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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通用脚手架工程部分）

1 编制说明

脚手架搭设、使用、拆卸的安全决定着施工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周边环境安全，一旦发生问题，将造成作业人员伤亡，安全风

险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建筑施工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实现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组织编写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通用脚手架工程部分）。

本图集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最新要求，共分为编制说明、编制依据、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等 4部分。

其中：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主要是分为专项施工方案、技术管理资料等 2个方面，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分为材料及构配件、脚手架主

体及基础、脚手架构造、各类型脚手架、脚手架使用等 5个方面，精心选录了 120 张有代表性的安全隐患照片，直观展示了脚手架工

程常见隐患和问题，分析了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提出整改措施、规范要求及正确示例，让广大建筑施工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

能准确、便捷、快速辨识脚手架工程中的隐患问题，并及时整改。本图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可作为全省建筑施工

脚手架工程隐患排查治理的重要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参考手册。

由于编制时间较紧，能力水平有限，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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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

2.3《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

2.4《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

2.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2.6《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2006）

2.7《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

2.8《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2011）

2.9《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

2.10《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

2.11《碳素结构钢》（GB/T 700-2006）

2.12《热轧型钢》（GB/T 706-2016）

2.13《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2018）

2.14《钢丝绳夹》（GB/T 5976-2006）

2.15《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2.16《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2.17《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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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管理类安全隐患

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1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

1.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内容不满足《编制指南》

的要求。

2.脚手架架体结构没有设计计算。

3.没有安全保障措施和监测方案。

4.欠缺必要的施工图纸（脚手架布置平面图、脚手架立面图、脚手

架全高剖面图、连墙件大样图、卸荷大样图、悬挑型钢大样图、电

梯井大样图、斜梯大样图、安全通道大样图、人货梯平台大样图等）。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

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第十一、

十二条及附件 1。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号）第四项。

2 审核审批

手续

1.审核、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审批人不符合要求。

2.未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3.搭设高度 50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未组织专家对专

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4.分段架体搭设高度 20m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未组织专家

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5.论证专家未从专家库中抽取或专业不对口，人数不足 5人。

6.专家论证报告未有明确意见。

7.对于论证意见为“修改后通过的”，未按专家意见修改，未经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重新审核审批和专家签字确认。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

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中第十二

条～第十五条、附件 2。

3

专项施工

方案交底

和安全技

术交底

1.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未向施工现

场管理人员进行专项施工方案交底。

2.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

3.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内容未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备、施工流程、

施工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4.未有经双方签名确认的文字材料。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

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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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4

技

术

管

理

资

料

特种作业

人员持证

和上岗情

况

1.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2.持证上岗人数不满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

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第十九条。

5 材料材质

1.进场材料欠缺产品质量合格文件。

2.材料使用前未按要求经见证检验合格。

3.材料检验检测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和规范要求。

4.进场材料验收资料不齐全。

1.《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第 10.0.2条。

2.《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
第 3.0.1条、第 3.0.2条。

3.《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

术标准》(JGJ/T 231-2021) 第 3.0.1条。

6 检查与验

收

1.验收记录与现场施工进度不符。

2.参加验收人员不符合规定。

3.验收内容未有量化，责任人未签名。

4.验收后未设置验收标志牌。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

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 第二十三

条。

7 应急救援

预案
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第四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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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类安全隐患

4.1【材料及构配件】类隐患

4.1.1钢管-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管开裂 钢管无开裂

隐患问题：钢管开裂。

风险分析：钢管开裂导致钢管破坏，严重影响钢管的水平及竖向承载力。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第 4.0.14条第 1款：不得使用带有裂纹、折痕、表面明显凹陷、

严重锈蚀的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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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钢管-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管锈蚀严重 钢管无锈蚀

隐患问题：钢管锈蚀严重。

风险分析：钢管锈蚀严重导致钢管壁厚变小，影响钢管水平及竖向承载力。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第 4.0.14条第 1款：不得使用带有裂纹、折痕、表面明显凹陷、

严重锈蚀的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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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钢管-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管壁厚达不到方案设计要求 钢管壁厚符合方案要求

