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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注册安全工程师《建筑施工安全》教材新增考点归纳及复习指导

全书由233页增至287页，变化率为25%左右。全书实质性新增考点13个。主要变化简述如下：

第一章变化主要体现在有关安全事故的历史数据的更新和变化，可考性不强，变动无实质意义。

新增第三节 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技术；第四节 建筑施工隐患排查治理，此处为新增考点，考试重点内

容，需要掌握。

第二章塔式起重机有关内容变动较小，主要体现为新增考点履带式起重机、架桥机等，第二章第三节新增考

点，剪叉式升降平台，第四节新增考点，高处作业吊篮的安全使用。

第三章变化主要在第二节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原则，有少量删除，主要为新增。新增低压配电系统中线路接线

方式主要有放射式、树干式、链式等。

第四章前五小节基本无变化，第六节新增考点，其他防护用品，新增第七节安全标志，此次为考试重点新增，

需要重点学习。

第五章几乎没有变化，删除，移动了小部分内容。

第六章变化较大，主要是细节，措辞方面的修改，鉴于脚手架模板章节向来都是规范为主，因此本章的变化对

考试几乎无影响，大家还是要关注补充规范，例如承插盘扣架、模板搭设支撑架等搭设规范（书中没有），新增考

点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第七章变化相对较小，前五小节基本无变化，新增第六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隧道施工坍塌事故防范。鉴

于本章内容篇幅较大，但实际可考点小，历年考试均在3分以内，因此本处变化着重关注即可。

第八章变化均为内容增加及调整。但增加相对比较完整，整块内容的添加或删除，因此，对考试影响其实不

大，新增考点，第七节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全技术、第八节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

第九章对应急预案相关表述进行调整。过时的内容被剔除，学习时必须按照新教材学。

第十章案例部分基本无变化。具体变化情况及位置参见如下对比表：

第一章：

变化1：新增：三、风险分级及管控措施的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 对危险

源可能导致的事故 类型进行分类，划分为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起重伤害、触电、火灾、高处坠落、容

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等；也可依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GB/T  13861) 分析危险源，包括人的因素、

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分析方法可采用作业条件 危险性分析法、风险矩阵分析法、火灾和爆炸危险指数

评价法、事故后果模拟分析法等方法。同时对风险进行评价分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 一般

风险和低风险，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色标示。

新增：风险管控措施包括工程技术措施、管理制度措施、教育培训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变化2：新增：一、隐患分级；二、隐患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考试重点）；

第二章：

变化3：新增：五、履带起重机；新增：七、架桥机，整体新增，选择题重点考试内容；

变化4：五、剪叉式升降工作平台安全技术；整体新增，考试重点，案例题命题背景，加强学习；

变化5：吊篮工作环境(1)环境温度- 10～+55℃。

吊篮在使用中应遵守如下要求：(1)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吊篮悬挂机构的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的比值不得小

于2。 在配重悬挂支架外伸距离最大，起升机构极限工作载荷工况时，稳定力矩应大于或等于3倍的倾覆力矩。

(2)当双吊点平台延伸出悬挂点，且需要在悬臂部分工作时，平台自身的稳定系数 应大于2.0,以保证足够的稳

定性。教材变化内容，替换原教材内容，选择题考点；

变化6：新增：三、高处作业吊篮的安全使用，新增内容，选择题考点；

第三章：



变化7：新增：施工现场低压配电系统中线路接线方式主要有放射式、树干式、链式等，各自具有不同的供电

特点和适用范围。新增内容，选择题考点，有所了解；

第四章：

变化8：新增四、其他安全防护用品内容，新增内容，选择题考点；

变化9：新增，第七节 安 全 标 志；整体新增，考试重点，案例、选择题考点；需掌握四类标志的标识，禁

止、警告、指令、提示标志；及安全色的使用，使用场所，使用具体要求等；

第五章：

变化10：二、土石方开挖作业要求(一)开挖准备：新增(5)专项施工方案要求与(6）安全技术交底要求。选择

题考点，有所了解；

第六章：

变化11：新增，底座、托座及可调托撑：

(4)可调托撑的螺杆与支托板焊接应牢固，焊缝高度不得小于6mm;  可调托撑螺杆与螺母旋合长度不得少于5

扣，螺母厚度不得小于30 mm。

(5)可调托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不应小于40 kN,  支托板厚不应小于5mm。

(6)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调节螺杆插入脚手架立杆内的长度不应小于150mm,  且调节螺杆伸出长度应经计算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为42mm 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200mm。

② 当插入的立杆钢管直径为48.3mm及以上时，伸出长度不应大于500 mm。

新增(7)冬季施工应采取防冻胀措施。

变化12：新增：五、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本小节为教材新增考点，案例题命题重点内容，必须掌握，架体构

造，安全装置，架体升降，安全使用等内容，加强学习；

第七章：

变化13：新增，第六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坑、隧道施工坍塌事故防范，本节为新增内容，但考试以选择题

命题为主，通读一遍，了解相关内容；

第八章：

变化14：有限空间作业变化考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应明确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不得在没

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作业。相关人员主要安全职责如下：

① 作业现场负责人。填写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材料，办理作业审批手续；对全体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确认作业

人员上岗资格、身体状况符合要求；掌控作业现场情况，作业环境和安全防护措施符合要求后许可作业，当有限空

间作业条件发生变化且不符合安全要求时，终止作业；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及时报告，并按要求组织现场处

置。

② 监护人员。接受安全交底；检查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落实不到位或措施不完善时，有权下达暂停或

终止作业的指令；持续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监护，确保和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撤

离警告，并协助人员撤离有限空间；警告并劝离未经许可试图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区域的人员。

③ 作业人员。接受安全交底；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护设备与个体防护用品；服

从作业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接受现场安全监督，配合监护人员的指令，作业过程中与监护人员定期进行沟通；出

现异常时立即中断作业，撤离有限空间。

变化15：新增，第七节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全技术，第八节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变化15：新增，第七节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全技术，第八节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

术，此两节为新增小节，应理解混凝土构件进场及存放、混凝土构件安装、混凝土结术，此两节为新增小节，应理解混凝土构件进场及存放、混凝土构件安装、混凝土结

构安全防护、拆除施工（人工、机械、爆破等）、安全管理等内容，预防案例改错构安全防护、拆除施工（人工、机械、爆破等）、安全管理等内容，预防案例改错

题；题；



第九章：

变化16：建筑施工企业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收集、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

查、应急预案编制、桌面推演、应急预案评审和批准实施8个步骤。

变化17：应急演练按照演练内容分为综合演练和单项演练，按照演练形式分为实战演练和桌面 演练，按目的

与作用分为检验性演练、示范性演练和研究性演练，不同类型的演练可相互组合。

变化18：【编制演练文件】新增第6条，新增【演练工作保障】；【演练实施】内容全部变更；

【(一)演练评估】内容变更。以选择题及案例问答题进行备考。

第十章：

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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