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县老黑山 5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盘县老黑山 50M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监理部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结合本项目现场作

业面分散，人员杂.农民工多，安全意识不高，有部分高空作业的特点，为

保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经建设方批准，制定本制度。要求所有现场管理

人员及作业人员认真遵守。

一.安全条款。

1;进入施工现场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帽。

2;进入施工现场不得穿高跟鞋.托鞋。

3;施工作业期间，任何人中午吃饭不的饮酒。

4;任何人不准携带国家管制刀具进入施工现场。

5;任何人在施工现场，不得打架斗殴，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移送司法部

门。

6;任何进入施工现场作业的人员，在操作中禁止吸烟，休息时将吸剩的

烟头仔细熄灭，避免引发火灾。

7;任何人在施工现场禁止随意点火，必要时，必须有专人看管，避免发

生火灾。

8;超过 2 米以上高空施工作业，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下方按

规范增设安全网。电工作业必须佩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

9;在高处作业人员禁止随意箱下仍东西，避免意外伤人。

10;高出建筑垃圾需要箱下清理时，必须在大部分其他人员离场后，并

设专人看护，才可进行。

11;脚手架拆装，现场必须设专人看守，避免意外伤人。

12;危险系数较高的作业部位，施工作业时，地面必须有专人看护，避

免地面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



13;所有现场危险源邻边必须设安全防护栏.安全警戒线.挂安全警示牌。

14.所有现场吊装作业施工，安全员必须在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看护，必

要时，安全监理工程师要进行安全旁站监督。

15.施工作业中任何人员禁止违章.违规进行施工作业。

16.任何人员严禁违规违章指挥工人进行违章.违规施工作业。

下面是总包合同里面的安全违章罚款要求:

常见作业性违章责任细则

条款 违 章

支付违

约金金

额

元/人次

1.1.1.1 进入施工现场不戴或不正确佩戴安全帽。 200

1.1.1.2
穿高跟鞋、前后敞露的凉鞋、短裤、裙子、或赤身露

体穿背心者进入施工现场。
200

1.1.1.3 饮酒、吸毒后上岗。 1000
1.1.1.4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2000
1.1.1.5 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300
1.1.1.6 施工现场追跑、打闹、打架等 500
1.1.1.7 施工现场吸烟。 500
1.1.1.8 在易燃易爆物品旁吸烟。 2000
1.1.1.9 随意移动、损坏、拆除安全设施或移作它用。 500

1.1.1.10
未按规定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工作服、手套、防护眼

镜、面罩、绝缘鞋）。
300

1.1.1.11使用电动工具金属外壳不接地，不戴绝缘手套。 500

1.1.1.12

使用的手持电动工具（手枪电钻、电动扳手、电锤、

手提磨光机、提式砂轮机等）或建筑电动机械（潜水

泵、打夯机水、磨石机、无齿锯、木工机械等）未经

漏电保护器。

500

1.1.1.13将电源直接插入插座内使用 500
1.1.1.14使用其他金属代替熔丝或使用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熔丝 500

