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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工程
“10·28”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10 月 28 日 9 时 20 分许，张家口盛华家园商住小

区 B 区二期工程 S12#楼在二次结构支设模板作业中，发生一起

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 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10 月 29 日，张家口

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

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张家口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工程

‘10·28’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事故调查组与市纪委监委建立了调查工

作通报机制。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事故调查组通过查勘现场、查阅资料、询

问有关人员、鉴定试验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

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涉事工程项目 

张家口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地址位

于张家口市桥东区盛华东大街北侧、原河北盛华化工厂旧址地

块。工程项目内容包括 S7#、S11#、S12#高层住宅楼以及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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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库等。建筑总面积 64778 平方米，工程总造价 114408479.70

元。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 S12#楼南侧空地（钢筋加工区）。S12#

楼建筑面积 14671 平方米，设计为地下 4 层地上 16 层，结构型

式为 CL 复合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事发当日该楼建筑主体已

全部完工，外防护架网已全部拆除；二次结构由下至上依次施

工，已完成至第 8 层。事故发生时正进行第 9 层南阳台二次结

构支设模板作业。 

（二）涉事单位 

1.建设单位。张家口建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发房开公司），地址为张家口市高新区辽海国际大厦 14 楼，

为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三级子公司。该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郭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出租和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

设施，工程建设代理、委托代建。 

2.施工单位。张家口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四建公司），地址为张家口市宣化区东马路 2 号。该公司

于 2000 年 12 月由原张家口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改制成立，注

册资本：6500 万元，公司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

施工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现有在册职工 1473 人，法定

代表人罗某兼任书记、董事长，董某强为总经理，内部机构设

置有办公室、经营处、安全处、技术质量处等 12 个处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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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处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冀）

JZ 安许证字〔2020〕013552，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3.监理单位。张家口正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元公司），为张家口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地址为张家口市高新区纬二路财富中心 D 座 7 层。该公司于

2001 年 3 月成立，注册资本：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穆某，

公司具有房建工程甲级监理资质，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的建设监理及工程建设技术咨询等。 

二、事故发生及应急处置经过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10 月 28 日 7 时，S12#楼施工现场按时开工，模板

工任某军和李某继续负责各楼层南阳台二次结构构造柱支设模

板工作，开始 9 层东单元南阳台支设模板。俩人先对 8 层楼模

板及辅料进行拆卸，然后按规程要求将拆卸下的模板工料通过

楼梯抱运至 9 层南阳台。大约 8 时 30 分，开始支设 9 层东单元

南阳台构造柱模板，共计 6 根构造柱，李某负责西侧三根，任

某军负责东侧三根。 

因施工现场 7 时 30 分左右停电，楼下钢筋加工区停工；9

时左右，现场恢复供电，钢筋工李某安和王某富开始钢筋加工

制作。俩人先将第一根螺纹钢筋抬至钢筋制作操作台，李某安

将钢筋东头置于钢筋弯曲机滑动刀板和万向调整轮之间中开始

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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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在 9 层楼上南阳台进行支设模板工作的任某军

和李某均完成了两根构造柱模板，开始支设第三根，任某军支

设的是东侧第三根。9 时 20 分左右，任某军手中固定构造柱位

侧的模板滑落，从 9 层阳台掉向地面，砸中正在地面加工钢筋

的李某安。 

（二）应急处置经过 

任某军探头看见砸中人后，立即顺楼梯跑下楼察看；李某

固定好手中的模板，随后下楼。现场负责人余某闻讯后赶到现

场，见李某安躺在地上，头部无明显外伤，口鼻出血；余某呼

喊李某安名字，李某安轻微眨眼。9 时 26 分，余某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安排模板工任某军、技术员方某林和另三位钢筋工，

