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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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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道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内河航道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的指导，以及评价基本要求、开工评价、中间评

价、综合评价、成果应用等方面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航道建设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JTS 205-1 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技术规范

JT/T 1375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指南

JT/T 1404 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条件通用要求

JT/T 1495 公路水运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查规程

JT/T 1509 水运工程通用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JTS 252 水运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性较大工程 major hazard working procedure

危大工程

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或其他损失的的分部

分项工程。

[来源：JT/T 1495-2024，3.1]

3.2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 more than a certain size of major hazard working procedure

超危大工程

工程条件复杂、技术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的危大工程。

[来源：JT/T 1495-2024，3.1]

3.3 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评价 safety management evaluation of major hazard working procedure

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施工过程中或者施工结束后，对其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3.4 专家调查法 expert investig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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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依据自身的工程知识和经验，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作出评价的一种

方法。

[来源：JT/T 1375.1-2022，3.10，有修改]

3.5 指标体系法 index system method

根据影响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各评价指标进行数值区间量化分级，

并综合考虑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对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作出评价的一种方法。

[来源：JT/T 1375.1-2022，3.11，有修改]

4 评价基本要求

4.1 评价否决项

危大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事故，则不可参加评价。

4.2 评价阶段划分

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包括该危大工程开工评价、中间评价、综合评价三个阶段，贯穿整个

施工过程。评价阶段的选择，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3 评价小组人员

评价小组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公路水运工程危大工程相关安全管理经验及专业能力，小组人数应为3
人及以上，且为单数。必要时，可邀请与项目建设无利害关系的专家。

4.4 评价方法选择

危大工程开工评价可采用检查表法（见附录A）开展。危大工程中间评价、综合评价可采用专家调

查法（附录D.1）或指标体系法（附录D.2），必要时宜采用两种以上方法比对验证评价结果，当采用不

同方法得出的评价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时，应分析导致较大差异的原因，确定合理的评价结果。

5 开工评价

5.1 开工评价应在危大工程首件工程施工前开展，重点评价危大工程是否满足开工前安全生产条件。

5.2 开工评价对照附录 A内容开展。

5.3 开工评价由施工单位组织开展，可邀请勘察、设计、监理、建设单位参加。

6 中间评价

6.1 中间评价，应在危大工程施工到一定阶段或周边环境、施工工艺或主要设备、施工队伍等生产要

素发生变化时开展。

6.2 施工到一定阶段是指：通过首件总结后进入大规模施工生产、较大风险及其以上重大作业活动实

施过程中、专项施工方案重大调整实施过程中、按规定需要验收的施工工序验收前等。

6.3 中间评价可采用专家调查法（附录 D.1）或指标体系法（附录 D.2），调查要素（附录 B）、评价

指标（附录 C）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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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中间评价由监理单位组织开展，施工单位配合参与，必要时可邀请勘察、设计、建设单位参加。

7 综合评价

7.1 综合评价，应在危大工程施工结束或完成阶段性目标后，对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系统、综

合评价分析。完成阶段性目标，是指单位工程所涵盖的某类危大工程全部完成施工后。

7.2 综合评价可采用专家调查法（附录 D.1）或指标体系法（附录 D.2），调查要素（附录 B）、评价

指标（附录 C）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抉择。

7.3 综合评价由建设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参与，必要时可邀请行业专家参与。

8 成果应用

8.1 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结果，可作为评判危大工程安全管理状况的依据，可为后续危大工程

施工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8.2 开工评价表内各项均合格时，评价小组成员签字认可后，方可进行施工；当出现不合格项情况时，

应在分析原因、整改完善后方能重新评价。

8.3 中间评价、综合评价，评价结果等级见表 D.5。中间评价结果出现“不合格”情况时，应立即停

止该危大工程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整改提升后，方可后续施工；综合评价结果出现“不合格”情况时，

要认真分析原因，提出后续其他危大工程施工管控的意见或建议。

8.4 中间评价、综合评价应编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反映评价过程的全部工作，包括编制依据、危

大工程概况、评价过程和评价方法、评价结论、建议等内容，具体评价报告内容及格式见附录 E。评价

报告应及相关资料应归入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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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开工评价表

开工评价表见表A.1。

表 A.1 开工评价表见

危大（超危大）工程名称：

序号 类别 评判标准 需查资料 检查结论 情况说明

1
周边环

境

提供工程地质、气象和水文资料，以及地下管线、相邻建

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等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如有必要，