1.1.1.15
临时用电私拉乱接电源，使用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电缆，

未使用施工专用配电箱。
500



1.1.1.16
施工用电源线，电焊机二次接线，经过道路无可靠的

保护措施。
500

1.1.1.17电焊机二次线铜芯裸露，未包扎绝缘。 500

1.1.1.18
在金属容器或坑井内工作时，金属容器无可靠接地，

或将行灯变压器带入金属容器或坑井内。
500

1.1.1.19现场配电箱、盘门不关闭。 200
1.1.1.20用氧气作为通风的风源或吹风扫衣着。 300

1.1.1.21
高处作业不扎安全带，或未将安全带挂在上方牢固可

靠处。
500

1.1.1.22不按规程、设计要求搭设脚手架。 500-100
0

1.1.1.23
在不合格的脚手架或不牢固的构件上工作，无可靠防

坠落措施。
500

1.1.1.24
不按规定拆除脚手架，拆除时上下同时作业或脚手架

整体推倒。
800

1.1.1.25高处作业时上、下抛工器具或物件。 500
1.1.1.26高处作业时工、器具不系保险绳，无防坠落措施。 300

1.1.1.27
高处作业时，施工材料、工器具放在临空面或孔洞附

件。
300

1.1.1.28
高处作业切割、焊接的下角料不及时清理，有可能造

成高空落物
400

1.1.1.29氧气、乙炔瓶、压力表损坏继续使用的。 600
1.1.1.30造成高空落物的。 600
1.1.1.31在无任何防护的单梁上行走。 800

1.1.1.32
随意拆除已搭好的脚手架、脚手板。高处作业使用单

块脚手板或不绑扎脚手板。
500

1.1.1.33在高处平台、孔洞边缘、安全网内休息或倚坐栏杆。 500

1.1.1.34
擅自拆除上下爬梯、孔洞盖板栏杆、隔离层、或拆除

上述设施不设明显警告标志并及时恢复的。
500

1.1.1.35
使用不规范的梯子、两个人在梯子上工作或站在最高

两档上。
500

1.1.1.36上下梯子时面部朝外或手拿工具，器材等。 400

1.1.1.37
站在石棉瓦、油毡、苇席等轻型简易结构的屋面上施

工。
800

1.1.1.38凭借管道、栏杆、脚手架或瓷件起吊物件。 500
1.1.1.39擅自穿越安全警戒区。 400
1.1.1.40施工中不走安全通道、爬斜梁或沿脚手架、绳索、栏 500



杆、吊车臂、上料提升架的结构及墙体、支柱上下攀

登。

1.1.1.41搭乘载货吊笼。 500

1.1.1.42
吊物捆绑，吊装方法不当，在吊物上堆放、悬挂零星

物件。
500

1.1.1.43指挥信号不明、重量不明起吊 800
1.1.1.44指挥只用手势不用信号起吊。 500
1.1.1.45起吊超过额定负荷的吊物且无措施。 2000
1.1.1.46吊车吊物直接进行加工。 1000
1.1.1.47起重作业时歪拉、斜吊。 1000
1.1.1.48物件上站人或物件上附有活动物时起吊。 1000

1.1.1.49
起吊或吊挂物体时受力钢丝绳的棱角处不加保护角

的。
1000

1.1.1.50氧气、乙炔瓶等易燃、易爆危险品无安全措施起吊。 1000
1.1.1.51使用倒链的起重链直接缠绕吊物。 500
1.1.1.52起吊埋在地下的不明物。 500

1.1.1.53
起吊钢板、管子等较长易滑构件时，未采用兜吊的方

式。
500

1.1.1.54起吊大件或不规则组件时，未栓牢固的溜绳。 500
1.1.1.55吊装作业未按规定设置作业警戒区。 800
1.1.1.56吊装作业警戒区未设专人监护。 800
1.1.1.57跨越或手扶正在运行的卷扬机及设备的钢丝绳。 800
1.1.1.58将双链条葫芦拆改成单链条使用。 300
1.1.1.59操作链条葫芦时，操作者站在葫芦的正下方。 500
1.1.1.60拖拉机，翻斗车、三轮车、四轮车等违章带人。 500
1.1.1.61转动机械的操作人员在工作时戴手套作业。 800

1.1.1.62
使用砂龙机、车、钳、钻等机械不戴防护眼镜，使用

无齿锯不戴面罩。
500

1.1.1.63
运行中将转动的机械防护罩打开，将手伸入遮拦内，

戴手套或用抹布、绵纱对转动部分进行清扫或检查维

修等。

800

1.1.1.64
在机械的转传动部分的保护罩上坐、立、行走，或用

手触摸运转中机械的转动、传动、滑到部分及旋转中

的工件。

1000

1.1.1.65打锤时戴手套或挥动方向对着人。 500
1.1.1.66进入易燃、易爆区的机动车辆排气管未加防火罩。 1000
1.1.1.67未及时关闭氧气、乙炔阀门就离开工作岗位。 800



1.1.1.68
各类气瓶未装减压器直接使用，使用乙炔瓶不装设专

用的减压器、回火防止器。
800

1.1.1.69
氧气、乙炔瓶之间的距离小于5米，气瓶距离明火的距

离小于10米。
800

1.1.1.70氧气、乙炔皮管混用。 800

1.1.1.71
高处电、火焊作业，对下方的设备不采取防火隔离措

施。
800

1.1.1.72
将点燃的焊、割矩挂在工件上或放在地面上或当照明

用。
800

1.1.1.73随意损坏消防器材或移作它用。 500
1.1.1.74施工现场明火取暖者。 800

1.1.1.75
压力容器，锅炉水压试验升压过程中，在承压部件上

作业。
800

1.1.1.76
对有压力、带油、充油的容器施焊，或未采取措施对

盛过油的容器施焊。
2000

1.1.1.77
焊接，切割工作前未清理周围的易燃物，工作结束后，

未检查清理遗留物，留下火种。
800

1.1.1.78吊车司机离开操作室，不熄火，不收大臂。 800
1.1.1.79各种机动车辆超速行驶。 800

1.1.1.80
违章作业不听安检员劝阻，无理取闹，甚至刁难、辱

骂、殴打安监人员。
2000

1.1.1.81
在易燃物品及主要设备上方进行焊接，下方无监护人，

未采取防火等安全措施。
1000

1.1.1.82其他违章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处罚。 200-100
0

管理指挥性违章处理: 常见管理性违章责任细则

条款 违 章

支付违约

金金额

元/项次

1.1.1.83
未按照《安全生产法》、承包合同、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的规定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2000