隐患问题：钢管壁厚达不到方案设计要求。

风险分析：钢管壁厚不足，影响钢管竖向承载力。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8.1.1 条第 4款：钢管外径、壁厚、端面等的偏差，应分

别符合本规范表 8.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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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钢管-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管弯曲变形严重 钢管弯曲变形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钢管弯曲变形严重。

风险分析：钢管弯曲变形导致钢管偏心受压，影响钢管竖向承载力。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8.1.2 条第 2款：钢管弯曲变形应符合本规范表 8.1.8序

号 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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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面锈蚀深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锈蚀检查应每年一次。检查时，应在锈蚀严重的钢管中抽取三根，在每根锈蚀严重的部位横向

截断取样检查，当锈蚀深度超过规定值时不得使用。

项目 允许偏差Δ（mm） 示意图 检查工具

钢管外

表面锈

蚀深度

≤0.18 游标卡尺

2.钢管弯曲变形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项目 允许偏差（mm） 示意图 检查工具

钢管弯曲

a.各种杆件钢管的端部

弯曲

ｌ≤1.5m

≤5

钢板尺
b.立杆钢管的弯曲

3m＜ｌ≤4m
4m＜ｌ≤6.5m

≤12
≤20

c.水平杆、斜杆的钢管弯

曲
L≤6.5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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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扣件-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扣件开裂 标准扣件

隐患问题：扣件开裂。

风险分析：开裂使扣件连接强度下降，影响钢管连接节点的稳定。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51210-2016）第 4.0.14条第 2款：铸件表面应光滑，不得有砂眼、气孔、裂纹、

浇冒口残余等缺陷，表面粘砂应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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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扣件-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扣件螺栓拧紧扭力矩小于 40N·m 扣件螺栓拧紧扭力矩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扣件螺栓拧紧扭力矩不足。

风险分析：扭力矩不足使扣件连接强度下降，影响钢管连接节点的稳定。

整改措施：按规范要求拧紧扣件螺栓。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7.3.11条第 2款：螺栓拧紧扭力矩不应小于 40N·m，且不

应大于 6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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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扣件-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扣件螺栓滑丝 标准扣件

隐患问题：扣件螺栓滑丝。

风险分析：扣件螺栓滑丝影响钢管连接节点的连接强度。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立即更换并作报废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8.1.4 条：扣件进入施工现场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并应进

行抽样复试，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扣件》GB1583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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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型钢-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型钢锈蚀严重 型钢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型钢防腐措施不足锈蚀严重。

风险分析：导致型钢力学性能下降，造成容易变形失稳破坏。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更换合规型钢。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第 4.0.2条：脚手架所使用的型钢、钢板、圆钢应符合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 Q235 级钢或《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中 Q345级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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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型钢-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型钢截面破损 型钢截面符合规定

隐患问题：型钢截面破损。

风险分析：导致型钢力学性能下降，刚度不足，容易产生变形破坏。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更换合规型钢。

规范要求：《热轧型钢》（GB/T 706-2016）第 4.2.1 条：型钢的尺寸、外形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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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钢丝绳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锈蚀、断丝 钢丝绳符合规定

隐患问题：钢丝绳损伤严重。

风险分析：钢丝绳力学性能下降，易导致钢丝绳强度不足。

整改措施：禁止使用，更换合规钢丝绳。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2016） 第 4.0.10条：脚手架所用钢丝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用

途钢丝绳》GB/T20118、《重要用途钢丝绳》GB/T8918、《钢丝绳用普通套环》GB/T5974.1和《钢丝绳夹》GB/T5976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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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脚手架主体及基础】类隐患

4.2.1立杆基础-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立杆基础下沉 立杆基础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钢管立杆脚基础土层未压实下沉。

风险分析：地基下沉造成立杆脚基础破坏，导致立杆失稳，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1.3条第 1款：应平整坚实，应满足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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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立杆基础-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立杆地基无硬化 立杆基础硬化处理

隐患问题：立杆脚无硬化基础。

风险分析：立杆脚地基土容易受雨水冲蚀，地基下沉导致立杆失稳，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1.3条第 1款：应平整坚实，应满足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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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立杆基础-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场地积水 设置排水沟

