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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36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870-2013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5. 2. 1 、

7.2.2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因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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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9 年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9〕 88 号）的要求，

由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会间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

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8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划，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建筑

施工安全技术控制，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与预警及应急救援，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本规

范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88 号，邮政编码： 210036 ）。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江苏省建筑工程管理局

参编单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上海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山东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

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

南京工业大学

东南大学

江苏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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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站

扬州市建筑安全监察站

常州市建筑业安全监督站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环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扬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聚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徐学军李爱国王群依玉鸣军王晓峰

王先华王建波成因华刘朝日军陈月贵

陈耀才李钢强邹厚存张英明金少军

陶为农郭正兴谈睿董军蒋剑

蔡纪云漆贯学魏吉祥魏邦仁

主要审查人：应惠清任兆祥王平王俊川孙宗辅

吕恒林李守林李善志吴胜兴陈浩

贾洪夏长春瓢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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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贝。

1. o. 1 为加强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统一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的

基本原则、程序和内容，保障建筑施工安全，做到建筑施工安全技

术措施先进可靠、经济适用，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方案、措施的制订以及实

施管理。

1. o. 3 本规范是制订建筑施工各专业安全技术标准应遵循的

统一准则，建筑施工各项专业安全技术标准尚应制订相应的具体

规定。

1. o.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回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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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technique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消除或控制建筑施工过程中已知或潜在危险因素及其危害的

工艺和方法。

2. 0.,2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保证体系 assurance system of tech-

nology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消除或控制建筑施工过程中已知或潜在

危险因素及其危害，由企业建立的安全技术管理组织机构及相应

的管理制度。

2. o. 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划 technique planning for con-

struction safety 

为实现建筑施工安全总体目标制订的消除、控制或降低建筑

施工过程中潜在危险因素和生产安全风险的专项技术计划。

2. o.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 technique analyzing for con-

struction safety 

分析建筑施工中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因素、危害程度及

其消除或控制技术措施可靠性的技术活动。

2. 0. 5 危险源辨识 hazard source identification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根源、状态，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

2. o. 6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 temporary structures for con-

struction 

建筑施工现场使用的暂设性的、能承受作用并具有适当刚度，

白连接部件有机组合而成的系统。

2.0.7 极限状态 limit state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整体或局部超过某一特定状态，导致其



不能满足规定功能的安全技术要求，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的极限

状态。

2. 0. 8 作用 action 

施加在建筑施工临时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或引起结构

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原因。

2. o. 9 作用效应 action effect 

施加在建筑施工临时结构上的作用在结构或结构构件中产生

的影响。

2.0.10 抗力 resistance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或构件承受作用效应的能力。

2. o. 1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控制 technique control for con-

struction safety 

为确保安全技术措施及安全专项方案的实施，克服建筑施工

过程中安全状态的不确定性所采取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活动。

2. 0.12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 technique monitoring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对建筑施工过程中现场安全信怠、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分析

和反馈的技术活动。

2.0.1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预警 technique early warning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在建筑施工中，通过仪器监测分析、数据计算等技术手段，针

对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征兆所采取的预先报警和事前控制的

技术措施。

2. 0.14 建筑施工应急救援预案 pre-arranged planning of emer-

gency rescue for construction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根据预测危险源、危险目标可能发生事故

的类别、危害程度，结合现有物质、人员及危险源的具体条件，事先

制订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进行紧急救援的组织、程序、措施、责

任以及协调等方面的方案和计划。
• 3 • 



2. o. 1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 technique management for 

safety construction 

为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安全技术施工方案有效实施所采

取的组织、协调等活动。

2. 0. 16 安全技术文件 safety technique file 

存档备查的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实施依据，以及记录建筑施工

安全技术活动的资料。

2.0.17 安全技术交底 explaining in aspects of safety tech-

n1que 

交底方向被交底方对预防和控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及减少其

危害的技术措施、施工方法进行说明的技术活动，用于指导建筑施

工行为。

2. o. 18 安全技术实施验收 acceptance of implement of safe-

ty technique 

根据相关标准对涉及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的实施过程及结果进

行确认的活动。

2.0.19 保证项目 dominant item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中的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

