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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口灌区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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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亭子口灌区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存在诸多危险源,为了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结合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第Ⅲ标段水利

工程隧洞施工,对危险源管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期望此次研究取得的成果能够为水利工程隧洞施

工中的危险源管控提供实用的经验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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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hazard
 

sources
 

in
 

the
 

tunnel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f
 

Tingzik-
ou

 

Irrigation
 

Are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ccident
 

risk,the
 

research
 

on
 

the
 

control
 

problem
 

of
 

the
 

hazard
 

source
 

is
 

discussed,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is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
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hazard
 

contro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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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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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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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水利工程隧洞的施

工由于其施工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施工过程中的多

种施工工艺和设备的使用而存在着诸多危险

源[1]。正确辨识和管控这些危险源对于保障施工

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笔
者深入分析了危险源管控的关键问题,以期为亭

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安全管

理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辨识方法及过程

2.1 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辨识方法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辨

识方法是确保施工过程安全可控的重要手段。在

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存在诸多潜在的危险源,通
过对这些危险源进行辨识,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控

制施工风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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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危险源辨识的目的

是为了全面了解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危险源,以
便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通过辨识危

险源,可以提前发现和评估工程潜在的施工风险,
为施工方案的制定和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辨识方

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对施工现场进行全

面的勘察和调查,了解隧洞所处的地质环境、气候

条件以及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特点;(2)根据勘察

和调查取得的数据,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源,如地

质灾害、水源涌入、二氧化碳超标等[3]。然后结合

工程技术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危险源进

行评估,确定其危害程度和可能导致的风险;(3)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出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如
采取合理的施工工艺、安全防护措施等,以减少可

能出现的施工风险。
  

最后,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的危险源辨识方

法还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需要充分利用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如地质勘探技术、无人机巡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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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高危险源辨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应当加

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和教育,进一步提高其辨识

危险源的能力和意识;(3)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

管理体系,及时收集和分析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对施工方案进行及时的

调整和改进。
2.2 水利工程隧洞施工危险源的辨识过程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 第Ⅲ标 总 承 包 部 由

HSE负责牵头,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危险

源评价小组,其成员主要由参建单位多年从事一

线水电工程施工的水工工程师、机电工程师、质量

工程师、安全工程师等组成,通过向一线员工下发

危险源调查表、全面摸底排查亭子口灌区一期工

程第Ⅲ标段水利工程隧洞中各项作业活动中潜在

或可施加影响的危险源的基础上,运用“作业条件-
管理因子”危险性评价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识别的分

析[4]。笔者就 HSE如何运用“作业条件-管理因

子”危险性评价法判定水利工程隧洞施工过程中危

险源与重大危险源的方式进行了阐述。
洞挖施工前,施工单位在未掌握隧洞工程地

质、水文地质、气象条件、环境因素等勘测资料的前

提下盲目进行施工,很有可能会造成事故的发生,
因此而将LM(隧道安全步距,指隧洞仰拱到掌子

面的距离)值取8。鉴于施工人员每日连续且长时

间地暴露在隧洞作业环境中,因此而将EM(有效

雨水与最大容量的比值)值取10
 

;又因洞挖施工一

旦发生事故即有可能造成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损

失,因此而将CM(泥浆矿化度)值取10[5]。由于洞

挖施工的管理措施严重缺失,因此将管理因子 M
(管理影响因子)值取10,则DM(水位变化)=8
×10×10×10=8

 

000。故该项作业风险等级最

终被评定为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3 针对重大危险源采取的有效防治措施

3.1 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亭子口灌区Ⅲ标段总承包部针对水利工程隧

洞施工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级

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该责任制

的建立明确了各级管理人员在安全管理中的职责

和义务,能够推动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责任,进
而加强了对施工过程中的危险源管控;同时提高

了安全生产责任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加强了对责

任的追究,确保了责任人尽责。
3.2 强化制度执行的力度

一定要强化制度执行的力度,加强对技术管

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总承包部通过制定明确的

责任制和考核机制明确了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

权限,以确保制度执行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定期

开展内部审核和外部检查,对技术管理制度的执

行情况进行评估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3.3 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建立应急救援体系,明确应急救援的目标和

职责。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包括隧洞坍塌事故、地质灾害等。应急救援的目

标是快速、有效地进行救援工作,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项目部必须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组织

体系,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和任务,确保救援工作

的有效进行。
4 结 语

笔者针对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水利工程隧洞

施工中的危险源管控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通过

对水利工程隧洞施工中危险源辨识方法及过程的

探讨,在施工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辨识出可能存在

的危险源,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预防和控制措施,旨
在降低危险源带来的风险。在落实安全管理机构

方面,强调了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以确保安全管

理制度的有效进行;同时提出了加强制度执行的

力度能够有效规范施工行为,减少事故的发生。
此外,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等方面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保障施工安全。通过综合运用各项有

效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危险源的发生频率及其对

施工造成的影响,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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