隐患问题：钢管立杆地基未设置排水措施，场地积水。

风险分析：场地积水易造成立杆脚地基承载力下降，导致立杆失稳，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1.3条第 2款：应设置排水措施，搭设场地不应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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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立杆基础-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立杆支承不稳固 立杆设置型钢支承

隐患问题：立杆架设在架空钢管上，支承不稳固。

风险分析：立杆支承不稳固易造成架体失稳，严重会导致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1条：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

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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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立杆基础-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挑结构承载力不满足，结构底部未设置支顶 设置回撑顶架

隐患问题：立杆架设在悬挑结构上，悬挑结构承载力不满足，悬挑结构底部未设置支顶。

风险分析：悬挑结构承压增大而未有支顶支撑，易导致悬挑结构因承载力不足而破坏。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设置支顶架。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5.5.3条：对搭设在楼面等建筑结构上的脚手架，应对支

撑架体的建筑结构进行承载力验算，当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应采取可靠的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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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立杆基础-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立杆脚悬空 立杆脚与型钢接触不稳固 立杆支承在型钢上

隐患问题：脚手架底层立杆脚悬空或与型钢接触不稳固。

风险分析：立杆未能与型钢可靠固定，甚至悬空，导致立杆因下沉或滑动失稳，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7条：型钢悬挑梁悬挑端应设置能使脚手架立杆与钢

梁可靠固定的定位点，定位点离悬挑梁端部不应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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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脚手架主体-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杆件缺少扣件连接 杆件连接规范

隐患问题：横向水平杆与立杆缺少扣件连接。

风险分析：易导致架体变形，作业层失稳，造成作业人员高坠。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横向水平杆与立杆增设扣件连接。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1条：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

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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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脚手架主体-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扫地杆缺失 扫地杆布设满足要求

隐患问题：扫地杆缺失。

风险分析：立杆脚易出现弯曲变形，造成立杆失稳导致架体倒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增设扫地杆。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5条：脚手架底部立杆应设置纵向和横向扫地杆，扫地杆应与相邻立杆

连接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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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脚手架主体-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脚手架立杆用作支撑架 脚手架与支撑架分离搭设

隐患问题：脚手架立杆用作支撑架。

风险分析：作业脚手架超载易导致架体立杆失稳造成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5.3.3条：严禁将支撑脚手架、缆风绳、混凝土输送泵管、卸料平台及大

型设备的支承件等固定在作业脚手架上。严禁在作业脚手架上悬挂起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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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脚手架主体-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横向水平杆缺失 横向水平杆缺失 横向水平杆设置满足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作业层上非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缺失或间距过大。

风险分析：横向水平杆间距过大导致脚手板安装不牢固，容易造成作业层脚手板踩翻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方案横向水平杆间距增设水平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2.2条第 1款：作业层上非主节点处的横向水平杆，宜

根据支承脚手板的需要等间距设置，最大间距不应大于纵距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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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脚手架主体-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横向扫地杆设置在纵向扫地杆之上 扫地杆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横向扫地杆设置在纵向扫地杆之上。

风险分析：扫地杆设置不规范，纵向水平杆易变形。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将横向水平杆设置于纵向水平杆之下。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第 6.3.2条：脚手架必须设置纵、横向扫地杆。纵向扫地杆

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钢管底端不大于 200mm处的立杆上。横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

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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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脚手架主体-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管立杆未采用对接连接 钢管立杆采用对接连接

隐患问题：钢管立杆未采用对接连接。

风险分析：立杆偏心受力导致局部失稳，进而引起整体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对问题立杆进行加固。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3.5条：单排、双排与满堂脚手架立杆接长除顶层顶步

外，其余各层各步接头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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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脚手架主体-7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水平杆伸出扣件边缘长度不足 杆件端头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横向水平杆伸出扣件边缘长度不足 100mm。

风险分析：水平杆易滑出扣件导致作业层塌落，造成作业人员高坠。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更换横向水平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第 7.3.11条第 5款：各杆件端头伸出扣件盖板边缘的长度

不应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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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脚手架主体-8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立杆弯曲变形严重 脚手架杆件横平竖直

