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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及调查工作概况

2024 年 4 月 13 日，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的潭江特大桥主

桥箱梁挂篮在预压荷载试验过程中，挂篮菱形架突然断裂，

底篮模板及预压块坠落至栈桥，造成 3 人死亡、1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约 394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陈岸明，

市长吴晓晖多次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排险、救

治伤者和搜救失联人员，严防次生事故，抓紧开展事故调查，

查明原因，同时举一反三，加强行业安全管控。市委常委、

副市长郑晓毅等相关市领导率市公安、市交通运输、市应急

管理等部门、以及属地负责同志赶赴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处置

工作。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分别派出工作组赴现场

指导开展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于 4月 17 日成

立由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总工会及新会区政府等部门（单位）参加的江门新会潭江

特大桥北段项目“4·13”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江门市纪委

监委成立了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对有关单位公职人员

和党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开展审查调查。4月 15 日，省安委

办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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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阅资料、视频分析、检

测鉴定、人员问询及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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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事故性质和

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认真总

结事故教训，形成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江门新会潭江特大桥北段项目“4·13”较

大坍塌事故是一起因施工专用设备“挂篮”存在质量问题而

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主要经过

事故发生时潭江特大桥 26#墩右幅正在开展挂篮预压试

验。根据施工方案，挂篮施工前需进行预压验证，预压要求

按照计算荷载总重量（208.9 吨）进行分三级加载，分别在

60%（125.34 吨）、100%（208.9 吨）和 120%（250.68 吨）时

进行监控测量。在第二级 100%（208.9 吨）加载过程中，北

侧挂篮菱形架右侧上平杆后节点销孔撕裂破坏，杆件从节点

脱落，挂篮变形失稳，导致挂篮突然垮塌，挂篮上 4名作业

人员和预压块坠落，最终造成作业人员 3人死亡，1 人受伤。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涉事挂篮存在质量问

题，预压过程中北侧挂篮右侧上平杆后节点销孔撕裂破坏，

造成北侧挂篮断裂垮塌。

（二）间接原因

1.湖南升龙工程有限公司。挂篮出租单位。违反租赁合

同以及投标承诺，对挂篮质量审核把关不严，且未采取查验

措施，提供虚假监测报告、自检记录以及挂篮出厂合格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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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质量不合格挂篮产品，直接导致事故发生。

2.株洲华星建造有限公司。挂篮生产制造单位。生产制

造不符合设计方案、质量不合格的挂篮设备；未建立并落实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采

取有效措施严格把控设备生产制造和质量检验关；未经质量

及安全性能检测而出具质量合格证明，并交付使用挂篮，直

接导致事故发生。

3.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施工单位。项目

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不符合上级要求；专职安全管理

人员及部分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对进场专项设备供应

商的资质以及生产能力的情况审核把关不严。

4.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项目监理单位。

疏于巡查，未能及时排查发现和跟踪落实事故隐患；未发现

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不符合上级

要求、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及部分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

不满足要求等问题；监理工作不规范。

5.常州市玉麒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分包单位。安

全生产意识薄弱，对施工作业人员管理混乱，新员工安全培

训不到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要求持证上

岗。事发时，部分施工人员未按要求穿戴救生衣、规范使用

系好安全带，存在事故隐患，项目现场负责人、带班人员未

发现并督促施工人员消除事故隐患，班组安全自查流于形

式，安全管理水平低。

6.广东建筑艺术设计院有限公司。挂篮设计单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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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把关不严，未能发现挂篮设计不合规问题。

7.新会区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建设单位，

为满足工程项目管理需要，依托事业单位新会区交通工程建

设管理中心组建管理架构，建设单位角色定位不清，安全生

产主体职责模糊。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对涉事标段安全

生产工作检查不深入不细致，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工作职责。未设专门安全管理部门、配备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低于规定要求。

8.江门市交通运输局。作为行业主管和业务指导的上级

部门，督促、提醒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

到位，安全生产检查不够深入和全面，2023-2024 年检查以

综合性质量安全检查为主，检查执法针对性偏弱，发现隐患

的能力欠缺。

9.江门市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属地安全监管部门。对安

全生产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属地安全监管责任的认识有偏

差，依法履职能力不足，落实“一岗双责”有差距，未能依

法履行好属地监管责任。

四、事故责任以及处理建议

（一）林某某。株洲华星建造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主

要负责人。对涉事挂篮设备生产制造、质量检验及安全性能

检测工作不重视，未及时消除涉事挂篮菱形架内侧补强板未

按设计焊接、存在漏焊、未经质量及安全性能检测出具质量

合格证明并交付使用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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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某某。株洲华星建造有限公司负责涉事挂篮设

