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市“8.17”新华桥拆除坠梁事故调查报告

 

8月17日20时许，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对株洲新华桥实施拆除重建施工作业

时，边梁3#梁发生断裂后坠落铁轨（该桥从8月9日开始拆除，中间跨度最大部分基本拆除完

毕，作业时铁路处于停止通行状态），至18日3时28分完成应急处置相关工作，恢复铁路运输秩

序。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京广线、沪昆线多组行车受事故影响晚点。

株洲市人民政府于8月20日批复成立 “8·17” 新华桥拆除坠梁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由市

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特邀株洲市

纪委监察委、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函委托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纪

委）参加。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

置、报告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现将有关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新华桥实施拆除重建项目基本情况

株洲市新华桥始建于1964年，建桥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桥址位于株洲市芦淞区株洲火车

站北咽喉处，桥梁由老桥及扩建桥两部分组成，老桥采用锚梁+挂梁形式，扩建桥采用T 梁形

式,桥梁全长110.4m，桥梁上跨客机折返车间机7道、京广上行线、株洲客A线、株洲站到发线9

道、沪昆下行线、沪昆上行线、京广下行线、长株潭城际铁路下行线城际铁路共9股道。老桥设

计标准和荷载等级偏低，桥梁所采用的建筑材料耐久性已基本达到极限状态，某些部位已处于

破坏状态，其中桥梁横隔板大面积松动、混凝土脱落、梁体钢筋裸露并锈蚀严重、腹板混凝土

崩块开裂，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019年7月湖南铁院检测桥梁结果显示，全桥技术状况为D级

危桥。本次是在原位对老桥进行拆除重建，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二）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52年，前身为广州铁路局第三工程公司，位

于湖南省长沙市，是我国最早的国有大型综合施工企业之一。具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和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房建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等资质，年施工能力50亿

元，能承担各类铁路综合工程、既有线改造工程、生产预应力混凝土梁、铁路工程预制构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房建工程和桥梁、隧道等工程施工以及设备安装、

铁路装卸、机械制造、修理、改造、租赁及配件经营等业务。

2、建设单位：湖南京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京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09月25日，注册地位于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

南路公交综合楼二层，法定代表人为夏秀江。经营范围包括以自有资金（资产）对株洲智能轨

道交通系统工程项目进行投资（限以自有合法资金（资产）对外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

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

发；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机械设备的修理；餐饮服务；城市轨道交通服务。

 3、勘察设计单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年，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于2013年由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改制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是国内著名的高校设计院。现有

人员450人，其中教授、高级工程师175人，工程师153人，各类国家注册师69人，有近40%的技

术人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各专业技术带头人。具有建筑工程(甲

级)、铁道行业（甲级）、岩土工程(甲级)、市政桥梁（甲级）、工程咨询（建筑、铁路、公

路、岩土工程）(甲级)、市政道路（乙级)、城市规划（乙级）等勘察设计咨询资质，并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监理单位：成都西南交大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西南交大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原西南交通大学工程建设监理公司）是从

事工程建设监理、咨询的专业化公司。其资质等级在2002年取得，2009年、2014年、2019年经

建设部审核延续换证，资质等级为：铁路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房屋建筑监

理甲级、公路工程监理乙级。监理范围为：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建筑、公路建筑、给排水建

筑、水利建筑、港口建筑工程监理及相关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5、第三方监测单位：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勘测设计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五凌路8号，（原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体院路245号），成立于1982年2月，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拥有工程勘

察综合类甲级资质、地籍测绘和工程测量甲级资质、地质灾害评估甲级资质、地质灾害勘察甲

级资质、地质灾害设计甲级资质、地质灾害监理甲级资质、计量认证证书，是集勘察、测绘、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勘测设计单位。湖南同行业内首家通过“质量、

环境、职业安全健康”三位一体国际标准认证的单位。

6、技术咨询单位：广州安茂铁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安茂铁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01355772894P，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23号天兴大厦4楼，所属

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经营范围包含：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总承包服

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市政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验室

检测（涉及许可项目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

7、项目监督单位：市住房建设局质安站

本工程属于拆除工程，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要求

对拆除工程进行安全备案，《湖南省建筑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制度》（湘建建〔2019〕