隐患问题：外脚手架立杆弯曲变形严重。

风险分析：导致架体刚度不足局部失稳，造成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更换立杆并对架体加固后才能使用。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第 8.1.8条：构配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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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脚手架主体-9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盘扣插销未销紧 盘扣插销已销紧

隐患问题：盘扣插销未销紧。

风险分析：节点受力不均匀导致架体整体刚度不足，容易造成架体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销紧插销。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第 3.0.2条：杆端扣接头与连接盘的插销连接锤击

自锁后不应拔脱。第 3.0.3条：插销销紧后，扣接头端部弧面应与立杆外表面贴合。第 8.0.5条第 7款：水平杆扣接头、斜

杆扣接头与连接盘的插销应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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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脚手架主体-10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外侧立面斜杆不连续 盘扣脚手架斜杆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脚手架外侧立面斜杆缺失或不连续。

风险分析：导致架体结构整体刚度不足而造成失稳。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JGJ/T 231-2021）第 6.3.5条：双排作业架的外侧立面上应设置竖向

斜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在脚手架的转角处、开口型脚手架端部应由架体底部至顶部连续设置斜杆；2应每隔不大于 4

跨设置一道竖向或斜向连续斜杆；当架体搭设高度在 24m以上时，应每隔不大于 3跨设置一道竖向斜杆；3竖向斜杆应在

双排作业架外侧相邻立杆间由底至顶连续设置（图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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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脚手架构造】类隐患

4.3.1脚手板-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作业层脚手板缺失 作业层脚手板封闭不严密 作业层脚手板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作业层脚手板缺失或封闭不严密。

风险分析：造成人员或物体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作业层用脚手板满铺，且应铺稳、铺实。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2.4条第 1款：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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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脚手板-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盘扣脚手架作业层未设置脚手板 盘扣脚手架作业层设置脚手板

隐患问题：盘扣脚手架作业层未设置脚手板。

风险分析：造成人员或物体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作业层应设脚手板，且应满铺、铺稳、铺实。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第6.2.4条第1款：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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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防护栏杆-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作业层防护高度不足 作业层防护高度规范

隐患问题：作业层防护高度不足。

风险分析：冒险作业，容易造成人员高处坠落和高空坠物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要求增加防护栏杆数量和高度。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5.2.4条：脚手架安全防护网和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应随架体搭设同步安装

到位。《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3.7条：脚手架立杆顶端栏杆宜高出女儿墙上端 1m，

宜高出檐口上端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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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防护栏杆-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脚手架临空一侧未设置防护水平栏杆 脚手架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水平栏杆

隐患问题：架体层间作业层临空一侧未设置防护水平栏杆。

风险分析：易造成人员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该部位脚手架停止使用，架体层间作业层临空一侧增设防护栏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4.1.1条：坠落高度基准面 2m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应在临空一侧

设置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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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挡脚板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挡脚板变形松脱 挡脚板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挡脚板变形松脱。

风险分析：容易造成物料高处坠落，导致伤人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更换合格的挡脚板。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4.3.1条：临边作业的防护栏杆应由横杆、立杆及挡脚板组成，防护栏

杆应符合下列规定。第 4款：挡脚板高度不应小于 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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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连墙件-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连墙件构配件不规范 连墙件规范

隐患问题：连墙件连接构配件不规范。

风险分析：造成连墙件失效，导致架体变形。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置连墙件。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6条第 1款：连墙件应采用能承受压力和拉力的刚性构件，并应与工程

结构和架体连接牢固。



38

4.3.7连墙件-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连墙件缺失 连墙件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连墙件缺失。

风险分析：造成架体稳定性差，导致架体整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设置连墙件。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6条第 2款：连墙点的水平间距不得超过 3跨，竖向间距不得超过 3步，

连墙点之上架体的悬臂高度不应超过 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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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连墙件-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连墙件离主节点距离大于 300mm 连墙件离主节点距离小于 300mm

隐患问题：连墙件离主节点距离大于 300mm。

风险分析：造成架体立杆拉结点刚度不足，导致立杆侧向变形。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对连墙件进行加强处理。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4.3条第 1款：应靠近主节点设置，偏离主节点的距离不

应大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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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架体预留洞口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1——防滑扣件；2——增设的横向水平杆；