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2.0.20 一般项目 general item 

除保证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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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应包括安全技术规划、分析、控制、监测

与预警、应急救援及其他安全技术等。

3. o. 2 根据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应将建筑施工危

险等级划分为 I 、 E 、由级；建筑施工安全技术量化分析中，建筑施

工危险等级系数的取值应符合表 3. o. 2 的规定。
表 3. o. 2 建筑施工危险等级系数

危险等级 事故后果 危险等级系数

I 很严重 1. 10 

II 严重 1. ·05 

III 不严重 1. 00 

3. o. 3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应结合工程施工特点和所处环境，

根据建筑施工危险等级实施分级管理，并应综合采用相应的安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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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划

4. o. 1 建筑施工企业应建立健全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保证体系。

4.0.2 工程项目开工前应结合工程特点编制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规划，确定施工安全目标；规划内容应覆盖施工生产的全过程。

4. o. 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划编制应依据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法

律法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工程设计文件、工程施工合同或招标

投标文件、工程场地条件和周边环境、与工程有关的资源供应情

况、施工技术、施工工艺、材料、设备等。

4. 0.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规划编制应包含工程概况、编制依据、

安全目标、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安全技术分析、安全技术控制、安

全技术监测与预警、应急救援、安全技术管理、措施与实施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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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

5.1 一般规定

5. 1. 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应包括建筑施工危险源辨识、建筑

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和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方案分析，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危险源辨识应覆盖与建筑施工相关的所有场所、环境、材

料、设备、设施、方法、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源；

2 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应确定危险源可能产生的生产安

全事故的严重性及其影响，确定危险等级；

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方案应根据危险等级分析安全技术的

可靠性，给出安全技术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控制指标和控制要求。

5.1. 2 危险源辨识应根据工程特点明确给出危险源存在的部位、

根源、状态和特性。

5.1. 3 建筑施工的安全技术分析应在危险源识别和风险评估的

基础上，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损失程度进行全面分析，评估发生风

险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与相关专业的安全指标相比较，以衡量风

险的程度，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5. 1.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应结合工程特点和生产安全事故

教训进行。

5.1. 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可以分部分项工程为基本单元

进行。

5.1. 6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方案的制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建筑施工危险等级的分级规定，并应有针对危险源及

其特征的具体安全技术措施；

2 按照消除、隔离、减弱、控制危险源的顺序选择安全技术
• 7 • 



措施；

3 采用有可靠依据的方法分析确定安全技术方案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4 根据施工特点制订安全技术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控制原则，

并明确重点控制与监测部位及要求。

5.1. 7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分析应根据工程特点和施工活动情况，

采用相应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

5.1. 8 对于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筑施工和特殊结构

的建筑施工，相关单位的设计文件中应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

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安全技术措施；制订和实施施工方案时，

应有专项施工安全技术分析报告。

5.1. 9 建筑施工超重机械、升降机械、高处作业设备、整体升降脚

手架以及复杂的模板支撑架等设施的安全技术分析，应结合各自

的特点、施工环境、工艺流程，进行安装前、安装过程中和使用后拆

除的全过程安全技术分析，提出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措施。
5.1.10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分析应对临时用电所采

用的系统、设备、防护措施的可靠性和安全度进行全面分析，并宜

包括现场勘测结果，拟进入施工现场的用电设备分析及平面布置，
确定电源进线、配电室、配电装置的位置及线路走向，进行负荷计

算，选择变压器，设计配电系统，设计防雷装置，确定防护措施，制

订安全用电措施和电器防火措施，以及其他措施。

5.2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安全技术分析

5. 2.1 对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应做安全技术分析，并应保证在设计

规定的使用工况下保持整体稳定性。

5.2.2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安全技术分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的有关规定，结合临时结

构的种类和危险等级，合理确定相关技术参数。

5. 2. 3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在设计使用期限内应可靠，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2