将伤者抬至工地外路边，事发地点距路边大约 260 米；模板工

李某这时也跑到路边，并拨打了 110 电话报警，5 分钟后民警

到达现场。9 时 45 分，救护车到达，随车医生对伤者进行紧急

诊疗，检查了瞳孔、做了心电图后，确认李某安死亡。 

9 时 50 分，在现场巡查的工程师段某电话报告建发房开副

总经理马某鹿， 9 时 55 分，马某鹿到达现场，立即组织保护

事故现场，配合民警进行调查取证，并安排施工单位做好善后

处理工作；10 时 20 分，建发集团副总郭某接报后指示马某鹿

积极做好善后工作。 

10 时，在 S11#楼巡查的项目经理张某喜接报后，向四建公

司办公室（5972929）电话报告； 14 时，四建公司派人到达现

场，处理善后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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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 20 分，正元公司现场总监石某接到公司副总于某利

的电话通知后，于 10 时 45分左右到达现场配合处置。 

（三）信息上报经过 

9 时 26 分，110接到电话报警； 

10 时，项目经理张某喜向四建公司办公室报告；  

10 时 22 分，市应急管理局接到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电

话通报； 

10 时 25 分，市应急管理局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报，

并按照规定，分别向省应急管理厅和市政府办公室报告。 

三、现场查勘、致害因素技术分析和致害过程还原 

（一）现场查勘情况 

1.事故因区域和起始点 

经对责任人、其他证人询问，事发时，与事故关联的涉事

建筑物主体施工作业活动仅只东单元 9 层南阳台 6 根二次结构

构造柱支设模板作业。经现场查勘，事发后，其余 5 根构造柱

模板目测呈完好状态，已支设完成；东侧第三根构造柱呈完整

裸露状态，部分模板支设材料及辅料散落在阳台内侧地面，仅

缺柱体东南两侧立面直角型模板主件。 

技术组分析确认，盛华家园 S12#楼支设模板为事故因作业

活动，东单元 9 层南阳台为事故因区域，南阳台东侧第三根二

次结构构造柱东南侧立面支设模板为事故因起始点。 

2.事故果区域和终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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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相关证人询问和现场查勘，由现场作业人员在涉事建

筑物正南空闲地面，北从距主体南外墙 3.6M、东从距主体东外

墙 13M 处起，划设出 14M×3M 的钢筋制作加工区。事发时，

死者李某安及其工友王某富刚将第一根螺纹钢筋（直径 32MM、

长 12M）抬至钢筋制作操作台（长 5.6M、宽 0.91M、高 0.82M）

上，钢筋一头置于钢筋弯曲机滑动刀板和万向调整轮之间中待

加工，李某安站姿及所处位置：头戴安全帽，面西背东、紧挨

操作台直立，上身微俯，目视操作台；与事故因起始点垂直线

地面落点分别位移偏东 0.95M、偏南 3.6M。事发后，李某安就

地仰卧、头偏东南与正东方向大约成 15°夹角，安全帽碎裂成

三大块（帽内因丝带连接未完全散开）在死者西南方 0.5M 处，

直角型模板主件已散开在其身体四周。 

技术组分析确认，该直角型模板主件为事故致因物，钢筋

制作加工区、钢筋弯曲机附近为事故果区域，事发时李某安所

佩戴安全帽因是第一承受致因物冲击力卸载对象，为事故终止

点。 

（二）致害因素技术分析                             

1.致因物：直角型构造柱模板主件，由两块 35 ㎝×210 ㎝、 

20 ㎝×210 ㎝模板拼接成直角型结构件，其外裸面分别固定有

4 ㎝×8 ㎝×210 ㎝木方各一根，总重量约 20 公斤。 

2.致害路径和致害能量形成事故致因物从起始点至终止点，

直线高度 26.9M- 1.58M（身高）＝25.32 M，偏东南方向形成 4°

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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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分析确认，致因物下落方式为自由落体，致害路径

