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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宣化张家口亿达钻孔机械有限公司
“10·30”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0 月 30 日 14 时 20 分许，宣化区张家口亿达钻孔

机械有限公司在进行钻机装车吊装作业时，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

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2024 年 10 月 31 日，张家口市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总工会、宣化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张家口

宣化张家口亿达钻孔机械有限公司“10·30”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

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有关专家对该起事故提

级调查。张家口市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组，依规依纪依法

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询问、专家论证等，

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

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张家口宣化张家口亿达钻孔机械有限公司

“10·30”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章操作造成的一

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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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张家口亿达钻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达公司）位于张

家口市宣化区北门外大街邵家湾 8号。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30705596808851P，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为史某军，经营范围潜孔钻机及配件、机械加工、液

压配件、空压机、高压胶管的批发和零售。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2年 5月 24日，登记机关为张家口市宣化区行政审

批局，登记时间 2023年 11月 22日。

亿达公司为一家小微企业，共有 6名员工，分下料和装配两

个车间。生产组织及管理由实际控制人史某军亲自负责，装配车

间由工人杨某斌负责装配，杨某配合，忻某河负责打磨喷漆；下

料车间由张某强负责下料兼公司安全资料管理工作，赵某龙为焊

工。

（二）安全管理情况

亿达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双控”机制建设工作指导手册、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

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部分内容与公司实际不符。未按编制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落实。

对作业人员仅口头教育，未严格依规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兼职安

全员负责安全资料管理、未承担全部安全管理及监督检查职责，

装车现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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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经过

1.吊装前准备工作

2024 年 7 月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个体经营者张某霞将一

台 JK595-5A 型潜孔钻机委托亿达公司维修。10 月 30 日，亿达

公司维修完毕，准备将钻机装车运往呼和浩特市交付张某霞。史

某军从配货站联系了一辆车号为冀D3P158的陕汽德龙牌高栏货

车运输钻机，货车车厢底板距地高度 1.3米，厢板自身高度 2米。

10月30日13时许，亿达公司开始准备在装配车间装车，现场

使用1台电动单梁起重机和4根3米长的扁平式合成纤维吊装带吊

装钻机。钻机起吊前位于车间西北部，钻机的钻杆朝南。杨某斌、

忻某河、杨某3人将4根吊装带分别挂在钻机的4个挂钩上，在吊

装带和钻机履带之间垫衬厚约1厘米的胶垫，再把吊装带挂入起

重机挂钩。

2.事故发生经过

14时10分许，货车司机李某雷驾驶货车从装配车间大门倒车

驶入，停车后车厢进入车间，车头在车间外面。杨某斌等人让李

某雷打开货车侧面厢板，李某雷称侧面厢板立柱已焊死不能打开，

只打开了后侧厢板，李某雷随即下车站在货车左后方等候。随后，

杨某斌用遥控器控制起重机，将钻机吊起离地面约20厘米，从车

间北部向南移动约8米、向东移动约2米至货车尾部。然后，杨某

斌等人将钻机旋转了约180度，使钻杆朝北，并将钻机吊起距离

地面约1.4米至1.5米的高度。杨某斌在货车西南侧用遥控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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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忻某河和史某军在货车西北侧、杨某在东侧。吊装时，

杨某斌、忻某河、杨某3人徒手扶着钻机使其运行稳定。史某军

让李某雷倒车装钻机，李某雷未答应，杨某斌随即点动起重机，

往货车车厢内吊装钻机。

14时20分许，钻机进入车厢内约1.7米时，钻机与货车车厢

发生碰撞，西北角吊装带突然断裂，钻机朝西北方向倾倒，其他

3根吊装带相继断裂，钻机向西北侧翻倒地。杨某斌躲闪不及，

头部被钻机除尘器砸中，倒向地面时头部撞在了旁边放置的滑架

上，滑架受力向西移动约30厘米（图1、图2）。

图1 钻机吊装运行线路图 图2 事故现场图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货车车厢右后侧厢板被砸落、右后底板被砸弯，钻

机向西倾覆倒地，货车西侧地面的滑架被砸向西位移约30厘米。

4根吊带全部断裂，2根从中间断裂，2根从环眼处断裂，其中西

北侧第1根断裂的吊装带从环眼处断裂。在钻机除尘器和滑架之

间地面有杨某斌头部被砸后残留的血迹。

现场使用的电动单梁起重机为河南恒矿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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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型号LD10t-20.1mA3。2023年6月8日，河北省特种设备监

