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10·4”一般透水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10月4日9时左右，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运营过程中发生透水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74
余万元，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社会负面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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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令第493号）、《山东省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4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指示精神，市政府批准成立了
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和槐荫区政府派员参加的济南市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10·4”一般
透水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邀请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提前介入，同时聘请
相关方面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调查取证、专家论证
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责任
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简介、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一）项目简介

济南市轨道交通R2线一期工程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区间隧道，设计里程SK5+913.083～SK7+647.632，全长
1730.565米。区间主线隧道采用盾构法施工，隧道外径6.4米，内径5.8米，壁厚0.3米，为单层预制钢筋混凝土衬砌结
构，区间覆土约10.6米—22.5米，区间横断面由6块管片拼装而成，纵向采用错缝拼装。在SK6+509.173处设置1#联络
通道兼泵房，采用冻结法加固、矿山法施工，联络处线间距14米，覆土约24米。通道断面为马蹄形，初支采用钢筋格
栅，喷射素砼，厚度0.25米。二衬为模筑钢筋混凝土结构，联络通道内净宽度2.5米，侧壁厚度0.4米，底板厚度1米。区
间泵房下挂于1#联络通道，侧壁厚度0.4米，底板厚度0.5米；泵房结构内净为3.5米×2.5米×3.4米（深）。

区间从主线隧道的轨道道床中部向区间泵房左右线各敷设2根DN150铸铁排水管，以1%的坡度由主线隧道向下至泵
房，用以排出区间隧道积水。

（二）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有2家，分别是：

（1）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5日，是由市政府管理、市财政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思斌，注册资本150亿元，全面负责济南市轨道交通的规划设计、融资、建设、管理、运营和物业开发等工
作。

（2）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2日，法定代表人陈思斌，注
册资本107亿元，负责经营轨道交通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市政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轨道交通项目的开发、管理、
运营；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2.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注册地贵州省贵阳市，法定代表人徐中义，公司注册资本金56.15亿
元，公司拥有中国铁路、建筑、公路、市政工程等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6项；水利、机电工程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17
项，其它施工总承包资质14项；机场、桥梁、隧道、路基路面、铁路铺架、混凝土预拌等各类专业施工承包资质63项；
铁道行业甲（Ⅱ）级、建筑、公路、市政行业等甲级设计资质6项。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分公司（以
下简称城通分公司）于2010年5月27日成立，营业范围：在总公司经营范围内联系、承办业务，企业负责人吴继华。

2016年11月21日，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投公司签订了《济南市轨道交通R2线一
期土建工程施工二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6年11月，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济南地铁2号线2标段后，安排城
通分公司负责承建两个盾构区间（含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区间内的1#联络通道兼泵房）。

3.监理单位基本情况

监理单位有2家，分别为：

（1）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6月20日，法定代表人：邢毅，注册资本800万元，主要经营建设工
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设备监理，人防工程监理，水利工程监理，工程咨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和新材料研制及房地产技术咨询服务。具有建设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含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
级、地铁轻轨工程监理甲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甲级、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公路工程监理乙级、林业及生态工程监
理乙级）、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上海市工程设备监理甲级资质（环保工业工程设备、道路轨道交通工业工程设备、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备、起重运输机械设备、通用机械设备）、工程造价咨询乙级资质、工程设备监理招标代理乙级资
质、工程咨询丙级资质。

（2）山东高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1月14日，法定代表人：刘黎，注册资本300万元，主要经营建筑
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的监理；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招标代理（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装饰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及配件、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建筑机械设备
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的租赁（不含商场、超市、市场）；房地产营销策划及咨询服务；蔬菜、园艺作物的种植；楼
盘销售代理；汽车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具有建设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含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
理甲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资格、建筑设计乙级资质、工程咨询乙级资质、工程造价咨询乙级资质、工程招标代理暂
定资质。

