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大全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
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篇一

关于760主平硐砼支护拱顶坍塌事故的调查报告

：净断面4.4×4.5、砼支护（c20墙、帽厚度250cm）

：拆模施工

24日23时该队队长李南声安排：王文教、王文彬、王建安、、
王金墩五人去进行砼支护，至凌晨三时半施工结束。25日13
时30分安排王建安等四人去拆模（在此段时间中，隔巷有一
掘进班组早班五时左右进行爆破一次）在拆模过程中，砼支
护拱顶突然坍塌，造成作业人员王建安、王金墩、王文彬、
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我矿山部及监理单位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内赶
到现场，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将受伤人员全部送往德化县医
院进行救治。

3、加强现场日常巡检工作，发现问题、安全隐患及时排查消
除，重视安全生产，纠正麻痹大意的思想，促进安全工作的
发展。

福建海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安石坑矿区矿山工程部



20xx年12月26日

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篇二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工程部位以及相应的参建单
位名称；

（三）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
步估计；

（四）事故发生原因初步分析；

（五）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六）事故报告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建设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会同相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
首先应听取建设、勘察，设计、监理单位的汇报和分析。由
于各参建单位的相互制约作用，可以更加有利于揭示事故真
相。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这种调查决不应
就事论事，而要从全局整体出发，逐项调查。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四，其他方面：包括气象异常和其他外部干扰情况。

在全面了解情况之后，才能发现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分
析出事故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以
及事故隐患和管理漏洞。对事故性质（责任事故或非责任事
故）应做出判定；对事故工程应做出报废，返工，修理，补
强等处理意见，同时分清各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发
现有刑事犯罪，应立即移送司法机关。调查报告出台前还应
当由建设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讨论，如有
不同意见，应当加以说明。这样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才能有根
有据，有理合法。



事故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一、背景信息，包括：事故单位的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时
间与地点、涉及到的人员及其他情况、职工伤亡事故登记表、
操作人员及证人、事故应急救援情况；二、事故描述，包括：
事故发生的顺序，破坏的程度、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的类型、事故的性质、承载物或能量；三、事故原因，
包括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四、事故教训和预防同类事故重
复发生的建议，包括立即采取的措施以及长期的行动规划；
五、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六、事故调查组的成员名单；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篇三

20-年-月-日中午12：00时，-项目部民工宿舍(二区)，发生
火灾事故，造成两幢二层的活动板房全部被烧毁，所有工人
安全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将火灾事故具体情况向公
司呈报如下：

20-年-月=日中午12：00时左右在二区民工宿舍第二幢板房二
楼走廊的工人(37座外架班)发现对面203房电线冒浓烟，班长
马上跑下楼拉电闸，同时打电话通知项目部。此时203、202
房电线已喷出火球，板房上部迅速燃烧起来。项目管理人员
及保安员接到呼叫后，马上奔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拔119求
救。由于水源不足，加上风力较大，没多久第二幢板房也烧
起来了。几分钟后消防队赶到，并立即投入抢救，经过半个
多小时的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

在此次火灾事故中，由于管理人员及时赶到，并迅速撤离所
有人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注：只有一人从二楼窗口跳下，
腿部骨折，伤势不是很严重)。事故中有两幢活动板房(一
幢3k*9k、一幢3k*15k)被烧掉，还有部分工人的衣物、工具
及生活用品;部分工人的手机、身份证、银行卡、摩托车(一
辆)等也被烧掉，约计经济损失三十多万。



初步确定为用电量过大电线起火，而导致火灾的发生。

1、受灾工人均已转移到项目部内的生活区安置，住宿、吃饭
等生活问题已解决。并且已按公司规定每人暂时发放500元生
活费，给工人购买衣物及生活用品，最终处理方案正在商议
中。

2、火灾现场屋架已用机械拆除，并且安排了人员进行清理，
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3、事故发生后项目部已及时向甲方、监理，以及我公司电话
报告了事故发生的大体情况。在抢救过程中甲方、监理都到
现场参与指挥，事后我公司领导也到现场了解情况，并主持
召开现场会，商议了人员安置及赔偿问题。

1、增强安全管理是保证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

2、由于第二生活区离饭堂较远，工人吃饭不方便，以至在宿
舍煮饭人员较多，用电量过大，导致电线起火发生火灾。

3、安全管理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情况以预防隐患，防止事
故发生。

4、临电安装不规范，保险丝没有发挥作用。

5、消防安全不到位，现场没有消防用水，只有生活用水。火
灾刚发生时火势不大，如有消防水可以扑灭，损失不大。

6、吸取事故教训，项目部对生活区进行了大检查，对不合格、
不规范的进行大整改。明确生活区的专职管理人员，落实宿
舍的各项管理制度，每周、每月对宿舍进行定期检查，保证
管理出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区。