备生产制造项目负责人。未认真落实生产制造涉事挂篮设备

全过程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发现并及时消除涉事挂篮菱形架

内侧补强板未按设计焊接、存在漏焊、未经质量及安全性能

检测出具质量合格证明并交付使用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吴某某。株洲华星建造有限公司负责涉事挂篮设

备生产制造项目技术检验负责人。未落实岗位工作职责，未

能发现并及时消除涉事挂篮菱形架内侧补强板未按设计焊

接、存在漏焊、未经质量及安全性能检测等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四）曹某某。湖南升龙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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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取措施查验涉事挂篮设备安全性能，保证质量，

提供虚假《超声检测报告》《会城至牛湾罗坑潭江特大桥

73+130+130+73 米连续梁菱形架静态试验报告》《钢结构分

项工程检验质量自检记录》以及挂篮出厂合格证，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株洲华星建造有限公司。生产制造不符合设计方

案和使用单位施工标准的挂篮设备，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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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取有效措

施严格把控设备生产制造和质量检验关，致使涉事挂篮菱形

架内侧补强板未按设计焊接、存在漏焊，未经质量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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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检测情况下出具质量合格证明并交付使用等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六）湖南升龙工程有限公司。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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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租赁合同

以及投标承诺，对挂篮质量审核把关不严，提供虚假《超声

检测报告》《会城至牛湾罗坑潭江特大桥 73+130+130+73 米

连续梁菱形架静态试验报告》《钢结构分项工程检验质量自

检记录》以及挂篮出厂合格证，为中铁上海局项目部提供质

量不合格挂篮产品。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

政处罚。

（七）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未落实施工现场

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编制《连续梁挂篮预压施工方案》不

细致，未明确高处作业安全带系的位置，人员培训以及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不

符合《连续梁挂篮预压施工方案》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对进

场专项设备供应商的资质以及生产能力的情况审核把关不

严，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不符合上级要求，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八）李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经理。未认真履

行该标段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责，未按规定配足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联合体项目部要求配备符

合任职资质条件的副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对承包商提供的建

筑工程产品把关不严，未履行项目安全监管责任和义务，未

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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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九）河北华达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疏于巡查，

未及时发现建筑工程产品存在安全质量问题，在巡视指出发

现的部分问题整改跟踪落实不到位，现场监理工作不规范。

未发现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

不符合上级要求、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存在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配备数量不足，项目副经理及技术负责人不符合联合

体项目部要求的任职资质条件，《连续梁挂篮预压施工方案》

不够细致等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

（十）常州市玉麒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作业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项目现场负责人、班组带班人员未及时发现

并督促施工人员正确穿戴救生衣、规范使用系好安全带，班

组安全自查流于形式，安全管理水平低。安排未持有有效证

件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建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

进行处理。

（十一）广东建筑艺术设计院有限公司。对《会城至牛

湾罗坑谭江特大桥（73+130+130+73）连续梁挂篮设计图》《会

城至牛湾罗坑谭江特大桥（73+130+130+73）连续梁挂篮计算

书》设计复核把关不严，未能发现挂篮设计不合规问题。建

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十二）汤某某。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未认真履行项

目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未认真组织检查事故班组安全

生产工作情况，安全自查流于形式，未督促现场施工人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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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穿戴救生衣、规范使用系好安全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建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十三）张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安全总监，未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责，未认真组织检查事发施工

现场安全生产状况，未排查发现挂篮预压施工作业人员存在

未按要求穿戴救生衣、规范使用系好安全带等隐患问题。建

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十四）田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专职安全员，

未督促落实本单位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未认真检查施工

现场安全生产状况，未排查发现并消除挂篮预压施工作业人

员存在未按要求穿戴救生衣、规范使用系好安全带等隐患问

题。建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十五）尹某某。驻地监理工程师，未认真履行驻地监

理工程师工作职责，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安全措施和专项施

工方案不仔细，监理巡视指出发现的部分存在问题，未及时

跟踪登记施工单位处理措施和结果，现场监理工作不规范。

未发现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其他主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

不符合上级要求、存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数量不足，项

目副经理及技术负责人不符合联合体项目部要求的任职资

质条件等问题。建议江门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

理。

（十六）新会区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单位

（建设单位），在项目工程中的角色定位不清，安全生产主

体职责模糊，安全生产法规观念淡薄，未能有效承担业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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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未设专门安全管理部门、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远低于规定要求，安全管

理能力薄弱。建议其向新会区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并由

新会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江门市新会区交通运输局对其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十七）江门市交通运输局。主管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的