1 在正常施工使用工况下应能承受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

2 在正常施工使用工况下应具备良好的工作性能。

5.2.4 对于建筑施工临时结构的各种极限状态，均应规定明确的

限值及标识。

5.2.5 按极限状态分析，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应按下式计算：

g(X1 ,Xz ，…，X）注。 (5. 2. 5-1) 

式中： g( • ）一一施工临时结构的功能函数；

X;(i=l,2 ，…， n）一一基本变量，指施工临时结构上的各种作用和

材料性能、几何参数等。

当仅有作用效应和结构抗力两个基本变量时，按极限状态分

析，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应按下式计算：

R-S二三O

式中：R一一施工临时结构的抗力；

S一一施工临时结构的作用效应。

(5. 2. 5-2) 

5.2.6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安全技术分析时，荷载计算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的自重标准值可按设计尺寸和材料重

力密度计算，并应根据临时结构的变异性，结合统计分析和工程经

验采用一定的增大系数；

2 可变荷载的标准值，应根据建筑施工临时结构使用全过程

内最大荷载统计值确定；

3 风荷载应结合临时结构使用工况，采用不低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规定的 10 年一遇的风荷载标准

值；对风敏感的临时结构，宜采用不低于 30 年一遇风荷载标准值；

当采用不同重现期风荷载标准时，基本风压相对于 50 年一遇风荷

载标准值的调整系数 μ 应按表 5.2. 6 采用，且调整后基本风压不

应小于 0. 20kN/m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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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基本风压相对于 50 年一遍凤荷载标准值的调整系数｛μ）

重现期（年） 100 50 40 30 20 10 

f1. 1. 10 1. 00 o. 97 o. 93 0.87 0.77 

5.2.7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安全技术分析时，对同时出现的不同的

作用，其最不利组合影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分析时，应采用作用效应的基本组

合和偶然组合；

2 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析时，应采用标准组合和频遇

组合。

5.2.8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根据有关

的试验方法和标准经试验确定；对多次周转使用的材料，应分析再

次使用时材料性能衰变对结构安全的影响。

5. 2. 9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安全技术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作用效应分析，以确定临时结构或构件的作用效应；

2 结构抗力及其他性能分析，以确定结构或构件的抗力及其

他性能。

5.2.10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分析可采用计算、模型试验或原型试

验等方法。

5. 2.11 在建筑施工临时结构分析中，应综合分析环境对材料、构

件和结构性能的影响。

5.2.12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基本组合应按下

列公式计算：

叩品十YQ1SQ川 ~YQi<jJciSQik ）《 R(yR ，人， ak, ·) 

(5. 2. 12-1) 

叩品十吝YQi<jJciS Qik ）《 R协fk ， αk ' •• ) (5. 2. 山）

式中：川一一建筑施工危险等级系数，按本规范第 3. o. 2 条规定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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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G一…自重荷载分项系数；

YQ1, YQ；一一一第 1 个和第 i 个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Sek一…自重荷载标准值的效应；

SQ1k一一一在基本组合中起控制作用的一个可变荷载的标准值

效应；

SQ;k一一第 i 个可变荷载的标准值效应；

tf;ci－第 t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其值不大于 1;

RC ·）一一结构构件抗力函数；

YR一一结构构件抗力分项系数；

人一一一材料性能标准值；

ak一一…几何参数标准值。

5.2.13 建筑施工临时结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偶然组合，应按

下列原则确定最不利值z

1 偶然荷载作用代表值不乘分项系数；

2 与偶然荷载同时出现的可变荷载，其代表值应根据观测资

料和工程经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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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控制

6.1 一般规定

6. 1. 1 安全技术措施实施前应审核作业过程的指导文件，实施过

程中应进行检查、分析和评价，并应使人员、机械、材料、方法、环境

等因素均处于受控状态。

6. 1. 2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控制措施的实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危险等级、安全规划制订安全技术控制措施；

2 安全技术控制措施符合安全技术分析的要求；

3 安全技术控制措施按施工工艺、工序实施，提高其有效性；

4 安全技术控制措施实施程序的更改应处于控制之中；

s 安全技术措施实施的过程控制应以数据分析、信息分析以
及过程监测反馈为基础。

6. 1. 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按危险等级分级控制，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I 级 z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技术论证，