基本呈垂直线路，致害能量主要是由重力加速度最终积聚形成。

至于造成较小倾角偏差的原因是：致因物下落之初自身外张力

和不规则物体下落过程所受不均匀空气阻力所至。 

3.其它关联因素 

（1）现场气候条件影响。据市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数据：

28 日 9 时--10 时，距事发现场最近的气象监测点，天气晴，气

温 8°C，风向北风，风力微风。 

技术组分析认定，事发点位于楼体南侧，微弱北风等对致

因物下降速度和方向影响极微，对致因物最终形成的冲击力影

响可以忽略。 

（2）其他因素影响。据查，致害路径无其他外力加载。 

4.安全帽承载能力 

经查，死者所佩戴安全帽为塑料材质。产地：揭阳市正启

实业有限公司 ;出厂日期：2020.7.7，技术参数：执行标准

Q/JYQ-1202，销售地点：张家口市盛华东大街联丰五金机电经

销，同批次购置时间：2020 年 8 月 15，同批次购置数量：25 顶，

使用时长：2 个半月，使用程度：完好。 

技术组分析认定，致害能量已远远大于安全帽的承载能力

和安全极限，最终导致安全帽破裂失能。 

5.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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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诊断证明：据 120 出诊医生现场诊断:意识丧失，

呼吸不应。双侧瞳孔散大，直径约 5MM，对光反射消失。四肢

肌力 0 级，无胸廓起伏。 

（2）《公安机关尸检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

130000004）结论意见：李某安符合外伤致颅脑损伤死亡。 

（三）致害过程还原 

10 月 28 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致因物—直角型构造柱模板

主件自盛华家园 S12#楼东单元 9 层南阳台东侧第三根二次结构

构造柱东南侧开始掉落，经过致害路径完成能量积聚，砸中李

某安头部所佩戴的安全帽，巨大的冲击力通过安全帽传递到死

者头部，造成安全帽破裂和当事人头部受伤。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高处临边支设模板作业，未设置安全隔离防护措施；违规

垂直交叉作业，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四建公司 

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

对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安全管理不到位。 

（1）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S12#楼因施工需要拆除

脚手架及安全防护设施后，仍然进行高处临边作业；作业区域

下方钢筋加工区同时也进行钢筋制作作业，形成上下区域同时

交叉作业，施工现场未设置防护网、防护棚、警戒线和安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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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志。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①、《建筑施工高

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第 4.1.1 项、第 7.1.2

项 ②和《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 3.19.3 第四

项 ③。 

（2）安全管理人员未按规定配设。依据《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规定，

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工程总承包单位配备项目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少于 3 人。该项目备案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为

程某、董某强、冀某飞 3 人，实际现场仅有冀某飞一人长期在

岗。 

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91 号）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目 ④

规定。 

（3）安全技术交底没有按规定和程序进行。查阅 2019 年

8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 日安全技术交底文件共 61 份，安全

交底内容完全一样；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没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①《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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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 

第 4.1.1 项 坠落高度基准面 2m及以上作业进行临边作业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并应

急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第 7.1.2 项 交叉作业时，坠落半径内应设置安全防护棚或安全防护网等安全隔离措施。当尚未

设置安全隔离措施时，应设置警戒隔离区，人员严禁进入隔离区。 

③《JGJ 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 3.19.3 第四项钢筋加工区应搭设作业棚，并应具

有防雨、防晒等功能。 
④（建质〔2008〕91 号）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目 5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工程不少于 3人，且按专业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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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交底人没有涵盖现场全部作业人员。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①规定。 

（4）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经查，李某、任某军、李某安

未经安全教育培训上岗作业，项目部提供的职工三级安全教育

培训卡造假。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②规定。 

（5）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未对 S12#楼二次结

构施工现场木工支护作业和钢筋作业区域无防护棚存在的安全

风险进行有效辨识，并采取管控措施。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

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 ③规定，未按规定对

项目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 

2.正元公司 

（1）现场监理与备案资料不符。违反了《关于加强建设工

程监理现场管理的通知》（冀建市〔2011〕552 号）第三条 ④规

定，盛华家园商住小区二期项目部安全监理备案人员与现场人

员不符；任命不具备资质人员喇某发为总监理代表。 

（2）现场监理人员履职不到位。违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⑤规定，现场安全监理人员没有对

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向施工下达监理通知。 
                                           
①《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应当对有关安

全施工的技术要求向施工作业班组、作业人员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②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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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③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第九条第一款  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三年内，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全面辨识。 

④（冀建市〔2011〕552 号）第三条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资格条件不得低于总监理工作师任职资格条件。 

⑤《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

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

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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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家口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对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检查不深入，对发