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补充勘察。

提供工程地质、气象和水

文资料，以及周边环境资

料，补充勘察资料。

2

勘 察

设计因

素

勘察单位应当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相关技术规范等

进行实地勘察、测量，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在勘察文件

中说明可能存在的工程风险，在勘察文件中加以说明并提

出防治建议，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

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工程可行性研究

阶段或者初步设计阶段，对桥梁、隧道、高边坡、深基坑

等危险性较大的工程进行设计安全风险评估，编制安全风

险评估报告。

勘察文件；设计文件；设

计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专

项设计（必要时）；设计

文件内的建议或意见

3
专项管

理制度

监理单位应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监理制度，明确审查、现场

巡视、监督检查等内容。编制监理计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时，

应明确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

施工单位应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制度，编制危大工程清

单并落实安全措施。

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监理实施细则

4

专项施

工方案

编制

施工单位应明确危大工程的性质、范围，分析研究危大工

程涉及的安全技术条件，做好踏勘、核实等工作。危大工

程及超危工程详见 JT/T 1495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

录 D。

施工单位应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

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危大工程的特点和要求进

行必要的设计和安全验算，对所引用的计算方法和数据，

应说明其来源和依据。方案中应有文字说明和必要的图示，

图文应清晰明了，图示应标注规范。

危大工程清单、专项施工

方案、必要的设计和安全

验算书

5

专项施

工方案

审、批

程序

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组织本单位相关专业人员进行

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不需专家论证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经施

工单位审核合格后报监理单位，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签字并加盖项目监理机构公章后方可实施。

监理单位审查的主要内容应满足以下要求：a）编审程序及

专项施工方案审核、签字

盖章；专项施工方案监理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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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符合本文件要求；b）技术措施符合相关工程建设标准；

c）按专家论证意见修改和完善。

6

专项施

工方案

专家论

证

对于超危大工程或未达到超危大工程要求但参建方认为有

必要的，施工单位应组织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案应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审查。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后，专家组应提交论证报告，对论证

的内容提出明确的意见和结论，与会全体专家在论证报告

上签字。

施工单位应根据论证报告修改完善专项施工方案，并经施

工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

相关资料（专家论证报告

等），专项施工方案专家

论证意见修改情况；

7
监理实

施细则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专项监理细

则并组织实施。

监理实施细则编制及实

施情况

8

安全生

产条件

核查

大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开展安全生产条件检查，监理

单位应对其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应当报建设

单位确认。经核查符合条件后方可开工。

安全生产条件核查表以

及附件资料

注：检查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检查人员签字： 检查结论：

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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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专家调查要素

专家调查要素见表B.1。

表 B.1 专家调查要素

类别 调 查 要 素

施工前期工作（R1）
专项施工方案编审批流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危大工程开工

前安全生产条件核查等文件资料

风险辨识管控（R2） 专项风险评估报告、施工风险动态辨识、风险措施落实

技术方案调整（R3） 专项施工方案局部调整审批流程，专项施工方案重大变更审核、审查、论证程序

现场实施（R4）
项目负责人带班履职、施工单位对应性检查、危大工程验收、监测实施（如有）、监理专项

巡视记录等文件资料，以及现场危险作业管控、现场实施检查情况

应急管理（R5） 相关预案编制、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应急演练以及现场应急处置等文件资料

管理档案（R6） 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各自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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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C.1。

表 C.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分级
基本分值 权重系

数
说明

分值范围 取值

施 工前

期工作

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未附必要的设计和安全验算，或者方案内容不

全
0~74

R1.1 γ1.1
专项施工

方案

专项施工方案内容齐全 75

完成质量非常好，存在创新性 76~100

专项施工方案

审批流程

专项施工方案已编制未履行审批程序 0
R1.2 γ1.2

专项施工方案审批程序齐全、符合相关要求 100

超危大工程专

项施工方案专

家论证

超危大工程已开工，但专项施工方案未组织专家论证 0

R1.3 γ1.3
专家论证

资料

专家论证结果为“不通过”，再次组织论证情况 25~50

专家论证通过，但专家意见未修改到位 51~75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通过，专家意见修改到位，相关人员