238号）中规定了建筑工程开工前，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对建筑工程开工安全生产条件进行

审查。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株洲市住房建设局质安站按照新建工程监管模式，参照《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

程》对该项目进行监督。

    （三）事故伤亡情况

     无人员伤亡。

（四）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共56.9171万元，其中善后处理费用14.195万元（处理事故事务性费用0.925万元、现场抢

救费用6.66万元、清理现场费用6.61万元）；固定资产损失价值42.7221万元。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后续处置情况

（一）老桥拆除情况

老桥拆除前，施工单位对旧桥设计图纸、梁体现状、梁体改造情况、铁路相关设施设备、

桥上管线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编制了旧桥拆除专项施工方案，经多方审核论证通过后，

逐步开始施工。按照专项方案，旧桥南侧采用额定起重量 180t 架桥机、北侧采用额定起重量

160t架桥机在封锁点内同时进行梁体拆除施工。至此次梁体吊装施工开始前，已顺利拆除扩建

桥梁体10片、旧桥挂梁10片。

本次事故中拆除的梁体为桥梁拓宽部分改造后梁体，由3片T梁并排组成，梁长31m，梁高

1.8m，梁体每片重约90吨。吊梁前，已将梁体完成解体并临时连接加固。2021年8月11日将扩建

桥最内侧1#梁拆除完成，8月13日将2#、3#梁整体横移完成。8月16日将边梁3#梁采用钢管斜撑

进行了支撑加固，至3#梁起吊前解除。

（二）本次事故发生经过



按照施工进度安排，项目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8月17日依照

18点15分下达的封锁命令 (调度命令 296210），18点28分下达的停电命令（调度命令

256203）。完成停电接地后，桥梁拆除工作开始时间约为18点30分，19点17分2#梁体吊装顺利

完成。19点18分架桥机开始复位到3#梁吊装位置，桥机整机横移1.3米，天车横移约0.6米，使

桥机天车吊点与3#梁重心垂直。19点30分复位完成，开始安装钢丝绳。由于当时雨势较大，影

响钢丝绳挂进天车扁担，耽误了部分作业时间。项目部立即向车站及调度员申请办理了延点10

分钟手续。19点51分，钢丝绳安装完成。19点53分梁体西侧先起吊，待平稳后梁体东侧起吊，

在桥墩支座上方约5cm位置进行静置试吊。19点56分左右在同时起吊时，梁体东侧约1/3 处位置

骤然出现折断，梁体失稳，坠落至桥下，造成到发线9道、沪昆下行线、沪昆上行线、京广下行

线、株洲客A线五股道接触网坍塌，中断行车，现场无人员伤亡。

（三）事故发生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向公司领导

及铁路各部门报告有关事故情况，请求各站段组织紧急抢险救援。根据项目部应急预案分工职

责，各部门分头开始救援工作。在桥梁端头设置警戒线、设立岗哨，除有关救援人员外，其他

人员不得进入警戒区。项目部立即组织投入2台130t吊车、8台空压机、6台绳锯、10组氧气乙

炔、3车备用轨枕等设备物资进行现场抢险。二十五局集团公司接报后马上作出部署安排，三公

司立即通知长沙、株洲附近5个项目部共计600余人自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抢险，同时联系中铁

建工站内既有机械设备炮机、挖掘机各1台到场破除梁体，铁路有关部门联系160t救援列车到场

抢险。

株洲市委市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高度重视，市委书记曹慧泉、市委秘书长何朝晖、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王卫安、白云峰等领导带领市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消防救援支队、

公安交警等有关部门及荷塘区委、区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配合铁路部门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处置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交通、治安和舆情实施了有效管控，未发生次生灾害。

经全力抢修，22点13分京广、沪昆线采取内燃机“摆渡”方式实现部分恢复行车，至18日3时28

分恢复铁路运输秩序，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三、事件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一线施工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存在经验主

义倾向。项目部架桥队于2021年8月12日已经发现第二跨右侧3#边梁端部横隔板存在裂缝，并于

2021年8月13日，将株洲新华桥第二跨右侧 2#、3#梁整体横移施工完毕。在8月14日项目部对边

梁3#梁实施了监控测量，监控测量发现3#边梁往南侧发生了8mm的倾斜。但在拆除吊装前都没有

引起项目各级施工管理人员的重视，没有制定相应的施工控制措施，认为项目前期已经吊装拆

除了3片边梁，都没有出现问题，错误的认为吊装拆除3#边梁也不会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在3#边