3——副立杆；4——主立杆

门洞处未设置加强构造措施 当步距（h）小于纵距（la）时 当步距（h）大于纵距（la)时

隐患问题：门洞处未设置加强构造措施。

风险分析：造成洞口处杆件应力集中，易导致钢管弯曲变形大而失稳。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5.1条：单、双排脚手架门洞宜采用上升斜杆、平行弦杆

桁架结构形式（图 6.5.1），斜杆与地面的倾角α应在 45°～60°之间。第 6.5.2条第 1款：单排脚手架门洞处，应在平面桁架

（图 6.5.1中 ABCD）的每一节间设置一根斜腹杆；双排脚手架门洞处的空间桁架，除下弦平面外，应在其余 5个平面内的

图示节间设置一根斜腹杆（图 6.5.1中 1-1、2-2、3-3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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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剪刀撑-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架体未连续布设剪刀撑 架体欠剪刀撑 剪刀撑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外脚手架欠剪刀撑或未连续布设到位。

风险分析：架体整体刚度不足易导致扭曲变形。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和增设剪刀撑。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7条第 2款：当搭设高度在 24m以下时，应在架体两端、转角及中间每

隔不超过 15m各设置一道剪刀撑，并应由底至顶连续设置；当搭设高度在 24m及以上时，应在全外侧立面上由底至顶连续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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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剪刀撑-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剪刀撑斜杆搭接长度小于 1m，端部扣件盖板的边缘至杆端距离小于 100mm 剪刀撑斜杆接长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外脚手架剪刀撑搭接不符合规范构造要求。

风险分析：剪刀撑斜杆接长不牢固易导致斜杆变形。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 第 6.6.2条第 2款：剪刀撑斜杆的接长应采用搭接或对接，

搭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6.3.6条第 2款的规定。第 6.3.6条第 2款：当立杆采用搭接接长时，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m，并应采用

不少于 2个旋转扣件固定。端部扣件盖板的边缘至杆端距离不应小于 100mm。



43

4.3.12人行斜道设置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人行斜道随意搭设，欠缺临边防护 人行斜道搭设规范

隐患问题：人行斜道随意搭设，欠缺临边防护。

风险分析：导致人员高空坠落。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清除人行斜道，按规范要求重新搭设。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7.2条第 2款：运料斜道宽度不应小于 1.5m，坡度不应

大于 1:6；人行斜道宽度不应小于 1m，坡度不应大于 1:3；第 3款：拐弯处应设置平台，其宽度不应小于斜道宽度；第 4款：斜道两

侧及平台外围均应设置栏杆及挡脚板。栏杆高度应为 1.2m，挡脚板高度不应小于 180mm。



44

4.3.13卸荷装置-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骑压在飘板上 钢丝绳骑压在飘板上设置保护垫

隐患问题：钢丝绳骑压在飘板上。

风险分析：容易钢丝绳磨损断丝，导致钢丝绳失效，架体立杆变形大。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骑压在飘板上钢丝绳应增设防磨垫。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3.0.1条：脚手架材料与构配件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脚手架使用的需要，质量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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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卸荷装置-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绳卡设置方向不正确 绳卡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钢丝绳绳卡设置方向不正确。

风险分析：易造成绳卡松动，导致卸荷钢丝绳失效，架体立杆变形大。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钢丝绳夹应把夹座扣在钢丝绳的工作段上。

规范要求：《钢丝绳夹》（GB/T 5976-2006）附录 A第 A.1条：钢丝绳夹应把夹座扣在钢丝绳的工作段上，U形螺栓扣在钢丝绳的尾

端上。钢丝绳夹不得在钢丝绳上交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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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丝绳夹的布置

2.每一连接处所需钢丝绳夹的最少数量，符合下表的规定：

绳夹规格（钢丝绳公称直径)dr/mm 钢丝绳夹的最少数量/组
≤18 3

＞18~26 4
＞26~36 5
＞36~44 6
＞44~60 7

3.钢丝绳夹间的距离 A等于 6~7倍钢丝绳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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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卸荷装置-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返松 钢丝绳张紧