履行审核、审批手续，对安全技术方案内容进行技术交底、组织验

收，采取监测预警技术进行全过程监控。

2 H 级 z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和应急救援措施，履行审核、审批

手续，进行技术交底、组织验收，采取监测预警技术进行局部或分

段过程监控。

3 困级：制订安全技术措施并履行审核、审批手续，进行技术

交底。

6. 1. 4 建筑施工过程中，各分部分项工程、各工序应按相应专业

技术标准进行安全技术控制；对关键环节、特殊环节、采用新技术

或新工艺的环节，应提高一个危险等级进行安全技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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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在实施前进行预控，实施中进行

过程控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技术措施预控范围应包括材料质最及检验复验、设备

和设施检验、作业人员应具备的资格及技术能力、作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安全技术交底；

2 安全技术措施过程控制范围应包括施工工艺和工序、安全

操作规程、设备和设施、施工荷载、阶段验收、监测预警。

6.1. 6 建筑施工现场的布置应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

道畅通，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应符合有关消防技术标准。

6.1. 7 施工现场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

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6.2 材料及设备的安全技术控制

6. 2.1 主要材料、设备、构配件及防护用品应有质量证明文件、技

术性能文件、使用说明文件，其物理、化学技术性能应符合进行技

术分析的要求。

6.2.2 建筑构件、建筑材料和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 2. 3 对涉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主要材料、设备、构配件及防

护用品，应进行进场验收，并应按各专业安全技术标准规定进行

复验。

6.2.4 建筑施工机械和施工机具安全技术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具有产品合格证，

属特种设备的还应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

2 建筑机械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安全性能应通过检测，使用

时应具有检测或检验合格证明；

3 施工机械和机具的防护要求、绝缘保护或接地接零要求应

符合相关技术规定；

4 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的操作者应经过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



上岗操作。

6.2.5 建筑施工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安全技术控制中的

性能检测应包括金属结构、工作机构、电器装置、液压系统、安全保

护装置、吊索具等。

6. 2. 6 施工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使用前应进行安装调试和交接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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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与预警及应急救援

7.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与预警

7.1.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与预警应根据危险等级分级进行，

并满足下列要求：

1 1 级：采用监测预警技术进行全过程监测控制；

2 日级：采用监测预警技术进行局部或分段过程监测控制。

7.1. 2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方案应依据工程设计要求、地质条

件、周边环境、施工方案等因素编制，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为建筑施工过程控制及时提供监测信息；

2 能检查安全技术措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监测与控制安全

技术措施的实施；

3 为保护周围环境提供依据；

4 为改进安全技术措施提供依据。

7.1. 3 监测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依据和项目、监测人员配

备、监测方法、主要仪器设备及精度、测点布置与保护、监测频率及

监测报警值、数据处理和信息反馈、异常情况下的处理措施。

7.1. 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可采用仪器监测与巡视检查相结

合的方法。

7.1. 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所使用的各类仪器设备应满足观

测精度和最程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1. 6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现场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势，并应满足监测

控制要求；

2 避开障碍物，便于观测，且标识稳固、明显、结构合理；

3 在监测对象内力和变形变化大的代表性部位及周边重点



监护部位，监测点的数量和观测频度应适当加密；

4 对监测点应采取保护措施。

7.1. 7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监测预警应依据事前设置的限值确定；

监测报警值宜以监测项吕的累计变化量和变化速率值进行控制。

7.1. 8 建筑施工中涉及安全生产的材料应进行适应性和状态变

化监测；对现场抽检有疑问的材料和设备，应由法定专业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7.2 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7. 2.1 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根据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工程特点、环境特征和危险等级制订。

7.2.2 建筑施工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应对安全事故的风险特征进行

安全技术分析，对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应有预防技术措施。

7.2.3 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施工中潜在的风险及其类别、危险程度；

2 发生紧急情况时应急救援组织机构与人员职责分工、权限；

3 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物资的配置、选择、使用方法和调用

程序；为保持其持续的适用性，对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物资进行维

护和定期检测的要求；

4 应急救援技术措施的选择和采用；

5 与企业内部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外部（政府、消防、救险、医

疗等）相关单位或部门的信息报告、联系方法；

6 组织抢险急救、现场保护、人员撤离或疏散等活动的具体

安排等。

7. 2. 4 根据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对全体从业

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交底，并组织专项应急救援演练；根据

演练的结果对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适宜性和可

操作性进行评价、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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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