督检验研究院张家口分院对该起重机进行了投入使用前的首次

检验，检验结论为合格，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6月。

吊装的钻机型号为JK595-5A型潜孔钻机，重量7.9T，外形尺

寸7米x2.4米x2.7米。钻机出厂时在两条履带内外两侧共设有4个

吊装点，同一条履带上的内外2个吊装点间距为1.3米，两条履带

内侧的吊装点间距也为1.3米，履带宽0.3米（图3至图6）。

图3 事故现场图 图4 事故现场图

图5 第1根断裂的吊装带标签丢失 图6 吊装带环眼处断裂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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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10月30日14时20分许，事故发生；

14时23分，史某军拨打宣化120电话求救；

14时48分，张某强拨打110电话报警；

16时35分，宣化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将事故报告区委、区政

府办公室。

16时49分，宣化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区政府办事故通报；

17时50分，宣化区应急管理局将事故核查情况通过应急指挥

系统上报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史某军立即跑过去，发现杨某斌头朝西北面部

朝下趴在地上，头颅骨破裂，血液和脑浆喷出。为防止再次被砸，

史某军拽住杨某斌腰部，将其向北移动约20-30cm。此时，杨某

也跑过去呼喊杨某斌，无人应答。史某军随后跑到办公室，拿了

一块毛毯将杨某斌头部盖住。14时23分，史某军拨打120电话。

14时43分，120急救车到达现场，急诊医生当场确认杨某斌死亡，

建议史某军通知殡仪馆。14时45分，张某强电话联系了殡仪馆，

殡仪馆工作人员告知张某强事故需先报警。14时48分，张某强拨

打了110电话，15时07分，春光派出所警察到达现场，进行核查

处理。

（三）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后，亿达公司积极与死者家属协商赔偿事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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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达成一致后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金额共计130万元。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使用合成纤维吊装带吊装钻机时，违章吊

装，吊装带最大有效承载力不满足载荷需要而断裂，导致钻机倾

倒人员被砸伤亡。

（一）直接原因分析

1.吊装带及吊装钻机情况

2023年6月13日，史某军从淘宝网上购买了4根3米长的巨达

牌扁平式合成纤维吊装带，型号5T。购买时，亿达公司未获得制

造商完整证书、指导和培训[1]。购买后，装配车间使用该4根吊

装带吊装过自行组装的590型钻机约20次，钻机重量6T，也吊装

过其他配件。至事故发生前，4根吊装带略有磨损，对吊装带极

限载荷有所影响，吊装前未对吊装带进行检查。

590型钻机重量6T，JK595-5A型潜孔钻机重量7.9T，重量增

加了1.9T；钻机尺寸也相应增大。吊装JK595-5A型潜孔钻机前，

未对吊装钻机重量和尺寸进行核实，JK595-5A型潜孔钻机的滑

架放置位置与角度对钻机整体重心的位置有一定影响，操作人员

凭经验吊装（图7至图10）。

[1]《纺织吊索安全性第一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JB/T8521.1-2007）B.4 吊装带在首次使用前获得

制造商证书、指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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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吊装带局部磨损 图 8 吊装带局部磨损

图 9 吊装带局部磨损 图 10 有标志的吊装带

2.吊装带受力情况分析

调查组将涉事钻机复位后测量，β角在 0 至 45°范围内，按

照《编织吊索 安全性 第 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

（JB/T8521.1-2007）第 5.12条表 3，单支吊装带垂直提升时的极

限工作载荷为 5T时，四肢吊索极限工作载荷为 10.5吨。现场测

量钻机 4个吊装点的高度，发现两个内侧的吊装点较两个外侧吊

装点低约 10cm，说明 4根吊装带受力不均，北部两根吊装带比

南部两根吊装带受力大。钻机吊至货车车尾后旋转 180度，钻机

进入货车车厢与右后侧厢板发生碰撞时产生瞬间冲击加载，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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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西北侧吊装带突然从环眼处断裂[1]，钻机向西侧倾倒。其

余 3根吊装带受钻机倾倒影响荷载瞬间增大，相继发生断裂，钻

机倾覆倒地（图 11至图 16）。

图 11东边内侧吊点对地高度为 54cm 图 12东边外侧吊点对地高度为 64cm

图 13 西边内侧吊点对地高度为 54cm 图 14 西边外侧吊点对地高度为 64cm

图 15 吊装复原示意图 图 16 现场吊装示意图

[1] 《编织吊索安全性第 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JB/T8521.1-2007）D.3.6 多肢吊装带的极限工

作载荷是在假定组合吊装带对称承载的情况下得出的。即，提升物品时各索肢按设计对称分布，相对应的索肢与

垂直方向夹角相同。

对于三肢吊装带总成，如果索肢不能按设计对称布置，则在设计角度之和与相邻索肢夹角最大的索肢上拉力

最大。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四肢吊索上，除非载荷为刚性物品。

注提升刚性物品时，只有三肢，甚至两肢受力，其余索肢只用来平衡物体。

D3.11提升时，应确保物品在控制之下，即防止物品旋转或与其他物体碰撞。应避免瞬间或加载，以免增加吊装

带的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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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查阅公安机关核查资料、调查询问及现场勘查排除刑事案