隐患问题：钢丝绳未张紧或返松。

风险分析：造成架体立杆超载使用，导致立杆变形失稳。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收紧钢丝绳。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2条：双排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50m，高度超过 50m

的双排脚手架，应采用分段搭设等措施。《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1条：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

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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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悬挑型钢锚固-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型钢锚固尾端悬空 悬挑型钢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锚固尾端悬空。

风险分析：易导致型钢尾端松动，造成型钢倾覆，架体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3条：U型钢筋拉环、锚固螺栓与型钢间隙应用钢楔或

硬木楔楔紧。第 6.10.5条：型钢悬挑梁固定端应采用 2个（对）及以上 U型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与建筑结构梁板固定，U

型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应预埋至混凝土梁、板底层钢筋位置，并应与混凝土梁、板底层钢筋焊接或绑扎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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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悬挑型钢锚固-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未用木楔楔紧 锚固卡环不垂直 锚固卡环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锚固卡环不垂直和未用木楔楔紧。

风险分析：导致悬挑型钢侧向稳定差，造成型钢容易失稳。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调整卡环垂直度和用木楔楔紧型钢两侧。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30-2011)第 6.10.3条：U型钢筋拉环、锚固螺栓与型钢间隙应用钢楔

或硬木楔楔紧。第 6.10.5条：型钢悬挑梁固定端应采用 2个（对）及以上 U型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与建筑结构梁板固定，

U型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应预埋至混凝土梁、板底层钢筋位置，并应与混凝土梁、板底层钢筋焊接或绑扎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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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8悬挑型钢锚固-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锚固件数量不足 锚固件与端部距离小于 200mm 悬挑型钢锚固卡环布设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端部只设 1个锚固卡环、锚固卡环布设间距小于 200mm。

风险分析：易导致型钢尾端松动，造成型钢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增设锚固件。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5条：型钢悬挑梁固定端应采用 2个（对）及以上 U形

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与建筑结构梁板固定，U形钢筋拉环或锚固螺栓应预埋至混凝土梁、板底层钢筋位置，并应与混凝土

梁、板底层钢筋焊接或绑扎牢固，其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中钢筋锚固的规定（图

6.10.5-1、图 6.10.5-2、图 6.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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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悬挑型钢锚固-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锚固段长度小于 1.25倍悬挑段长度 锚固长度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锚固段长度小于 1.25倍悬挑段长度。

风险分析：造成型钢承载力和抗倾覆不足，导致型钢弯曲变形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在不足锚固长度型钢面增设型钢，并与相邻型钢焊接固定。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5条：悬挑钢梁悬挑长度应按设计确定，固定段长度

不应小于悬挑段长度的 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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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悬挑型钢锚固-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角钢规格过小、螺杆过短 钢压板尺寸过小 锚固卡环固定规范

隐患问题：卡环钢压板尺寸或角钢规格过小。

风险分析：造成悬挑型钢锚固不足，易导致型钢尾端松动失稳。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6条：当型钢悬挑梁与建筑结构采用螺栓钢压板连接

固定时，钢压板尺寸不应小于 100mm×10mm (宽 ×厚 )；当采用螺栓角钢压板连接时，角钢的规格不应小于

63mm×63mm×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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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悬挑型钢锚固-6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固定端采用钢筋点焊固定 U型螺栓固定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固定端采用钢筋点焊固定。

风险分析：点焊固定造成悬挑型钢锚固不足，易导致型钢尾端松动失稳。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6条：当型钢悬挑梁与建筑结构采用螺栓钢压板连接

固定时，钢压板尺寸不应小于 100mm×10mm (宽 ×厚 )；当采用螺栓角钢压板连接时，角钢的规格不应小于

63mm×63mm×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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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悬挑型钢拉吊-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挑型钢前端未设钢丝绳 悬挑型钢钢丝绳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前端未设钢丝绳与建筑结构拉结。

风险分析：造成悬挑脚手架安全储备不足，易导致变形大而失稳。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悬挑型钢前端增设钢丝绳与建筑结构拉结。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4条：每个型钢悬挑梁外端宜设置钢丝绳或钢拉杆与

