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项目管理高频考点

第五章
1Z205000 建设工程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分值分布】

题型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单选题 7 9 9 7 7

多选题 6 6 6 6 6

总分数 13 15 15 13 13

1Z20501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

高频考点一：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体系文件编写

体系文件包括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三个层次。

1．体系文件编写的原则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是系统化、结构化、程序化的管理体系，是遵循 PDCA 管理模式并以文件支持

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标准要求的要写到、文件写到的要做到、做到的要有有效记录。

2．管理手册的编写

管理手册是对组织整个管理体系的整体性描述，它为体系的进一步展开以及后续程序文件的制定提供了框架要

求和原则规定，是管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

其主要内容包括：

（1）方针、目标、指标、管理方案；

（2）管理、运行、审核和评审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3）关于程序文件的说明和查询途径；

（4）关于管理手册的管理、评审和修订工作的规定。

3．程序文件的编写

程序文件的编写应符合以下要求：

（1）程序文件要针对需要编制程序文件体系的管理要素；

（2）程序文件的内容可按“4W1H”的顺序和内容来编写，即由谁做（who），什么时间做（when），在什

么地点做（where），做什么（what），怎么做（how）；

（3）程序文件一般格式可按照目的和适用范围、引用的标准及文件、术语和定义、职责、工作程序、报告和

记录的格式以及相关文件等的顺序来编写。

4．作业文件的编制

作业文件是指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之外的文件，一般包括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管理规定、监测活动准则

及程序文件引用的表格。

高频考点二：管理体系的维持

1．内部审核

内部审核是组织对其自身的管理体系进行的审核，是管理体系自我保证和自我监督的一种机制。

2．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是由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对管理体系的系统评价，管理评审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信息输入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2）评审过程充分严谨，应明确评审的内容和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并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分析；

（3）评审结论应该清楚明了，表述准确；

（4）评审中提出的问题应认真进行整改，不断持续改进。

3．合规性评价

（1）合规性评价分公司级和项目组级评价两个层次进行。

（2）项目组级评价，当某个阶段施工时间超过半年时，合规性评价不少于一次。项目工程结束时应针对整个

项目进行系统的合规性评价。

（3）公司级评价每年进行一次。

1Z20502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高频考点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所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核心。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按照安全生产管理方针和“管生产的同时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到单位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班组长、作业人员。

工程项目部专职安全人员的配备应按住建部的规定，1 万 m2 以下工程 1 人；1 万～5 万 m2 的工程不少于 2

人；5 万 m2 以上的工程不少于 3 人。

2.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 3 个月办理延期手续。

企业在有效期内，未发生死亡事故的，有效期届满时，经原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延期 3 年。

3.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一般包括对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

4. 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主要有新员工上岗前的三级安全教育、改变工艺和变换岗位安全教育、经常性安全教育三

种形式。

5.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垂直运输机械员、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起重信号工、

登高架设作业等属于特种作业人员。★速记点评：登高架设≠登高作业。

（2）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 6 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 3 年复审 1 次。

（3）在有效期内，连续从事本工种 10 年以上，严格遵守有关法规的，经发证机关同意，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复

审时间可以延长至每 6 年 1 次。申请复审或者延期复审前，特种工应当参加必要的安全培训并考试合格。安全培训

时间不少于 8 个学时。

6.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制度

（1）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

（2）对下列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

工程师签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包括：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模板工

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爆破工程等。

（3）对上述所列工程中涉及深基坑、地下暗挖工程、高大模板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还应当组织专

家进行论证、审查。

7.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应当自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

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管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置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进行登记应当提交施工起重机械有关资料，包括：



（1）生产方面的资料，如设计文件、制造质量证明书、检验证书、使用说明书、安装证明等；

（2）使用的有关情况资料，如施工单位对于这些机械和设施的管理制度和措施、使用情况、作业人员的情况

等。

8.安全检查制度

（1）安全检查的内容

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查思想、查制度、查管理、查隐患、查整改、查伤亡事故处理等。安全检查的重点

是检查“三违”（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和安全责任制的落实。

（2）安全隐患的处理程序

对查出的安全隐患，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定人、定措施、定经费、定完成日期。应按照“登记

-整改-复查-销案”的程序处理安全隐患。

8.“三同时”制度：凡是我国境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其安全生产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9.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工伤保险是法定的强制性保险；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是法定的非强制性保险。

高频考点二：建设工程安全隐患的类型

建设工程安全隐患包括三个部分的不安全因素：人的不安全因素、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组织管理上的不安全因素。

1．人的不安全行为的类型

(1)操作失误、忽视安全、忽视警告；

(2)造成安全装置失效；

(3)使用不安全设备；

(4)手代替工具操作；

(5)物体存放不当；

(6)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7)攀坐不安全位置；

(8)在起吊物下作业、停留；

(9)在机器运转时进行检查、维修、保养；

(10)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11)未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

