡查保安全的作用。现

场安全员要每天巡视施工现场，主要查安全措施

是否做到位，安全防护用品配备是否到位及正确

使用，防护栏杆是否符合要求，洞口临边防护是否

满足安全防护需要，施工现场是否存在三违，地下

水管及周边建筑是否存在漏损及下沉，暗挖区间

降水、防水措施是否得当等。班前讲话要涵盖到

所有作业人员，要求对施工作业内容进行有针对

性地讲解，做到人员、思想、安全防护用品、施工作

业内容、注意事项等讲解检查到位。通过现场日

常巡查检查发现并杜绝违章作业现象，从而提高

安全管理人员的认知水平，培养忧患意识，树立风

险意识，营造安全无小事，人人要安全、人人懂安

全、人人会安全的良好氛围。监理部应组织专监

进行日巡查，并检查项目部的日巡查工作质量。

２．周检查（重点查行为）
事故的发生根源在于隐患的存在和 发 展，是

生产中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制度等因

素，以及体系建设不健全、风险控制不利、要素工

作不落实等，都会在生产中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

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对风险排查、辨识、评价后制定风险控制手册，以

此控制施工过程中因风险可能带来的事故。
周检查的重点是查“行为”。以日巡查记录为

前提，现场检查印证日巡查的工作质量，以及纠正

操作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周检查主要是由项目经

理委托主管生产的副经理或安全总监组织，每周

组织项目部的相关部门如安全部、机械物资部、工
程部等部门参加的专项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在日

巡查的基础上透过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现象，印

证日巡查工作质量，进一步分析导致隐患发生的

原因，主要是通过现象查人的“行为”，挖掘出导致

隐患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制定针对性措施，督
促日巡查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实现安全的本质

化管理。周检查主要内容包括：项目部应检查施

工专 项 方 案 交 底、技 术 交 底 情 况；检 查 日 巡 查 记

录，并结合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针对安全隐患的

性质，对其分长期存在隐患、惯性违章、偶发违规

等进行原因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防止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周检查要通过查找隐患整改

痕迹印证项目部监理部隐患排查及整改效果，对

常出现或反复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特别是要分

析人的行为，找出问题的症结，加以解决，同时通

过 循 环 的 管 理，也 提 高 了 各 方 面 人 的 安 全 行 为

意识［５］。

３．月督查（重点查体系）
建立安全管理体系就是设计一套制 度，明 确

什么事情由什么人、按照什么程序做，提供哪些公

用资源，制定哪些鼓励和保障措施，办不到的应如

何处罚和修正等。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是由相应

机构和相关制度文件组成，如何使体系正常运行，
关键看是否将责任逐一落实到人，是否覆盖全过

程，是否有闭合轨迹和相关各环节留有痕迹。
月督查的重点是查“体系”。一个科学的体系

应该是动态的，有正常的修正机制。月督查就是

要由项目部的第一责任人项目经理组织带队，在

日巡查、周检查的基础上对项目部所辖范围进行

全面的督查，同时检查施工组织设计是否按工程

进度的阶段进行了宣贯，宣贯的质量如何，有关专

项方案是否进行了专家论证，有关上级会议、文件

精神是否及时进行了传达、落实，教育培训是否有

针对性，项目部周检查还存在什么问题，项目部管

辖范围是否还有死角，轨迹是否全覆盖，做过的工

作是否留有痕迹，项目部的体系是否完善、体系是

否需要修正、体系是否正常运行，由此来寻找项目

部安全管理体系运行存在的不足。重点应是督查

项目部自身安全体系运行情况。
监理部应由总监带队，通过月督查查 找 项 目

部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问题，并进行提议修正。同

时对 监 理 部 的 体 系 进 行 督 查，寻 找 不 足，进 行 改

进。经反复循环逐渐完善，使体系建设正常运行。

（三）三 询 问：询 问 业 主 代 表、项 目 部、
监理部安全风险控制点

安全监督管理人员通过询问业主代 表、项 目

部、监理部近期及下步安全风险控制点，对安全隐

患实现提前预估、提前应对、提前制定措施，从而

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６］。具体 询 问 内 容 包 括：
一是询问业主代表近期现场安全情况如何，下期

计划做什么，项目部、监理部人员是否服从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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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无拒不整改隐患现象，应及时报告自己的

主管领导并处置。是否存在风险，对检查提出的

隐患是否整改到位及下一步怎样管理等等。二是

询问项目部，询问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总工、生产

经理、安全总监，下阶段计划做什么，准备如何做，
有什么准备和措施，如何控制风险，探讨下阶段施

工作业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情况等，并对安全管理进行探讨。三是询问监

理部，询问总监、总监代表、专监等，目前存在什么

问题，隐患排查和治理整改情况如何，下一步的计

划如何管理，需要怎样的配合等。
通过询问提醒的方式进一步固化安全意识的

提升，丰富安全事故预控的方法，综合治理各项安

全隐患，从而真正实现安全的本质化管理，控制小

事故、杜绝大事故，逐步达到零事故、零死亡的最

终目标。

　　三、结语

在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中，建 立

“一提高、二督察、三询问”的监督管理模式，落实

日巡查、周检查、月督查的工作方式，提高各层安

全管理 人 员 的 管 理 水 平。不 断 修 订 完 善 管 理 体

系，把安全管理的核心体系建设工作不断循环改

进，变 被 动 为 主 动，成 为 自 觉 的 预 防 性 的 安 全 检

查。使安全管理工作做到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

复的事情快乐做。通过这种循环方式，快速有效

地提高安全监管人员、业主代表、监理部及项目部

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确保轨道交通工程建

设施工安全，最终达到零事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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