现的问题隐患没有跟踪整改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过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李某安，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钢筋工。违反

操作规程作业，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

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3 人） 

1.任某军，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模板工。违

反操作规程，在无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 9 楼南阳台模板

支设作业，模板不慎掉落，并砸中受害人，对本起事故负直接

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张某喜，四建公司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经

理，负责项目全面工作。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工作严重失职，

对监管部门下达的整改指令和约谈意见拒不执行，对本起事故

负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余某，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现场负责人，

抢赶工期忽视安全，在无安全防护措施下放任上下区域交叉作

                                                                                                                                 
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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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没有制止违章行为，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对本起事故负主

要管理责任。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建议企业内部处理的有关责任人员（2人） 

1.喇某发，正元公司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总

监理工程师代表，未取得注册监理工程师资质，不具备总监理

工程师代表资格，对钢筋组与模板组交叉施工作业存在的安全

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到位或暂时停止施工，对本起事

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正元公司依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罚款，

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2.石某，正元公司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项目部总监

理工程师，对项目部监理人员管理不到位，对本起事故负有领

导责任。建议正元公司依据企业内部规定给予罚款，处理结果

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2 人） 

1.董某强，四建公司总经理。未督促、检查盛华家园商住

小区 B 区二期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本

起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

项 ①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收入 30%的罚

款，计 9972 元。 

2.穆某，正元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公司选派不具备资格的人员担任总监代表，对本起事故

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

                                           
①《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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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收入 30%的罚款，计

41040 元。 

（五）建议给予组织处理人员（2 人） 

1.王某文，张家口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监督一科科

长。对盛华家园商住小区二期项目安全检查不深入，隐患整改

跟踪不到位，履行职责不到位，对本起事故负有监管责任。建

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予其免职处分。 

2.刘某，张家口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站长，负责安

监站全面工作。对区域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督促不力，

对本起事故负领导责任。建议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其作

出深刻检查。 

（六）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2个） 

1.四建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和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①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

处 30 万元罚款。 

2.正元公司。任命不具备资质人员为总监理代表，现场监

理履职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纠正现场违规交叉作业，对事故

负有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规

定，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6 万元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①《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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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

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

决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生产风险，坚决防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二）深入开展建筑领域专项整治。各级建筑行业主管部

门要严格落实《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

则》，切实做好建筑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一

要严格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以及相应资质和安全许可证

管理，严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二要严格过程监管，

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在工程开工前、单项工

程或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前、交叉作业时以及施工过程中作业环

境或施工条件发生变化时等，认真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及施工作

业人员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严查书面安全技术交底、交底

内容缺乏针对性及操作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三要强化执法监

察，保持建筑行业领域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对非法违法行为严

厉处罚，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三）严格落实建设单位安全责任。建设单位要加强对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严格督促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和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专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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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师等有关专业人员资格情况，确保具备有资格条件的人

员进场施工。认真开展监理单位履约情况考核与评价，对监理

公司监理人员不到位等问题及时发现并纠正。切实加强施工现

场安全管理，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要统一协

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问题的要及时督

促整改，确保安全施工。 

（四）严格落实施工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一要配

足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具体岗

位、具体人员；二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特别是对存

在交叉作业的施工现场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采取有效的安全防

范措施；三要在正式作业前严格落实分步分项安全技术交底工

作要求，不但要口头讲解，而且应有书面文字材料，并履行签

字手续；四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双控”机制建设工作，按照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要求，每年对安

全生产风险因素开展一次全面辨识，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排查事故隐患；五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科学制定教育培

训计划，有效保障安全教育培训资金，依法设置培训课时，切

实保证培训效果，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有效

防止“三违”现象，确保建筑施工安全。 

（五）切实落实监理单位安全监理责任。监理单位要完善

相关监理制度，配足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监理工作，同时

要强化对监理人员管理考核。监理要严格对各类专项施工方案

的有效性、适用性进行审查，签署审核意见，加盖总监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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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执业印章；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按要求监督施工单位方案

交底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发现施工单位有违规行为应当给予

制止，并向建设单位报告，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当向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 

 

 

张家口盛华家园商住小区 B 区二期工程 

“10·28”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