签字实施
76~100

专项施工方案

技术交底

未组织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人员

未全覆盖
0

R1.4 γ1.4
技术交底

资料

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内容针对性不强专项施工方案技术

交底人员未全覆盖
25~75

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内容针对性强、详实资料齐全 76~100

危大工程开工

前安全生产条

件核查

危大工程已施工，未组织危大工程开工前安全生产条件核查 0

R1.5 γ1.5
条件核查

资料
核查附件资料不全基本齐全 50~75

核查附件资料齐全 100

风 险辨

识管控

专项风险评估

报告

专项风险评估涉及该危大工程施工风险辨识不全、管控措施

不符合实际
0~25

R2.1 γ2.1
专项风险

评估报告

专项风险评估涉及该危大工程施工辨识较齐全、管控措施较

符合实际
50~75

专项风险评估涉及该危大工程施工辨识齐全、管控措施符合

实际
75~100

施工风险动态

辨识

施工过程中未开展动态风险辨识 0

R2.2 γ2.2 动态辨识施工风险动态辨识内容不全 25~90

施工风险动态辨识齐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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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方

案调整

局部调整审批

流程

专项施工方案局部调整，未履行审批流程 0
R3.1 γ3.1

局部调整

审批材料专项施工方案局部调整审批流程完备 100

重大变更审核、

审查、论证程序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重大变更未履行审核、审查程序；超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重大变更未履行审核、审查、论证程

序

0

R3.2 γ3.2
重大调整

审批材料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重大变更已履行审核、审查程序；超

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重大变更已履行审核、审查、论证程

序

100

现 场实

施

项目负责人带

班履职

项目负责人未带班履职 0

R4.1 γ4.1
带班履职

记录
项目负责人带班履职记录不全基本详实 25~95

项目负责人带班履职记录较齐全详实 100

危大工程现场

巡查、监督

施工单位相关人员施工项目现场巡查、监督 0

R4.2 γ4.2 检查材料施工单位相关人员施工项目现场巡查、监督记录较基本齐全 50~75

施工单位相关人员施工项目现场巡查、监督记录齐全 75~100

通航保障（如涉

及）

危大工程施工涉及到通航安全，未按相关要求编制通航保障

方案或未落实通航安全措施
0

R4.3 γ4.3

现场调查

或相关资

料

通航标志标牌、警示设施等措施，按照保障方案相关要求基

本设置到位
50~95

通航标志标牌、警示设施等措施，严格按照保障方案相关要

求设置到位
100

危大工程验收

未按相关要求组织危大工程验收 0

R4.4 γ4.4
危大工程

验收材料

按相关要求组织危大工程验收，验收项目较齐全，或验收资

料较基本齐全
50~95

按相关要求组织危大工程验收，验收项目齐全、验收资料齐

全
100

监测实施（如

有）

按要求需要监测的项目，未编制、已编监测报告，，但未组

织监测未组织现场监测
0

R4.5 γ4.5 监测材料
按要求需要监测的项目，已组织监测，监测数据不全真实有

效，监测数据基本齐全
25~90

按要求需要监测的项目，已组织监测，监测数据真实有效，

监测数据齐全齐全
100

监理专项施工

方案执行情况

检查

监理单位未见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检查记录 0

R4.6 γ4.6

方案执行

情况检查

记录

监理单位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检查记录不全基本详实 50~75

监理单位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检查较齐全详实 76~100

应 急管

理
预案编制

未编制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

置方案
0

R5.1 γ5.1

专项应急

预案和现

场处置方

案

编制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

方案较基本齐全
50~85

编制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 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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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具备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合法性等基本要求

应急物资储备

未储备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应急物资 0~25

R5.2 γ5.2
物资库及

现场物资
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应急物资储备较基本齐全 50~95

该危大工程施工涉及的应急物资储备齐全 100

应急演练活动

（如有）

未按规定进行相关应急演练活动或未制定相关演练计划 0

R5.3 γ5.3 演练资料按规定进行了应急演练活动，资料演练资料较基本齐全 50~95

按规定进行了应急演练活动，资料演练资料齐全 100

管 理档

案
管理档案

未按要求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 0~25

R6.1 γ6.1 档案资料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资料较基本完整 50~95

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资料完整 100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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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评价方法及结果分级

D.1 专家调查法

评价小组应从施工前期工作、风险辨识管控、技术方案调整、现场实施、应急管理、管理档案方面

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步骤如下：

a) 根据附录 B，每位专家分别对每个项别给出评价分值(R)，Ri的取值采用百分制。专家调查要

素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b) 根据表 D.1,每位专家分别对每个项别给出评价信心指数(Wi)。
c) 按公式(D.1)计算出每位专家的评价结果(Dr)。
d) 将 Dr累加再除以专家总数得出平均值作为评价小组的评价结果。