(12)不安全装束；

(13)对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处理错误。

2．物的不安全状态类型

(1)防护等装置缺陷；

(2)设备、设施等缺陷；

(3)个人防护用品缺陷；

(4)生产场地环境的缺陷。

3．组织管理上的不安全因素

组织管理上的缺陷，也是事故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作为间接的原因共有以下方面：

(1)技术上的缺陷；

(2)教育上的缺陷；

(3)生理上的缺陷；

(4)心理上的缺陷；



(5)管理工作上的缺陷；

(6)学校教育和社会、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缺陷。

高频考点三：安全事故隐患治理原则

1．冗余安全度治理原则

为确保安全，应考虑设置多道防线，即使发生有一两道防线无效，还有冗余的防线可以控制事故隐患。例如：

道路上有一个坑，既要设防护栏及警示牌，又要设照明及夜间警示红灯。

2．单项隐患综合治理原则

人、机、料、法、环境五者任一个环节产生安全事故隐患，都要从五者安全匹配的角度考虑。一件单项隐患问

题的整改需综合（多角度）治理。例如某工地发生触电事故，一方面要进行人的安全用电操作教育，同时现场也要

设置漏电开关，对配电箱、用电线路进行防护改造。

3．事故直接隐患与间接隐患并治原则

对人、机、环境系统进行安全治理的同时，还需治理安全管理措施。

4．预防与减灾并重治理原则

5．重点治理原则

6．动态治理原则

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治理。

从施工单位角度谈其对事故安全隐患的处理方法。

1．当场指正，限期纠正，预防隐患发生

2．做好记录，及时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3．分析统计，查找原因，制定预防措施

4．跟踪验证

1Z205030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高频考点一：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

（1）综合应急预案

应对各类事故的综合性文件。

（2）专项应急预案

针对具体的事故类别（基坑开挖、脚手架拆除）、危险源、和应急保障而制定的计划或方案。 专项应急预案

应制定明确的救援程序和具体的应急救援措施。

（3）现场处置方案

针对具体的装置、场所或设施、岗位所编制的应急处置措施。应具体、简单、针对性强。现场处置方案应通过

应急演练，做到迅速反应、正确处置。

生产规模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其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可以合并编写。

高频考点二：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

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分类



事故判断数字就高不就低，与质量事故等级判别几乎相同

目前，在建设工程领域中，判别事故等级较多采用的是《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高频考点三：建设工程安全事故处理措施

1．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1）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2）各个行业的建设施工中出现了安全事故，都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专业工程出现安全事故，还

需要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3）情况紧急时，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4）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下列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通知公安机关、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工会和人民检察院。

1）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

门；其立即再报国务院。

2）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

3）一般事故上报至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5）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2．组织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1）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2）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

府负责调查。

（3）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3．现场勘查

4．分析事故原因

通过直接和间接地分析，确定事故的直接责任者、间接责任者和主要责任者。

5．制定预防措施

6．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

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

7．事故的审理和结案

（1）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

批复；



（2）特别重大事故，30 日内作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 30

日。

1Z20504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高频考点一：建设工程现场文明施工的措施

项目经理为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责任人

一、现场围挡、标牌

1．施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设置进出口大门，制定门卫制度，严格执行外来人员进场登记制度。

2．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围挡，市区主要路段和其他涉及市容景观路段的工地设置围挡的高度不低于 2.5m，其他工

地的围挡高度不低于 1.8m。

3．施工现场必须设有“五牌一图”，即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消防保卫(防火责任)牌、安全生

产牌、文明施工牌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

二、现场消防、防火管理

1．现场建立消防管理制度，建立消防领导小组，落实消防责任制和责任人员，做到思想重视、措施跟上、管理到

位。

2．定期对有关人员进行消防教育，落实消防措施。

3．现场必须有消防平面布置图，临时设施按消防条例有关规定搭设，做到标准规范。

4．易燃易爆物品堆放问、油漆问、木工问、总配电室等消防防火重点部位要按规定设置灭火机和消防沙箱，并有

专人负责，对违反消防条例的有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5．施工现场用明火做到严格按动用明火规定执行，审批手续齐全。

高频考点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措施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污染主要包括对施工场界内的污染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对施工场界内的污染防治属于职业

健康安全问题，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的问题。

建设工程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的防治、水污染的防治、噪声污染的防治、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以及文

明施工措施等。

一、施工现场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1．施工现场垃圾渣土要及时清理出现场。

2．高大建筑物清理施工垃圾时，要使用封闭式的容器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处理高空废弃物，严禁凌空随意抛撒。

3．施工现场道路应指定专人定期洒水清扫，形成制度，防止道路扬尘。

4．对于细颗粒散体材料(如水泥、粉煤灰、白灰等)的运输、储存要注意遮盖、密封，防止和减少飞扬。

5．车辆开出工地要做到不带泥沙，基本做到不洒土、不扬尘，减少对周围环境污染。

6．除设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禁止在施工现场焚烧油毡、橡胶、塑料、皮革、树叶、枯草、各种包装物等废弃物

品以及其他会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7．机动车都要安装减少尾气排放的装置，确保符合国家标准。