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篇四

自从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建筑中广泛应用以来，国内外发生了
大量的质量事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案例1xx公司综合楼底部为框架结构，层高5.4m，2x5层为砖
混结构，为2单元多层宿舍，层高3.0m，综合楼投入使用后，
两层墙体及框架梁出现裂缝。

case2xx彩虹桥为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提篮拱桥，长140米，主
拱净跨120米，总宽6米，净宽5.5米。在桥梁未向有关部门申
请立项的情况下，施工时将原设计沉井基础改为扩大基础，
基础埋在基石内。主拱钢管由xx通用机械厂劳务部加工成8米
长的标准节段，整个拱钢管在标准节段无任何质量保证数据
和验收的情况下进行焊接、组装和合拢。钢管拱成型后，分
段灌注混凝土。一天，30多人在彩虹桥上行走，另有22名武
警战士在训练。当他们从西向东行进到桥的三分之二左右时，
整座桥突然坍塌，桥上的所有人和武警战士都掉进了河里。

案例3xx重型机械厂，计量办公室四楼会议室楼顶突然坍塌，
造成42人死亡，46人重伤，133人轻伤，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300万元。工厂将原计量办公楼的三层连接起来，扩建为四
层。会议室位于连接层东侧，长21.85米，宽14.9米，面
积325.6平方米。整栋建筑为混合结构，现浇圈梁，轻型屋架，
钢筋混凝土空心预制板屋面，室内水泥地面。

case4xx省，某站建了三座轻型桥梁，每座8孔。轻轨桥横跨
铁路，火车等车辆可以停在桥下。桥面梁为v形折板，是主要
承重构件。v型折叠板的.顶棚不仅起到侧向支撑的作用，还起
到传递上部荷载的作用。折叠板和盖板由配筋连接，架设组
装后通过浇筑混凝土连接成一体。一天，当一列火车从邓巧
下经过时，最东端洞口的邓巧折叠板梁突然从一端坍塌，砸
坏了第二根柱子，导致第二根梁坍塌。幸运的是，一辆卡车



车厢停在这个洞里，大梁撞到车厢后被堵住了，只造成了第
三根立柱倾斜，没有造成更多的连续倒塌。

事故案例分析表明，建筑物倒塌事故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
为几类:

1.1设计原因(如案例1)

(1)测量误差。工程地质勘察中的误差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或找
出不良地层的特征，导致基础设计中采用不正确的方案。导
致结构失稳，上部结构开裂，甚至倒塌。

(2)设计计算方案错误。由于任务紧急、时间紧迫、计算和绘
图错误而未仔细校对；负荷被遗漏或低估；涉及的问题比较
复杂，简化不当。有的甚至认为原设计有安全储备，任意缩
小截面、减少钢筋或降低材料强度等级；设计可靠性低等。
基础置于两层或两层以上持力层承载力相差较大的土层上，
未进行适当处理；如房屋长度过长，伸缩缝未按要求设置等。

1.2施工原因(如案例2)

(1)钢筋混凝土材料质量低劣。工程材料质量差，进场前未按
要求检验，造成不合格材料人为流淌，如不合格钢筋、水泥、
石子、混凝土、砂浆配合比不当等。

(2)违反设计和规范。不按图纸施工，不按特殊结构要求制定
专项施工方案。未按要求设置临时设施或维护设施的。违反
相关设计或质量验收规范。

(3)管理混乱。现场管理和施工组织混乱，违章作业，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许多现场管理人员质量意识薄弱，没有
注意到事故迹象，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悲剧发生。

1.3使用和改造不当的原因(如案例3)



(1)在使用中随意增加负荷。如果原设计是静态厂房，后期安
装动力机械，设备振动过大导致房屋变形过大；民房改为办
公楼，安装原设计未考虑的大型设备，造成楼板因荷载过大
而断裂；民用住宅阳台堆积过多杂物(如煤饼)导致阳台开裂
甚至倾覆。

(2)添加层数不当。最近由于经济发展，旧房加层比较普遍，
甚至成立了加楼加固委员会，业务蒸蒸日上。但是有些单位
加固自己的房子，不仔细检查，盲目增加新楼层，导致全国
许多省市发生事故。