8.1 …般规定

8.1.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制度的制订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国家现行标准要求，明确安全技术管理的权限、程序和时限。

8.1. 2 建筑施工各有关单位应组织开展分级、分层次的安全技术

交底和安全技术实施验收活动，并明确参与交底和验收的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

8.2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交底

8. 2.1 安全技术交底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工程

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技术规划、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

术措施、安全技术管理文件等的要求进行。

8.2.2 安全技术交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应针对施工过程中潜在危险因素，明

确安全技术措施内容和作业程序要求；

2 危险等级为 I 级、 H 级的分部分项工程、机械设备及设施

安装拆卸的施工作业，应单独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8. 2. 3 安全技术交底的内容应包括：工程项目和分部分项工程的

概况、施工过程的危险部位和环节及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因

素、针对危险因素采取的具体预防措施、作业中应遵守的安全操作

规程以及应注意的安全事项、作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应采取的措

施、发生事故后应及时采取的避险和救援措施。

8. 2. 4 施工单位应建立分级、分层次的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安全

技术交底应有书面记录，交底双方应履行签字手续，书面记录应在

交底者、被交底者和安全管理者三方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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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

8.3.1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应按规定组织验收。

8.3.2 安全技术措施实施的组织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施工单位组织安全技术措施的实施验收；

2 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应根据危险等级由相应人员参加，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危险等级为1级的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参加的人员

应包括：施工单位技术和安全负责人、项目经理和项目技

术负责人及项目安全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

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勘察设计

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涉及的相关参建单位技术负责人；
2）对危险等级为 H 级的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参加的人

员应包括：施工单位技术和安全负责人、项目经理和项目

技术负责人及项目安全负责人、项吕总监理工程师和专

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自技术负责人、勘察设计单位

项目设计代表、涉及的相关参建单位技术负责人；

3）危险等级为盟级的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参加的人员

应包括：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

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涉及的相

关参建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3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单位工程，应由总承包单位组织安全技

术措施实施验收，相关专业工程的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和安全负

责人应参加相关专业工程的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

8. 3. 3 施工现场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应在实施责任主体单位

自行检查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应有明

确的验收结果意见；当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不合格时，实施责任

主体单位应进行整改，并应重新组织验收。

8.3.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应明确保证项目和一般



项目，并应符合相关专业技术标准的规定。

8. 3. 5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

件、专项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实施的要求。

8.3.6 对施工现场涉及建筑施工安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设

施、机具、吊索具、安全防护用品，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

行安全技术措施实施验收。

8.3.7 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使用前应进行交接验收。

8.3.8 施工起重、升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爬模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安装完毕后，安装单位应自检，出具自检合格证明，并应向

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交接验收手续。

8.4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文件管理

8. 4.1 安全技术文件应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其

他单位进行分类，并应满足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8.4.2 安全技术文件的建档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技术文件建档起止时限，应从工程施工准备阶段到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止；

2 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应对安全技术文件进行建档、归档，

并应及时向有关单位传递；

3 建档文件的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并应与建设工程安全

技术管理活动实际相符合，手续齐全。

8.4.3 安全技术归档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归档文件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范围及内容收集齐全、分

类整理、规范装订后归档。

2 归档文件的立卷，卷内文件排列、案卷的编目、案卷装订宜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GB/T 50328 的

有关规定。

3 归档文件采用电子文件载体形式的，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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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归梢文件应为原件。因各种原因不能使用原件的，应在复

印件上加盖原件存放单位的印章，并应有经办人签字及时间。

5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其他各单位在工程竣工

或有关安全技术活动结束后 30 天内，应将安全技术文件交本单位

档案室归档，档案保存期不应少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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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0803102205

2006067

https://d.book118.com/50803102205200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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