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山东高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组建了联合体（以下简称上海新光/山东高新联合体），
2016年12月21日，与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济南市轨道交通R2线
一期土建工程监理二标段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4.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第一运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2016年7月启动运营筹备工作，2018年6月6日成立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第一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作周，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人民币，主要负责济南地铁运营管理工作。经营范围：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场地、设施租赁；展览展示服务；设备租赁、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下设12个部门，现有员工4830人。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于2020年12月
29日通车试运行，2021年3月26日初期运营，全长36.4公里，设站19座，全线单程运行时间约50分钟。

（三）事故发生背景

1.2020年7月10日，轨道铺设单位（中铁十二局）工作人员发现1#联络通道兼泵房排水管道预埋不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要求预埋2根直径150mm管道，实际预埋的2根管道直径200mm，且标高过高，管道无法正常接驳至隧道中心沉
砂池），就通知了中铁五局城通分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2.2020年7月13日，建投公司、城通分公司、上海新光/山东高新联合体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办公，经查看和商量后
确定采用“泵房内开孔至右线隧道预留沟槽”新增2根排水管道，以满足排水要求。

3.2020年7月14日，城通分公司编制了《腊二区间1#联络通道废水泵房新增排水管施工方案》，对相关施工人员进
行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7月15日—20日，城通分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新增排水管作业，将2根管道直径120mm
（原设计要求150mm）的管道植入隧道中心沉砂池。

4.2020年7月19日—20日，建投公司、上海新光/山东高新联合体相关工作人员分别对1#联络通道废水泵房新增排水
管施工作业情况进行了解，城通分公司人员答复“新增2根排水管施工作业已经完成，排水正常”。

5.2020年8月28日，济南轨道建投公司牵头组织竣工验收工作，建设、施工、运营、设计、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工
作人员和专家参加。

6.2021年10月1日晚—4日凌晨，城通分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带领施工人员在1#联络通道兼泵房打设直径160mm水
钻孔，三次共钻进约3.6米。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等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8月1日，运营公司发现任腊区间左线（腊山南站至腊山站区间下行线）监测结果显示管片有上浮超限的情况
发生，针对任腊区间具体处置（放水）相关问题，于8月9日召开专家评审会，明确了“采取局部开孔放水泄压”方案以
保证行车安全。9月26日晚，按照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任腊区间右线（腊山南站至腊山站区间上行线）排查，监测过程中发
现右线隧道最大上浮37.1mm，超过隧道变形控制值（±20mm）后，为保证轨道安全和行车安全，进行了应急开孔泄水
（开孔7处，孔径20mm），至9月27日凌晨2时40分，初步估算总放水量约55m3，腊山站运营人员发现腊山站出现轨
行区积水，行车发生限速通过的情况。

2021年9月27日，运营公司发现1#联络通道兼泵房排水管排水不畅，请求建投公司协调城通分公司予以解决。9月
27日晚上—30日凌晨，城通分公司项目部现场施工负责人贺钊钊按照项目部经理崔玲峰要求，在运营公司相关人员陪同
下，带领施工人员携带作业工具分三次进入1#联络通道兼泵房现场，对排水管（2根管道直径120mm的管道）进行疏
通，均没有达到预期排水效果。9月30日晚，贺钊钊在运营公司相关人员陪同下，进入1#联络通道兼泵房现场和建投公
司二号线项目副经理张锟共同商定了如何实施打孔作业。10月1日下午，贺钊钊按照与张锟在现场商定的内容和项目部经
理崔玲峰的要求制定了1#联络通道兼泵房打孔作业《现场施工方案》。

2021年10月1日晚11时50分左右，在运营公司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贺钊钊带领在劳务市场招聘的4名施工人员携带
相关作业工具进入1#联络通道兼泵房现场进行打孔作业，当晚打孔深度约1米。10月2日晚，贺钊钊再次带领在劳务市场
招聘的4名施工人员按照相同的程序进入现场沿1日晚钻孔继续打钻约1.7米。10月3日晚，贺钊钊仍然继续带领在劳务市
场招聘的4名施工人员按照相同的程序进入现场沿2日晚钻孔继续打钻，至4日凌晨2时左右打孔约0.9米后将钻头取出（三
次共钻进3.6米左右），发现钻孔中有小股清水流出，现场人员以为达到了施工要求，清理现场后离开。10月4日9时许，
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区间泵房因水位过高而报警，隧道区间最低点出现积水。