件。

（三）间接原因

亿达公司未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1]

1.吊装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进行吊装危险作业未制定作

业方案，未明确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设置安全区域，

现场人员未站在安全区域作业、未佩戴安全帽[2]。

2.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吊装作业安

全制度及操作规程不健全，未制定相关多肢纤维吊装带吊装安全

技术措施。兼职安全员职责不明确，未督促兼职安全员依法履职

[3]。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

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

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

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

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

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事下列活动，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

规范，制定作业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设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签订专门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事项，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予以消除：（五）爆破、吊装、临近高压输电

线路和燃气管道作业、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道路清障救援、大型检修等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

投入保障力度。

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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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严格按照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培训，现场作业人员不熟悉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不知悉岗位风险和防范措施，安全意识淡薄[1]。

4.吊装现场安全警示标志不足。未按规定设置“起升物品下

方严禁站人”“作业半径内注意安全”等安全警示标志及安全风险

告知牌[2]。

5.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不到位。未辨识出多肢纤维吊装

带吊装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未按照规定开展隐患排查[3]。使用

吊装带前未进行检查，未发现吊装带磨损及标签丢失继续使用等

问题[4]。

的落实。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六）具有较大危

险、危害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 1 部分：总则》（GB6067.1-2021）第 11.1 条 安全工作制度 应建立起重机安全工作

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

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

上岗作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风险、管控措施或者管控方案在风

险部位、岗位或者车间进行公示。有较大及以上等级风险的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关键部位和有关设施设备上

应当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标识，设立包括疏散路线、危险介质、危害表现和应急措施内容的公示牌（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

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

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

人员通报。

[4]《编织吊索安全性第 1部分：一般用途合成纤维扁平吊装带》（JBT8521.1-2007）B7 定期对吊装带进行彻底检

查和维护 a）报废准则：包括标签丢失/或损坏/或标识难以辨认。D2.2每次使用前，应检查吊装带是否有缺陷，

并确保吊装带名称和规格正确。不应使用没有标识或存在缺陷的吊装带；应将没有标识或者存在缺陷的吊装带送

交有资质的部门进行检测。D2.3吊装带使用前，应经常检查吊装带是否有缺陷或损伤，包括被污染掩盖的损伤，

这些被掩盖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吊装带的继续安全使用。应对任何与吊装带相连的端配件和提升零件进行上述检查。

如果有任何影响使用的状况发生，或所需标识已经丢失或不可辨识，应立即停止使用，送交有关部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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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属地党委政府及其安全监管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北街街道办事处。按照分类分级及属地监管原则，大北街

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对辖区内小微企业安全监管不到位[1]。办

事处安全发展办公室虽对亿达公司多次进行安全检查，检查人员

安全专业知识不足，未发现其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未能有效监

督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1人）

史某军，男，42 岁，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主要负责人。未健全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组织建立并

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到

位，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涉嫌犯罪。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建议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

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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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亿达公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

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

第 14号）第十四条第二项，对其处以罚款[1]。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1人）

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已移交市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

责成宣化区大北街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向宣化区委、区政

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宣化区各级党委、政府，各企业

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

第九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

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第 14号）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

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 1 人死亡，或者 3人以上 6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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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三个必须”、分类分级及属地监

管原则，进一步落实各级各部门安全监管职责和企业主体责任。

宣化区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乡镇、街道办事处党

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乡镇、街道办事处依法履

行小微企业安全监管责任。

（二）加强基层安全监管工作。宣化区委、区政府要针对辖

区小微钻机生产企业数量较多的特点，认真分析小微钻机生产企

业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解决按照分类分级原则对小微企业负有

直接监管职责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存在的安全监管能力不足的问

题。对企业数量较多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安全发展办公室配备具

有专业知识的安全监管人员，落实专家协助监管人员查隐患工作

机制，切实增强基层党委、政府安全监管力量，提高安全监管水

平。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辖区安全生产工

作，认真组织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各级责任制，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深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依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宣化区各小微钻机

生产企业要针对企业具体情况依法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确保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落实

到位。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起重安全工作制度和吊装安全操作规

程，吊装作业前认真制定作业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明确专门人

员进行现场监督，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严禁违章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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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吊装危险作业安全风险辨识，制定严格管控措施，按照风险

管控清单严格进行隐患排查。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加强事故案例收集和警示教育，确保作业人员熟悉岗位安全风险、

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各企业要加强事故信息报送有关

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确保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送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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