1.1.1.84
专职安全员、监理未每天深入施工现场检查、监督，

未对违章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处罚。
500



1.1.1.85
违反施工承包合同规定的分包范围，未经建设单位

同意私自进行工程分包。
10000

1.1.1.86
招用未经资质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分包工队，违反

《电力建设施工管理规定》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

应资质的队伍。

10000

1.1.1.87
总承包单位未将分包单位、包工队纳入本单位的直

接安全管理。
5000

1.1.1.88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未编制专项方

案或超过一定规模的，施工单位未组织专家进行论

证。

2000

1.1.1.89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施工部门技

术、安全、质量专业技术人员未审核，技术负责人

未签字。

500

1.1.1.90
分项工程开工前未组织安全技术交底，施工前班组

长（或施工负责人）不进行安全交底，或无底记录。
500

1.1.1.91
国家、行业、公司新颁发的规定和反事故措施没有

落实到工程设计中去。
1000

1.1.1.92
进入易造成人员窒息的环境或区域内工作未采取

防范措施。
1000

1.1.1.93
对工人发现的施工设备、安全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

不组织消除，或对技术人员拟定的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技术措施不予认真执行。

1000

1.1.1.94
对设备、设计存在的隐患不能及时指挥实施对应措

施。
1000

1.1.1.95对各类装置性违章不及时组织消除。 1000

1.1.1.96
制定的规程、制度、措施不符合现场实际，使用中

导致事故的发生，或在事故处理时延误或扩大了事

故。

2000

1.1.1.97
对上级颁发的反事故措施，不能按要求结合实际组

织实施。
1000

1.1.1.98未按规定召开安全工作例会。 500

1.1.1.99

上级下发的文件、规定及信息不能及时传达和布

置，不能按时间和标准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对于

下达的安全、消防整改通知书，未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整改或整改内容不符合要求。

500

1.1.1.100不按规定发放安全防护用品或劳保用品。 300



1.1.1.101

违反工作票制度，无票从事检查、检修、试验；违

反动火工作票管理规定：无票动火、借票动火、不

按动火作业危险程度使用相应等级的动火工作票、

不按规定履行相应的签发审批手续、不按动火票中

规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动火作业以及动火工作票合

格等。

500

1.1.1.102
有毒有害气体报警系统、消防报警系统不完好或没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000

1.1.1.103特种设备没有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检测。 2000
1.1.1.104主要施工区域、危险部位未按规定悬挂安全标识。 300

1.1.1.105
楼顶屋面女儿墙低于800mm不做安全护栏、安全

网。
2000

1.1.1.106屋面集中堆载物品，影响建筑物结构安全。 2000
1.1.1.107施工破坏屋面防水。 2000

1.1.1.108
未经许可在永久供电、供水、供汽（气）等设施、

设备上私拉乱接。
2000

1.1.1.109

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有效成品保护措施，造成永

久或临时设施（含电缆、管线、沟道等）、成品、

花草树木等损坏，除赔偿所有损失外，并处支付违

约金。

2000-500
0

1.1.1.110

现场主要施工道路未按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

硬化，经书面通知整改，仍未执行的，由建设单位

组织进行实施，实施费用由总承包方承担，并处支

付违约金。

5000

1.1.1.111
安全文明施工责任区内脏、乱、差不能在限定时间

内整改完毕，施工现场焚烧各类废弃物。
1000

奖励规定

5.1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方针、规章、制度，在预防事故、安全施工过程中

作出显著成绩的，励 2000-10000元。

5.2及时发现汇报或消除危害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隐患，经监理和项

目管理人员核实属的，奖励 2000-5000元。

5.3工作认真负责及时发现消除有关生产工艺、设备等安全生产方面隐患

的，经监理和项目管理人员核实属实的，奖励 2000-5000元。



5.4高于或者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及设计、方案、措施等进行标准化、

规范化施工，作过程中未出现严重违章行为，不出现本标准中第 2

项“术语、定义”所列的第 2.1～2.8条事故，奖励 5000-10000元。

5.5防止和避免了伤亡事故或在事故抢救中有功的，奖励 5000-10000元。

以上安全条款要求现场所有施工人员认真遵守，如有违反，将视违反情

况，根据总包合同的违章条款进行罚款处理，如违反情况严重，造成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将交给司法部门处理。

正衡电力监理有限公司

绍兴华茂化纤 4.8MW/10.4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监理部

2024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