（二）应急处置等情况

1.事故救援情况

2021年10月4日9时许，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区间泵房因水位过高而报警，隧道区间最低点出现
积水，运营公司发布抢修令组织抢修。11时26分，运营公司启动《非正常情况行车组织应急预案》I级响应。12时51
分，因水位持续上涨超过轨面，运营公司组织行车调整。13时12分，轨道交通集团上报市交通局。事故发生后，济南市
成立以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宏志为组长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副校长李术才担任技术指
导专家组组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运营公司启动非正常情况行车组织应急预案、公交接驳应急预案等应急响应，组织调整运营线路和乘客服务，保障现
场设备运行，积极配合应急物资调配和现场处置。同时，发布乘客提示信息及运营公告，持续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工作，积极做好市民诉求回复工作。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先后启动应急响应，投入大量人力、物资、设备进行抢修，通过
采取抽排水、堆载反压、地面回填混凝土及浆液、洞内注浆、封堵联络通道洞门等措施处理区间联络通道出水点。    

2.恢复运营情况    

10月12日下午，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召开了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腊山站至二环西路站区间盾构管片与围岩整体稳定
性评估会议，与会专家认定已具备恢复运营条件，同意开通。10月12日10时15分腊山站-二环西路站区间下行（左线）
开始试运行，10月13日3时30分腊山站-二环西路站区间上行（右线）开始试运行，10月13日6时开始正式运营，2号线
恢复全线行车运营。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城通分公司违反《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10〕5号）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八
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在没有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没有履行审批手续、未征得监理单位同意、未
对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教育培训的情况下组织现场施工人员从泵房内打设直径160mm钻孔，将结构打穿，引发透水事故
发生。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今年夏秋两季降雨较往年频繁、雨水较大，地下水位大面积上升，隧道渗漏水明显增强，导致区间隧道内有较多渗
水。

2.城通分公司建设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进行预埋排水管道；违反相关规定进行整改作
业，整改没有达到原设计要求。

3.上海新光/山东高新联合体落实监理工作不到位，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监理不
到位；对城通分公司违规进行整改作业监理不到位；没有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建设施工情况进行全面、细致验收。

4.相关单位组织放水作业过程中没有对下游排水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和采取措施，排水压力集中至腊二区间泵房处，造
成1#联络通道兼泵房处积水严重。

5.建投公司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管理不到位；对本次打孔施工作业安排不细
致，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打孔作业管理不到位。

6.运营公司对本次打孔施工作业安排不细致，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打孔作业管理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济南轨道交通2号线“10·4”透水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贺钊钊，男，1990年4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城通分公司项目部现场施工负责人，没有按照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制
定切实可行的1#联络通道兼泵房打孔施工作业方案，未对施工作业方案按照公司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未对施工作业人员
进行教育培训。违反了《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依据《山东省
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以四万元的行政处罚。

2.申玉坤，男，1989年6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城通分公司项目部总工，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
预埋排水管道问题失察，违反相关规定组织整改不到位。违反了《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事
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以二万元的
行政处罚。

3.崔玲峰，男，1982年1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城通分公司项目部经理，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题失察，对本项目部违反相关规定组织整改不到位失察；对本次打孔施工作业安排不细致，
组织不严密。违反了《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山东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以二万元的行政处罚。

4.余正中，男，1980年1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城通分公司副经理，对本公司施工人员违反规定实施1#联络通道兼泵
房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企业按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
交通运输局备案。