政府工作部门，对涉事工程项目安全监管具有行业监管责

任，安全生产检查不够深入和全面，督促、提醒属地政府及

有关部门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未发现涉事项目其他主

要管理人员劳动关系不符合上级要求，日常对涉事工程项目

监管执法存在漏洞。建议其向江门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

讨，并取消 2024 年有关评优评先资格。

（十八）江门市新会区交通运输局。作为业主单位上级

管理单位和项目属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涉事工程项目以

陪同上级检查为主，未对业主单位进行实质性检查，对属地

安全监管责任的认识有偏差，依法履职能力不足，落实“一

岗双责”有差距，未能及时发现业主单位安全生产基础薄弱、

涉事标段部分管理人员配备及任职资质条件不符合要求等

问题。建议其向新会区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十九）刘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未按联合体项目部要求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资格

证，建议由联合体项目部依据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二十）王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副经理，未按

联合体项目部要求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资格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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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联合体项目部依据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二十一）赵某某。涉事中铁上海局项目部技术负责人，

未按联合体项目部要求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资格

证，建议由联合体项目部依据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二十二）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

府、有关部门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已移交

江门市纪委监委。对有关人员的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意见，

由江门市纪委监委移交属地纪委监委处理。

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工程建设参建各方未牢

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没有坚守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安全生产红线，生

命至上的安全发展意识不强。对设备生产制造质量不重视，

未充分意识建设工程领域施工设备质量好坏直接影响或危

及到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重效益、轻安全，安全生

产重要性认识不足。

（二）交通建设工程领域管理粗放混乱。市级和县级监

管权限不清，县级交通主管部门人员能力不足，容易造成监

管真空地带，相关行业部门对重点项目、危大工程、重点环

节安全监管不够细致，属地监管职责履行不到位，怠于履行

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涉事企业存在存在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及部分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人员培训以及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多重管理等问题未能及时发

现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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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水平低。涉事挂

篮经过设计、制造、检验、运输、验收等一系列环节，各相

关企业和人员均未发现其存在质量问题，直至事故发生，才

发现挂篮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暴露出施工单位主体责任落

实不到位，相关人员安全生产能力、水平和意识存在缺陷，

安全技术交底不全面，内部监督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等

问题。如涉事挂篮设备生产制造及出租单位生产管理内控制

度缺乏系统性和有效性，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落实不到位，技术、检测检验等关键岗位

人员责任缺失，安全意识薄弱，未对设备生产制造、检测检

验、验收等环节严格把控质量，漏管失控。

（四）安全生产检查流于形式，监管力度不足。新会区

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未能发挥项目管理的

核心作用，未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统筹和协调各

劳务单位、监理单位、承办单位做好各自安全生产工作，安

全检查广度深度不够，力度不足，未能发现建设项目存在的

深层次安全风险隐患。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压紧压实项目法人责任制。各有关施工单位主要

负责人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及具体项目情况，进一步完善项目

建设管理能力要求，主要包括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职责分工、

项目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的配置及资格、工程建设管理经

验等方面内容，进一步强化项目实施过程中采购、竞争性谈

判、合同履约执行等全过程管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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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着力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以

项目为单位，加强对项目法人及项目管理主要人员考核和信

用评价，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压紧压实

项目法人在项目建设管理的质量、安全等法定责任及首要责

任，特别是涉及挂篮施工，要全方位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保

障能力。通过考核激励和责任追究，强化项目法人主体意识

和责任意识，提高项目管理专业化水平。

（二）严格落实项目各参建单位主体责任。施工单位要

切实提高工程质量安全工作保障，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双重预

防机制，对工程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设备租赁单位实

行无差别化质量管理，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大

工程材料、产品进场检验和质量管控力度，建立工程材料、

产品采购管理制度和使用台账，健全缺陷工程材料、产品响

应处理和质量追溯机制，积极应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新技术。工程材料、产品生产供应单位应加强影响结构强度

和安全性、耐久性的关键工程材料质量管理，严格落实产品

出厂检验制度，确保检验资料及合格证书完整准确，提供检

验合格的产品，对生产或供应的工程材料、产品质量负责。

监理单位要担负起工程质量监理责任，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监

理报告制度，加强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重要隐蔽工程的

监理，切实提升监理旁站工作效能。

（三）切实增强行业领域监管效能。进一步加强市、县

两级交通运输部门安全监管队伍能力建设，各级交通运输部

门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提升履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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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切实

解决好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聚焦人员佩戴劳动防护措施、施工项目其他管理人员劳动关

系、专用设备管理、施工方案执行等方面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严肃查处偷工减料、不按图纸施工等行为；严肃追究违法分

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典型违法行为相关方法律责任；对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参建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严惩，依法给予限

期不准参加招标投标、吊销资质证书、停止执业、吊销执业

证书等相应处罚。结合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技术难度和质量

安全风险等因素，完善重点工程项目监管清单，加大监督检

查频次与力度、深度。对管理薄弱、事故隐患频发、发生质

量安全事故的工程项目要依法依规实行严管和惩戒，坚决扭

转交通工程领域事故多发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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