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霞区地铁1号线北延线吉祥庵站“2·22”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2月22日14时50分左右，栖霞区地铁1号线北延线吉祥庵站建设工地，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

接经济损失约230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领导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事故救援、善后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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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建

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并聘请相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询问当事人、查阅资料、专家论

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认为：这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冒险进入危险作业场所作业，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2022年2月22日，地铁1号线北延线吉祥庵站施工现场，南京旭晔公司破拆班组对2号风道附属与主体接口后浇带主体围护桩进行破

拆。上午8时左右，班组长孟某合和陈某朝对主体围护桩A区冠梁进行切割作业，安排张某春和张某才对A152围护桩进行打孔，为23日

拆除A区冠梁及围护桩做准备。14时30分左右，孟某合带人去2号出入口附近的施工便道将21日破拆的垃圾装车运走，张某春和张某才

进入基坑内A152围护桩下方用风镐进行打孔，14时50分左右，A区B152围护桩突然坠落砸到正在作业的张某春和张某才。

事发时，工人陈某朝正在事发点南面十米左右的位置整理绳锯切割机，突然听到有重物掉落后，赶紧到事发点并将情况打电话报告

给孟某合，随后孟某合拨打了119、120急救电话，并将情况上报卢某飞。之后总承包单位项目经理等人到达现场，布置救援工作，消防

救援、120急救车辆陆续到达现场对受伤人员立即进行施救，其中受伤较轻的张某春被送往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经过救治目前

情况良好，无生命危险。经医护人员现场诊断，张某才于16:30在项目现场宣告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建委、市总工会等部门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导善后工作，并依法成立了事故调查

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二、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围护桩上方冠梁被切割和打孔后，造成下挂的围护桩与周边固结力降低，导致围护桩处于不稳定状态；工人张某春和张某才违规冒

险进入围护桩下方作业，施工产生的外力扰动加剧不稳定的围护桩失稳从冠梁坠落。



（二）间接原因

1.南京旭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转包工程，在其承接工程后，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个人施工，未在现场派驻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存在以包代管现象；对安

全风险认知不足，拆除专项施工方案未充分考虑到冠梁和围护桩存在整体坍塌、局部坠落的安全风险，未细化拆除工程重点部位和关键

环节施工步骤，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完善；现场施工管理混乱，未制定拆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且未按规定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深入，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作业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和现场工人冒险违章作业等安全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

到位，未按规定对施工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在拆除作业前，也未按规定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涉事人员对现

场风险认知不足。

2.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南京旭晔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发现和纠正专业分包单位违法转包、未按规定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等问题；项目负

责人对拆除作业的关键环节控制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督促专业分包单位消除作业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等安全隐患。

3.上海先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未按照合同要求配备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相关辅助人员；对专业分包单位违法转包、施工方案安全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审查不严；未严

格按照监理实施细则（注释）的要求，派专人对拆除现场施工全程进行监督，未及时发现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作业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

和现场工人冒险违章作业等安全隐患。

三、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南京旭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拆除作业前，未按规定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深入，未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和现场工人冒险违章作业的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相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张某才，临时雇佣人员，施工工人，安全意识淡薄，违规冒险进入冠梁下方的基坑内作业，致使B152围护桩失稳从冠梁坠落，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处理建议：鉴于张某才已经死亡，不予追究其相应责任。

2.马某武，南京旭晔公司法定代表人，违法将拆除工程转包给个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拆除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履行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职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给予行政处罚，同时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给予撤职处分，受

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徐某国，承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长期不在项目现场，未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4.卢某飞，现场负责人，未按规定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对施工现场管控不力，未及时发现和制止现场工人冒险

违章作业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5.孟某合,班组长，对现场作业人员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制止作业人员的冒险作业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6.于某贵，南京大地公司项目负责人，对拆除作业的关键环节控制不力，未及时发现并督促分包单位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

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建议：由市建委依法给予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7.王某逊，上海先行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对拆除方案审查把关不严，未派专人对拆除现场施工全程进行监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

处理建议：由市建委依法给予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