(3)维护改造不当。有的用户为了扩大使用面积，获得较大的
空间，在结构上任意开洞，任意拆柱拆墙，导致承重体系破
坏，发生事故。有的房子本来是轻型屋顶，但是用户为了保
温隔热，加了保温防水层，导致屋架变形过大，房屋倒塌破
坏严重。

(4)改变使用功能。违反设计功能，增加使用荷载，超过原设
计承载力，或在使用过程中未注意工作环境的变化和考虑附
加荷载，最终导致损坏。

1.4预应力缺陷事故(如案例4)

(1)预应力钢筋不合格。钢筋表面生锈，钢筋表面出现黄色浮
锈，久而久之变红变褐，甚至因为出厂检验疏忽造成钢筋强
度不足，导致整批材料报废；钢筋冷弯性能差，钢筋含碳量
过高，或其他化学成分含量不合适，或钢筋轧制有缺陷；冷
拉钢筋延伸率不合格，钢筋原材料含碳量过高；下料长度不
允许，钢筋磨损时发生交叉，钢筋镦粗不合格。

(2)锚具不合格。预应力筋滑移主要发生在钢筋或钢绞线用夹
式锚具锚固时，锚固后预应力筋从夹片上滑脱，使锚具失去
锚固能力；螺钉与锚环的接头尺寸过小，螺钉与锚环的接头
部分过短。当拉伸到一定吨位时，螺杆与锚环突然脱开，锚



环撞击扩大孔与总通道的交接处，在此处断裂或千斤顶随螺
杆下落；还有断裂的螺钉端杆、变形的螺钉端杆和破裂的锚
环。

(3)张拉过程中的事故。拉应力失控，钢筋伸长值不符合规定，
拉应力导致水泥混凝土构件开裂或损坏；混凝土强度不足；
受拉端局部混凝土不密实；钢筋(丝)拉伸时打滑；钢丝表面
污染；混凝土不密实，强度低；预紧方式过早放片，放片过
程不当。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其事故也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通过事故案例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除设计、施
工失误、使用不当等原因外，建筑结构体系不合理是导致建
筑工程倒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析结果可以为工程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有助于工
程界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事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便在实际
工程中更有效地监督管理，减少事故发生。

工程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篇五

自从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建筑中广泛使用至今,国内外发生过大
量的质量事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

案例1xx公司综合楼底层为框架结构,层高为5.4m,2-5层为砖
混结构,用作2个单元的多层宿舍,层高均为3.0m。在综合楼投
入使用后,陆续发现墙体及2层楼盖框架梁出现裂缝。

案例2xx彩虹桥为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提篮拱桥,桥长140米,主
拱净跨120米,桥面总宽6米,净宽5.5米。该桥在未向有关部门
申请立项的情况下,施工中将原设计沉井基础改为扩大基础,
基础均嵌入基石中。主拱钢管由xx通用机械厂劳动服务部加
工成8米长的标准节段,全拱钢管在标准节段没有任何质量保
证资料且未经验收的情况下焊接拼装合拢。钢管拱成型后管



内分段用混凝土填注。某日30余名群众正行走于彩虹桥上,另
有22名武警战士进行训练,由西向东列队跑步至桥上约三分之
二处时,整座大桥突然垮塌,桥上群众和武警战士全部坠人河
中。

案例3xx重型机器厂计量处四楼会议室屋盖突然塌落,造成42
人死亡、46人重伤,133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该厂
在原建的计量办公楼三层楼上接层,扩建成四层。会议室位于
接层部分的东侧,长21.85米,宽14.9米,面积为325.6平方米,
整体建筑为混合结构,现浇圈梁,轻型屋架,钢筋混凝土空心预
制板屋面,室内水泥地面。

案例4xx省某车站已建成三座灯桥,每座灯桥8个孔,灯桥跨越
铁路,桥下可停火车和其他车辆。桥面横梁为v型折板,是主要
承重构件。v型折板上铺板仅起横向支撑作用,也起传递上部荷
载的作用。折板与盖板以分布筋连接,架设拼装后灌注混凝土
而连成整体。某日有一辆列车从灯桥下通过时,最东端的一孔
灯桥折板横梁突然从一端塌落,并砸断了第二根立柱,从而连
带第二孔横梁塌落,幸好该孔有一货车车厢停放,大梁砸到车
厢上后就阻住了,仅引起第三柱的倾斜而未引起更多的连续倒
塌。