梁内侧翼缘板已切除，梁体起吊后荷载存在偏载现象情况下进行起吊，造成梁体在吊装过程中

发生断裂，掉入既有铁路内。是引发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新华桥老桥本身存有不可抗拒的安全隐患。

老桥建桥至今已有 50多年历史，桥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梁体使用建筑材料耐久已达极限

状态，梁体中部混凝土老化、脱落，部分主受力筋锈蚀，中部抗压、抗剪强度被严重削弱，某

些部位已处于破坏状态，其中横隔板大面积松动、混凝土脱落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019年7

月湖南铁院检测桥梁结果显示，全桥技术状况为 D 级危桥。经现场测量，接触网距梁底间距只

有26cm，不具备设置梁体加固和设置安全防护棚的条件。这是导致梁体起吊后断裂坠落的最重

要原因。

2、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思想麻痹大意，施工操作不细致、不认真。株洲新华桥3#边梁吊

装拆除中，现场施工负责人没有认真检查架桥机吊具吊点左右侧是不是实实在在处于左右平衡

的位置，只是在远处老桥位置远观目测，吊点大致左右平衡后，就指挥下令吊装，造成3#边梁

继续倾斜。是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存在漏洞。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不严谨、不细致。施工方案和技术

交底执行不严格，随意变更已批复的方案。现场施工未严格按审批施工方案施工。项目技术人

员编制的株洲新华桥老桥拆除施工方案，对老桥拆除施工中各个施工工况的具体施工工法表述

不清晰，没有用详细图示图表进行描述。一是没有考虑边梁吊装和中梁吊装施工工况的不同，

两种情况下的梁体钢丝绳挂设有根本的操作差异，施工方案没有区分，施工工艺没有细化；二

是没有考虑边梁顶升所需操作空间和边梁不同结构尺寸顶升的施工工艺，以及梁体横移不同步

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应对措施；三是对可能造成的不利因素判断缺失，没有量化边界条件，不能

准确判断梁体是否在安全状态，能否进入下一道工序。在梁体出现倾斜时，没有行之有效的纠

偏措施。对于现场调查难度高、不方便的位置，调查不深入，凭空想象。在已知新华桥为危桥

的情况下，没有对新华桥更深入的调查和对隐患进行逐项分析研判、制定具体的针对措施。项

目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培训内容不全面，缺乏针对性，对株洲新华桥老桥拆除施工中可能

存在的安全隐患、安全注意事项、具体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等内容，没有详细进行专项培训。

3、勘察设计单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设计文件对施工的指导性不强。施工图设计文件内容不完善、不详尽，设计过程中对

现场建设条件、行业动态及施工单位的资源配备调查不够深入，导致设计文件中指导性施工方

案对施工单位的现场施工作业指导性不强，特别是在部分关键工序及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的仅给出通用的技术方案，缺乏进行针对性的专项设计，设计文件中某些细节存在疏

漏，诸如：设计文件中给出既有新华桥既有桥上部结构的总体拆除釆用分片切割架桥机吊装方

案，却没 有充分考虑既有新华桥的分3次建设完成的特点，针对不同建设时序的结构制定相应

的切割与吊装方案；设计文件中要求施工单位事先应在待拆梁板的吊点处，对称的分别凿岀一

排穿绳吊装孔，却没有在设计说明或图纸中明确既有桥上部结构梁体吊装孔的确切位置和尺

寸。

（2）设计文件安全保证措施不足。没有充分考虑施工单位釆用钢丝绳捆绑式吊装工况制定

相应的保证梁体在吊装作业时不发生倾覆的安全措施。



（3）设计文件风险提示不够、预判不足。施工图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对本工程实施过程中

可能存在风险源的分析不够全面，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为建设条件限制等原因而导致部分工序

或者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发生改变的提前预判不足，对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缺乏应有