上一层建筑结构斜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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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悬挑型钢拉吊-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钢丝绳拉吊在型钢次梁上 悬挑型钢钢丝绳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悬挑型钢前端未设钢丝绳与建筑结构拉结或钢丝绳拉吊在型钢次梁上。

风险分析：造成悬挑脚手架安全储备不足，导致变形大而失稳。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悬挑型钢前端增设钢丝绳与建筑结构拉结，拉吊在型钢主梁上。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6.10.4条：每个型钢悬挑梁外端宜设置钢丝绳或钢拉杆与

上一层建筑结构斜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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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安全网-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防护网未与架体连接 防护网未与架体连接规范

隐患问题：金属防护网与架体未有效连接。

风险分析：造成防护网脱落，导致物体打击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更换不可靠的连接。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2022）第 4.4.1条：脚手架构造措施应合理、齐全、完整，并应保证架体传力清晰、

受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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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安全网-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网防护不严密 安全网防护严密

隐患问题：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安全网防护不严密。

风险分析：缺少防护，容易出现人员或物料高处坠落的情况。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正确安装合格的安全网。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7款：作业层外侧应采用安全网封闭。当采用密目安全网封闭

时，密目安全网应满足阻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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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6安全网-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网防护不严密 安全网防护严密

隐患问题：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密目安全网防护不严密。

风险分析：缺少防护，容易出现人员或物料高处坠落的情况。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正确安装合格的安全网。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7款：作业层外侧应采用安全网封闭。当采用密目安全网封闭

时，密目安全网应满足阻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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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各类型脚手架】类隐患

4.4.1地下室出入口通道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通道上方设置材料堆场 安全通道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地下室出入口通道上方设置材料堆场。

风险分析：出入口通道上堆放材料，长期荷载过大容易导致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移走通道上方的堆料，设置禁止堆料标示。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7.1.5条：不得在安全防护棚棚顶堆放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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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出入口安全通道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出入口安全通道为单层防护棚且材料不符规范要求 安全通道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出入口安全通道为单层防护棚且材料不符规范要求。

风险分析：导致高处坠落的物体易穿透防护棚，造成物体打击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搭设防护棚。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7.2.1条第 3款：当安全防护棚的顶棚采用竹笆或木质板搭设时，应

采用双层搭设，间距不应小于 700mm；当采用木质板或与其等强度的其他材料搭设时，可采用单层搭设，木板厚度不应小

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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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开口型脚手架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开口型脚手架端部欠连墙件、横向斜撑、水平栏杆和安全网全封闭 开口型脚手架端部加固措施

隐患问题：开口型脚手架端部未设横向斜撑、连墙件、水平栏杆和安全网全封闭。

风险分析：容易导致架体失稳破坏和容易导致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6条第 3款：在架体的转角处、开口型作业脚手架端部应增设连墙件，

连墙件竖向间距不应大于建筑物层高，且不应大于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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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物料平台-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间隙过大而未作封闭 物料平台与外脚手架作业层间封闭严密

隐患问题：物料平台与外脚手架作业层间隙过大而未作封闭。

风险分析：易导致人员及物料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采用平挡板将层间洞口封闭严实。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4.2.1条第 3款：当非竖向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mm～1500mm时，应采

用盖板覆盖或防护栏杆等措施，并应固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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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物料平台-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物料平台围护不严密 物料平台围护规范

隐患问题：物料平台围护不严密、水平栏杆设置不足、未设置挡脚板。

风险分析：易造成物料滑落，导致高空坠物伤人事故。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物料平台按规范和施工方案要求增设临边防护措施。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4.3.1条：临边作业的防护栏杆应由横杆、立杆及挡脚板组成，防护栏

杆应符合下列规定。第 6.4.8条：悬挑式操作平台的外侧应略高于内侧；外侧应安装防护栏杆并应设置防护挡板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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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物料平台-3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物料平台高宽比大于 3 物料平台高宽比小于 3

隐患问题：落地式物料平台高宽比大于 3。

风险分析：导致物料平台整体刚度不足，容易造成架体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6.3.1条第 1款：操作平台高度不应大于 15m，高宽比不应大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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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物料平台-4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物料平台剪刀撑设置不规范 物料平台剪刀撑设置规范