5.杜明，男，1984年4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建投公司现场经理。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实施本次打孔施工作业安排
不细致，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6.张锟，男，1984年3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建投公司项目副经理（主持工作）。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施工过程中
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题失察；对本次打孔施工作业安排不细致，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
施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
定，建议给予记过处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7.丁国明，男，1976年11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建投公司安全质量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其对运营公司反馈的1#
联络通道兼泵房排水不畅问题整改工作没有跟踪问效，监督督促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诫勉处
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8.何延华，男，1979年11月生，中共党员，现任运营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分管通号工务部。其对施工单位违
反规定实施1#联络通道兼泵房本次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并向运营公司作出深刻
书面检查，同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9.种记鑫，男，1984年2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建投公司副总经理兼盾构技术中心主任，分管二号线项目部。其对1#
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失察；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本次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
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并向建投公司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同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0.李作周，男，1966年10月生，中共党员，现任运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其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1#联
络通道兼泵房本次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给予批评教育处理，并向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同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1.李兆超，男，1988年3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建投公司甲方代表。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题失察，对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整改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
批评教育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2.张立峰，男，1976年2月生，中共党员，现任运营公司通号工务部部长。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实施本次打孔施
工作业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批评教育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3.贾会敏，男，1995年3月生，中共党员，现任运营公司机电部给排水技术岗。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本次打孔施
工作业安排不细致，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本次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给予批评教育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4.叶静春，男，1971年3月生，现任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员工，济南轨道交通R2线一期土建工程二标段项目
监理部专业监理工程师，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监理不到位，
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组织整改监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企业按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5.闫仁杰，男，1975年8月生，现任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员工，济南轨道交通R2线一期土建工程二标段项目
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监理不到位，对
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组织整改监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企业按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将处
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6.严晓刚，男，1976年5月生，山东高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员工，济南轨道交通R2线一期土建工程二标段项目监理
部监理总监代表，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监理不到位，对事故
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企业按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17.刘凤洲，男，1982年10月生，中共党员，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副总经理，分管地铁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等工
作。其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及后期整改管理不到位；对施工单位在没有编制切实可
行的施工方案和履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打孔作业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虽造成国有财产损失，但
未造成人员伤亡且认错态度诚恳，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可从轻处理，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18.杨晓东，男，1972年3月生，中共党员，现任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分管地铁运营等工作。其
对施工单位实施1#联络通道兼泵房打孔作业安排不细致、组织不严密、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鉴
于该工程还未完全交付运营公司，虽造成国有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且认错态度诚恳，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第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三十条规定，可从轻处理，建议对其批
评教育，责令作出深刻检查。

19.王伯芝，男，1964年5月出生，民革党员，现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总经理、民革济南市委主
委。其对“10·4”透水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鉴于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不良影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条规定，可从
轻处理，建议责令其向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20.陈思斌，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其对“10·4”透水事故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鉴于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不良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
条、第十八条规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三十条规定，可从轻处理，建议责令其向市委、
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中铁五局城通分公司，没有按照设计要求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进行预埋排水管道；违反规定实施本次打孔作业，
没有对本次打孔作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
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以五十万元
的行政处罚。

2.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单位管理不严格、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其向济南市政府做出深
刻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3.上海新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
题监理不到位，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组织整改监理不到位。违反了《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08号）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对其处以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结果抄送市应急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

4.山东高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
题监理不到位，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组织整改监理不到位。违反了《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308号）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依据《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由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对其处以三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结果抄送市应急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

5.济南轨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1#联络通道兼泵房没有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预埋排水管道问题失察；对本次打孔作
业安排不细致，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本次打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其向济南轨
道交通集团做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6.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第一运营有限公司，对本次打孔作业安排不细致，组织不严密；对施工单位违反规定实施本次打
孔作业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其向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做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将书面检查报市应急局、市
交通运输局备案。

7.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下属单位管理不严格、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其向市委、市政府
做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将检查报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建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相关责任
人员作出深刻检讨。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作业、不按设计施工、施工组织不严密、竣工验收不规范、安全防护和质
量监控不到位等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强化管理，健全完善制度流程。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要结合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开展一次全方位的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管理提升行动。一是坚持“走出去”战略，组织人员赴国内地铁建设、运营管理先进城市，全面掌
握、准确分析地铁建设运营情况，充分学习借鉴先进城市在轨道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做法和经验，建章立制、取
长补短、优化管理，不断提升我市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管理水平。二是梳理轨道交通现有管理制度，完善规划设计、工
程建设、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工程保修期”管理、应急救援与处置等全过程管理制度流程，加强闭环管理，建立健