的警觉，未能事先做好充分的风险应急设计。设计中对行业内的生产资料特别是架桥机的调查

不足，没有提前预判施工单位釆购不到满足设计要求的架桥机而改变某些分布分项施工方案,

使得施工单位釆用2#架桥机吊装既有新华桥南侧拓宽部分边梁和中梁前, 必须对梁体进行横

移，因为施工单位的横移作业，导致梁体反生工后倾斜,形成重大安全隐患，成为梁体吊装时发

生倾覆事故的重大危险源。新增的重大危险源，没有在设计文件中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方

案。

（4）与各参建方沟通不够深入。参加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的配合不够深入，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对施工单位的技术交底不清，使得施工单位未能及时领会设计意图。设计

人员在施工配合工作中，督促检查力度不够，对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方案未能做出有效的反

馈，在施工方出现未按设计要求 编制方案及未按设计要求和批准的施工方案实施时，也未能釆

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反馈、并联合建设、监理对施工单位进行制止。

（三）事故性质

根据事故调查事实认定，这是一起安全管理不到位，各参建方沟通不够深入，安全风险考

虑及安全保证措施不足，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不严谨。施工方案和技术交底执行不严格，施工操

作不细致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李祖勇，株洲新华桥拆除重建项目部经理。是本次桥梁拆除起吊施工作业总指挥，对现

场安全生产管理松懈，负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公司

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2、王海波，株洲新华桥拆除重建项目部项目书记。对现场安全管理不严，负项目领导责

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

处分；

3、王春勇，株洲新华桥拆除重建项目部总工程师。对株洲新华桥起吊拆除专项施工方案制

定落实执行把关不严，负直接技术管理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根据

公司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4、姜凤生，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架桥队队长。对桥梁拆除施工现场管理不

到位，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生

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5、杜乔乔，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株洲市新华桥拆除重建工程项目负责

人，对本次事故中勘察设计单位的责任负主要责任，建议由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6、刘德鹏，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所属设计所所长，对本次事故中勘察设

计单位的责任负管理责任，建议由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

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7、黄  龙，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株洲市新华桥拆除重建工程桥梁专业负

责人，对本次事故中勘察设计单位应负的责任负直接责任，建议由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8、舒仕国，成都西南交大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新华桥拆除重建工程项目

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未到岗履职、监管不到位。建议由成都西南交大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二）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和重要间

接责任，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有关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2、勘察设计单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

建议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按照与其签署的有关安全协议的条款进行处理。

六、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彻查彻改。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全员要深刻反思，认真总结教训，深

刻剖析事故发生根源，眼睛向内：一是从全员安全意识、安全生产体系运行、思想作风、方案

和应急预案制定、组织实施、管理力量配置等进行全面的自查自纠。二是对原有的桥梁重新进

行完好有效鉴定和结构形式深入调查，对现场施工作业条件进行重新深入调查，提出完善设计

意见建议，重新完善优化论证施工方案，制定稳妥可靠、安全可行的施工方案。三是严格落实

既有线施工有关规定，不折不扣抓好施工方案的执行落实。四是全面加强过程监督管控，强化

应急演练和救援应急准备。确保新华桥项目后续施工安全万无一失。

（二）举一反三。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要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在全公司范

围内立即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一查方案制定与落实；二查思想作风；三查管理制度

落实；四查全员责任落实；五查管理力量配置；六查现场防护；七查教育培训；八查建立问题

库销号工作机制，实施闭环管理。

（三）加强管理。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管理体

系，配齐配强安全管理人员，增加现场管理力量，选派对既有线桥梁吊装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加强现场旁站监管。二是切实加强营业线施工规章制度的培训学习，对项目部

所有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再教育、再培训，确保营业线施工安全入脑入心。三是严格执行

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各项规定，不折不扣落实《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实施细则》，恪守规章规

矩办事，决不能自作主张投机取巧。对营业线施工严格落实“八个必须”要求。施工手续必须

齐全，现场调查必须清楚，方案落实必须到位，人员上岗必须培训持证，封锁准备必须充分，

封锁组织必须严密，设备作业必须牢靠，应急处置必须妥当。



（四）深刻反思。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召开“8.17”事故扩大分析会。严格按照“四不放

过”的原则，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敲响警钟，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按照

“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的要求，开展警示教育，对全体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安全管理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以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式推进

安全生产，不断提高企业本质化安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