表 D.1 专家信心指数

信心描述
对评价内容非常熟悉，对评

价结果很有信心

对评价内容比较熟悉，对评价

结果比较有信心

对评价内容有一定了解，对

评价结果有一定信心

对评价内容不太了解，

对评价结果基本没把握

专家信心指数W 0.9～1 0.7～0.9 0.4~0.7 0.1～0.4

��=
（��×��）�

���
·············································(D.1)

式中：

Dr——每位专家的评价结果；

Wi——每位专家评价信心指数；

Ri——每个项别评价分值。

D.2 指标体系法

评估小组可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从附录 C表中选取或补充相应的评估指标，并可对其分值区间进行

适当调整。

采用权重系数对各评价指标重要性进行区分。权重系数可采取经验值法、重要性排序法、层次分析

法等方法进行确定（附录D.2.1），必要时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比对后确定。

在对具体危大工程进行评价时，评价小组应通过集体研判等方式，合理选取评价指标、确定指标权

重。

评价按公式（D.2）计算。

�r = ��� = �������� ·············································· (D.2)

式中：

Fr—评价分值；

Xij—评价指标的分值，i=1、2、3、4、5、6、7，j=1、2、……n，n为对应第i个项别包括的评价指

标的数量；

Rij—评价指标的基本分值，0~100分；

γij—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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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权重系数确定方法

1) 经验值法

参考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考核评价标准》（2022 版）

的函（苏交执法质函〔2022〕172 号）第五条，对示范工地的考核评价中基础管理考核评价、施工现场

考核评价所占比重，将施工前期工作、风险辨识管控、技术方案调整、应急管理、管理档案等五项内容

算出来的平均值权重系数明确为0.4，现场实施内容算出来的平均值权重系数明确为0.6。具体如表D.1

所示。

表 D.2 经验值法权重系数表

评价指标 分值 平均值 权重系数

施工前期工作 R1

R基础 0.4

风险辨识管控 R2

技术方案调整 R3

应急管理 R4

管理档案 R5

现场实施 R现场 R现场 0.6

2) 重要性排序法

采用重要性排序法确定权重系数时，根据评价指标与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效果的相关性，进行综

合评判后，将各评价指标按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进行排序，权重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 = 2�−2�+1
�2

····················································(D.3)

式中：

γ —权重系数；

n—评价指标项数；

m—重要性排序号，n≤m。

在采用重要性排序法确定权重系数时，评价小组应通过集体讨论等方式，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合理

选取或补充评估指标并对其重要性进行排序。评价指标个数的选取宜在13个以内。

3) 层次分析法

针对指标权重确定问题，除经验值法、重要性排序法以外，也可采用层次分析法，其步骤如

下：

a) 建立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效果评价指标多层次结构模型。

b) 通过两两比较确定两指标间相对重要程度，可采用 1~9标度法进行取值确定两指标间相对重

要程度，见表 D.3，建立判断矩阵。

c) 计算判断矩阵中每行元素的几何平均值，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对权重值。

d)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计算 CI 进行一致性检验，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见表 A.5，若

CI/RI<0.1，则判断矩阵符合要求，即表明该组数据(专家构造的判断矩阵)为有效数据。

�� = ����−�
�−1

···················································· (D.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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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判断矩阵的一般一致性指标；

n—判断矩阵的阶数。

表 D.3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取值表

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表 D.4 采用各位专家构造判断矩阵计算的权重系数结果

专家编号 α β γ δ ... λmax C.I C.R 一致性检验

1 α1 β1 γ1 δ1 ... λmax1 C.I1 C.R1 是否通过

2 α2 β2 γ2 δ2 ... λmax2 C.I2 C.R2 是否通过

... ... ... ... ... ... ... ... ... ...

s αs βs γs δs ... λmaxs C.Is C.Rs 是否通过

选取表D.4 中的有效数据（m组，m≤s），进一步计算。将权重系数计算平均值，则能够得到各项

评价因素的权重系数。

D.3 评价结果分级标准

按照计算结果，对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进行分级。

表 D.5 危大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评价分级标准

评价等级 分值

优秀 Dr ≥ 95

合格 95 > Dr ≥ 85

不合格 Dr ＜85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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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评价报告参考模板

1 概述

1.1 编制依据

1.2 危大工程概况

1.3 施工节点

2 评价过程

2.1 评价小组

2.2 材料收集

2.3 评价方法选择

2.4 评价要素选择

2.5 现场评价

3 评价分析

3.1 评价结果

3.2 评价划分等级

3.3 问题分析

3.4 措施与建议

4 附件

4.1 评价小组签到表

4.2 评价表

4.3 评价过程性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4.4 评价相关内容的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4.5 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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