隐患问题：物料平台剪刀撑设置不规范。

风险分析：导致架体整体稳定性差造成架体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增设和整改剪刀撑。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6.3.1条第 4款：用脚手架搭设物料平台时，其立杆间距和步距等结构

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脚手架规范的规定；应在立杆下部设置底座或垫板、纵向与横向扫地杆，并应在外立面设置剪刀

撑或斜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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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物料平台-5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平台根部未设置限位装置 平台根部符合规范要求

隐患问题：悬挑式平台根部未设置限位装置。

风险分析：导致平台纵向滑动造成失稳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增设限位装置。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C.0.1条：悬挑式操作平台（图 C.0.1-1、图 C.0.1-2）应采用型钢作

主梁与次梁，满铺厚度不应小于 50mm的木板或同等强度的其他材料，并应采用螺栓与型钢梁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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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操作平台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操作平台搭设随意不规范 定型化操作平台

隐患问题：操作平台搭设随意不规范。

风险分析：导致操作平台变形失稳造成坍塌人员坠落施工。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拆除操作平台或按规范及专项施工方案要求重新搭设。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6.1.1条：操作平台应通过设计计算，并应编制专项方案，架体构造与

材质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第 6.1.3条：操作平台的临边应设置防护栏杆，单独设置的操作平台应设置供人上下、

踏步间距不大于 400mm的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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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电梯井道水平防护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电梯井道水平封闭不严密 防护网满铺严实 井道封闭符合规范

隐患问题：井道空隙大于 150mm。

风险分析：易导致人员或物体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增设防护措施。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1款：作业脚手架、满堂支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

层应满铺脚手板，并应满足稳固可靠的要求。当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m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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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电梯井道脚手架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电梯井井道脚手架立杆变形 电梯井脚手架顶紧井壁

隐患问题：电梯井井道脚手架立杆变形。

风险分析：立杆变形导致脚手架稳定性差，容易造成架体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6.1.1条：操作平台应通过设计计算，并应编制专项方案，架体构造

与材质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70

4.4.12层间安全封闭-1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空隙大于 150mm未采取防护措施 脚手架临边防护

隐患问题：脚手架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空隙大于 150mm。

风险分析：易导致人员或物体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增设防护措施。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1款：作业脚手架、满堂支撑脚手架、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

层应满铺脚手板，并应满足稳固可靠的要求。当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m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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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层间安全封闭-2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悬挑层硬防护缺失 悬挑层硬防护到位

隐患问题：悬挑层硬防护缺失。

风险分析：易导致人员或物体高处坠落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将层间洞口封闭严实。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5款：作业脚手架底层脚手板应采取封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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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脚手架使用】类隐患

4.5.1脚手架堆载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作业层堆放过多物料 作业层无杂物和材料

隐患问题：外脚手架作业层堆放过多物料。

风险分析：容易导致架体变形大，造成失稳坍塌。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立即清理卸荷。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8.2.3条第 6款：应无超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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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脚手架首层外侧安全网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脚手架底部欠安全网封闭 安全网封闭规范

隐患问题：脚手架底部欠安全网封闭。

风险分析：造成人员随意进出脚手架底部，容易导致物体打击伤害事故。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在脚手架首层外侧增设安全网封闭。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4.4.4条第 7款：作业层外侧应采用安全网封闭。当采用密目安全网封闭

时，密目安全网应满足阻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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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立杆基础周边环境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材料堆压立杆脚 架体底部无垃圾和杂物

隐患问题：材料堆压立杆脚。

风险分析：导致立杆脚弯曲变形而失稳破坏，造成架体坍塌。

整改措施：立即整改，清除脚手架立杆脚的材料或杂物。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第 7.1.4条：应清除搭设场地杂物，平整搭设场地，并应使

排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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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脚手架拆除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安全网随意拆除 安全网剪刀撑随意拆除 安全防护随架体拆除而拆除

隐患问题：安全网、挡脚板和剪刀撑随意拆除。

风险分析：造成架体外侧安全防护缺失，易导致人员高处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施工，按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整改。

规范要求：《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第》（GB 55023-2022）第 5.4.2条第 1款：架体拆除应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按步逐层进行，不应上下

同时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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