全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衔接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三是要下大力气建立一支规模适当、规章健全、技术领先的专业化
的维护保养队伍，建立健全工程建设维保管理制度，完善运营施工检修制度，建立科学、完整的工程维保管理和检修管
理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和弥补“工程保修期”的维保工作，全面做好建设与运营的界面移交和协同管理，强化协调配
合，健全完善责任考核机制，确保工作衔接到位，堵住安全生产责任缝隙。四是强化对施工队伍管理，严把资质审核
关，把施工队伍项目部纳入企业内部管理范畴，从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立、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建立、工程技术人
员配备、安全教育培训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考核、统一检查、统一奖惩，严禁非法
转包分包，坚决杜绝施工建设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吸取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研究制定
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一是立即开展隐患排查。充分发挥专业化机构和专家的技术支撑作
用，立即组织开展第三方专业机构安全质量检查评估，要制定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对全市轨道交通已运营线路和在建
工程进行全面安全质量检查评估。二是强化对建设施工全过程管理。要牢固树立地铁建设是“百年大计”这一理念，严
把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各个环节关口，对全部运营线路和在建线路进行不间断自查自改。
在工程建设期间成立专门工程质量监督检查部门，特别加强建设施工过程中重大风险源管控、专项勘察设计、专项施工
方案实施、危险性大的工程、工程质量等情况的过程管理，确保本质安全。同时强化对运营设备设施维护、专项施工、
行车组织计划等方面的管理。三是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落实自查检查责任制，明确专
人负责，做好对账、清零、销号工作，抓好整改落实，实现闭环管理，切实防范事故和重大险情，不断完善各项制度流
程，确保全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全过程安全平稳。市交通运输局要对济南市轨道交通集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
全方位的监督，确保隐患排查整改到位。四是尽快恢复1#联络通道兼泵房功能。要制定详细可行的“拆除封闭恢复通
道”实施方案，在充分论证、征求专家意见和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力争最早时间拆除封闭恢复通道功能，确保1#联络通
道兼泵房的消防疏散功能和排水功能得以恢复，确保地铁运营安全。

（三）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员工安全意识。一是要结合本次事故，完善修订年度教育培训计划和专项培训方案，
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切实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技能，保证安全培训的实效性，掌
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管理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二是要加大检查、考核力度，杜绝
人员不经教育培训上岗作业和教育培训走过场、流于形式，甚至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确保教育培训的质量，全面提
升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三是要强化现场管理，严格现场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大督导
力度和考核力度，坚决杜绝习惯性违章和“三违”现象的发生，要严格按照安全交底和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办事，避
免安全管理规定和岗位操作规程形同虚设现象的发生，强化管理人员、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意识，严守安全红线。

（四）多措并举，强化应急能力建设。一是编制科学可行的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专项处置方案，并经专家
评审把关，细化各项预警与应急处置措施，完善应急报告、应急响应流程。要结合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对可
能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进行模拟，有针对性的进行实兵应急演练，对实兵演练经过进行分析评估，不断修改完善应急救
援预案和专项处置方案，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意识、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二是
全面开展应急资源调查和评估，充分了解内部和外部应急队伍、应急物资、应急专家等应急资源，补充增加自身必要应
急物资，建立健全与外部单位、专业应急救援机构的协同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三是要不断提升应急
救援专业化水平，在充分学习调研的基础上，根据轨道建设、运营的实际情况，建立一支规模化、专业化的应急救援队
伍，配备应急抢险装备，组织制定应急培训计划，抓好入职培训、岗位培训、专业培训，强化各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
和专兼职救援人员的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应急处置程序、安全生产规程和自救互救常识，避免盲目指挥、盲目施救，提
高全体员工的应急保障意识、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应急救援专业化水平。四是采用先进科技技
术，在全线路安装智能监控与传感器，接入地铁调度指挥系统，实现实时在线监测、报警功能，不断强化智能化建设，
从本质上保证地铁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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