事故案例分析说明,建筑倒塌事故原因基本可归纳一下几类:

1.1设计原因(如案例1)

(1)勘查失误。工程地质勘察失误,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或未查
明不良地层特征,致使地基基础设计时采用不正确方案。导致
结构失稳、上部结构开裂甚至倒塌。

(2)设计计算方案失误。因任务急、时间紧、计算和绘图错误
而未认真校对;荷载漏算或少算;所涉及问题比较复杂,而作了
不妥当的简化;有的甚至认为原有设计有安全储备而任意减小
断面,少配钢筋或降低材料强度等级;设计时所取可靠度偏低



等等。基础置于持力层的承载力相差很大的两种或多种土层
上而未妥善处理;如房屋长度过长而未按规定设置伸缩缝等方
案不妥的情况。

1.2施工原因(如案例2)

(1)钢筋混凝土材料质量低劣。工程材料质量低劣,进场前未
按要求检验,致使不合格材料流人工地,如钢筋、水泥、石子
质量不合格,混凝土和砂浆配合比不当等。

(2)违反设计与规范。不按图纸施工,对特殊构造未按要求制
订专项施工方案。临时设施或维护设施等不按要求搭设。违
反相关设计或质量验收规范。

(3)管理混乱。现场管理与施工组织混乱,违章作业,质量安全
监督检查不到位。许多现场管理人员质量意识淡薄,对已出现
的事故征兆未加以重视,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导致惨剧
发生。

1.3使用、改建不当的原因(如案例3)

(1)使用中任意加大荷载。如原设计为静力车间,后安装动力
机械,设备振动过大引起房屋过大变形;民用住宅改为办公用
房,安装了原设计未考虑的大型设备,荷载过大引起楼板断裂;
民用住宅阳台堆放过重过多杂物(如煤饼)引起阳台开裂甚至
倒翻等等。

(2)加层不当。近来,因经济发展,旧房加层较为普遍,甚至已
成立了房屋增层加固委员会,业务兴旺。但有些单位自行加固,
未对原有房屋进行认真验算,就盲目往上加层,由此造成的事
故在全国许多省市都发生过。

(3)维修改造不当。有的使用单位任意在结构上开洞,为了扩
大使用面积和得到大空间而任意拆除柱、墙,导致承重体系破



坏,引发事故。有些房屋本为轻型屋面,但使用者为了保温、
隔热,新增保温、防水层,结果使屋架变形过大,严重者造成屋
塌房毁。

(4)改变使用功能。违反设计使用功能,增大使用荷载,超出原
有设计承载力,或在使用过程中对工作环境的变化未加以注意,
没有考虑附加荷载,最终导致破坏。

1.4预应力缺陷事故(如案例4)

(1)预应力筋不合格。钢筋表面锈蚀,钢筋表面出现黄色浮锈,
严重的转为红色,日久变成褐色,甚至因为钢筋出厂时检验疏
忽造成钢筋强度不足,以致整批材料报废;钢筋冷弯性能不良,
钢筋含碳量过高,或其他化学成分含量不合适,或钢筋轧制有
缺陷;冷拉钢筋伸长率不合格,钢筋原材料含碳量过高;下料长
度不准、穿筋时发生交叉、钢筋镦头不合格等。

(2)锚具不合格。预应力筋滑脱,主要发生于以夹片式锚具锚
固钢筋或钢绞线的场合,预应力筋锚固后从夹片中滑脱,使锚
具丧失锚固能力;螺杆与锚环结合尺寸过小,螺杆与锚环结合
部分过短,当张拉到一定吨位时,螺杆与锚环突然脱开,锚环打
至扩大孔与一般孔道交接处,该处被打碎,或千斤顶随螺杆掉
落;还有螺丝端杆断裂、螺丝端杆变形、锚环开裂。

(3)张拉过程事故。张拉应力失控,钢筋伸长值不符合规定,张
拉应力导致泥凝土构件开裂或破坏;混凝土强度不足;张拉端
局部混凝土不密实;放张时钢筋(丝)滑移;钢丝表面污染;混凝
土不密实,强度低;先张法放张时间过早,放张工艺不当。

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广泛应用的同时,其事故也引起了普遍关注。
通过事故案例分析,获得以下基本结论:现有建筑倒塌事故原
因,除设计、施工错误、使用不当等原因外,建筑结构体系不
合理是导致建筑工程跨塌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分析结果可为工程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有助于工程
界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事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在实际工程
中可以更加有效地监督管理,以减少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