8．工地茶炉应尽量采用电热水器。若只能使用烧煤茶炉和锅炉时，应选用消烟除尘型茶炉和锅炉，大灶应选用消

烟节能回风炉灶，使烟尘降至允许排放范围为止。

9．大城市市区的建设工程已不容许搅拌混凝土。在容许设置搅拌站的工地，应将搅拌站封闭严密，并在进料仓上

方安装除尘装置，采用可靠措施控制工地粉尘污染。

10．拆除旧建筑物时，应适当洒水，防止扬尘。

二、施工过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1．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作土方回填。



2．施工现场搅拌站废水，现制水磨石的污水，电石(碳化钙)的污水必须经沉淀池沉淀合格后再排放，最好将沉淀水

用于工地洒水降尘或采取措施回收利用。

3．现场存放油料，必须对库房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如采用防渗混凝土地面、铺油毡等措施。使用时，要采取防止

油料跑、冒、滴、漏的措施，以免污染水体。

4．施工现场 100 人以上的临时食堂，污水排放时可设置简易有效的隔油池，定期清理，防止污染。

5．工地临时厕所、化粪池应采取防渗漏措施。

三、施工现场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的要求，对建筑

施工过程中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见下表。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噪声控制技术可从声源、传播途径、接收者防护等方面来考虑。

1．声源控制

(1)声源上降低噪声，是防止噪声污染的最根本的措施。

(2)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和加工工艺代替高噪声设备与加工工艺，如低噪声振捣器、

风机、电动空压机、电锯等。

(3)在声源处安装消声器消声，即在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燃气机、内燃机及各

类排气放空装置等进出风管的适当位置设置消声器。

2．传播途径的控制

(1)吸声：利用吸声材料(大多由多孔材料制成)或由吸声结构形成的共振结构(金属或木质薄板钻孔制成的空腔体)吸

收声能，降低噪声。

(2)隔声：应用隔声结构，阻碍噪声向空间传播。将接收者与噪声声源分隔。隔声结构包括隔声室、隔声罩、隔声屏

障、隔声墙等。

(3)消声：利用消声器阻止传播。允许气流通过的消声降噪是防治空气动力性噪声的主要装置。如对空气压缩机、内

燃机产生的噪声等。

(4)减振降噪：对来自振动引起的噪声，通过降低机械振动减小噪声，如将阻尼材料涂在振动源上，或改变振动源与

其他刚性结构的连接方式等。

3．接收者的防护

让处于噪声环境下的人员使用耳塞、耳罩等防护用品，减少相关人员在噪声环境中的暴露时间，以减轻噪声对人体

的危害。

4．严格控制人为噪声

(I)进入施工现场不得高声喊叫、无故甩打模板、乱吹哨，限制高音喇叭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扰民。

(2)凡在人口稠密区进行强噪声作业时，须严格控制作业时间，一般晚 10 点到次日早 6 点之间停止强噪声作业。确

系特殊情况必须昼夜施工时，尽量采取降低噪声措施，并会同建设单位找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当地居民协调，出

安民告示，求得群众谅解。

四、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和处置

固体废物处理的基本思想是：采取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处理，对固体废物产生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固体

废物的主要处理方法如下：

1．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是对固体废物进行资源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粉煤灰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广泛应

用就是对固体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典型范例。

2．减量化处理



减量化是对已经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选、破碎、压实浓缩、脱水等减少其最终处置量，减低处理成本，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

3．焚烧

焚烧用于不适合再利用且不宜直接予以填埋处置的废物，除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不得在施工现场熔化沥青和

焚烧油毡、油漆。

4．稳定和固化

稳定和固化处理是利用水泥、沥青等胶结材料，将松散的废物胶结包裹起来，减少有害物质从废物中向外迁移、

扩散，使得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减少。

5．填埋

填埋是固体废物经过无害化、减量化处理的废物残渣集中到填埋场进行处置。

高频考点三：建设工程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措施

施工现场的卫生与防疫应由专人负责，全面管理施工现场的卫生工作，监督和执行卫生法规规章、管理办法，

落实各项卫生措施。

1．现场宿舍的管理

宿舍内应保证有必要的生活空间，室内净高不得小于 2.4m，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0.9m，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

得超过 16 人。

宿舍必须设置可开启式窗户，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 2 层，严禁使用通铺。

2．现场食堂的管理

食堂应设置独立的制作间、储藏间，门扇下方应设不低于 0.2m 的防鼠挡板。制作间灶台及其周边应贴瓷砖，

所贴瓷砖高度不宜小于 1.5m，地面应做硬化和防滑处理。粮食存放台距墙和地面应大于 0.2m。

3．现场厕所的管理

施工现场应设置水冲式或移动式厕所，厕所地面应硬化，门窗应齐全。蹲位之间宜设置隔板，隔板高度不宜低

于 0.9m。

厕所大小应根据作业人员的数量设置。高层建筑施工超过 8 层以后，每隔 4 层宜设置临时厕所。厕所应设专人

负责清扫、消毒，化粪池应及时清掏。

4．其他临时设施的管理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或急性职业中毒时，必须在 2h 内向施工现场所在地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并应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现场施工人员患有法定传染病时，应及时进行隔离，并由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