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工程施工条件相对艰苦，千变万化，施工现 

场点多线长和施工对象，施工手段、作业人员、人员 

构成等的复杂、多变，安全生产不易控制。这些都给 

安全生产带来了极大威胁，进而使公路工程施工行业 

成为了因工伤亡事故的高发行业。而且，公路工程施 

工中的因工伤亡事故原因和类别复杂多样，又使相应 

的预防工作，显得无的放矢。

为此，我们将从实际出发，以公路工程施工过程和 

事故类别为主线，对一些多发、易发的因工伤亡事故   

加以总结归纳。并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给大   

家。旨在通过对惨痛事故及其后果的简单、直观描述， 

唤起大家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反思所在单位和   

本人在安全生产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并加   

以改正。进而也使安全预防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一 、拆除坍塌事故

1994 年 3 月，某公路工程处第三项目经理部在某 

立交桥施工期间，对立交桥作业区域内原有的优美眼 

镜厂厂房拆除工程施工中，发生过一起因被拆除的建 

筑物坍塌，导致 2 人死亡的事故。

1.事故经过

建 设 单 位 委 托 第 三 项 目 经 理 部 进 行 眼 镜 厂

3000m2 厂房拆除工程的施工，条件是：4 月底前拆完，



项目向建设单位上交 4 万元，拆除下来的钢筋归项目。 

项目经理 K 在工期紧（由最初合同工期 24 个月，压   

减到最终的 10 个月工期），项目自身无能力进行此项   

拆除工程，一时，又找不到具有拆除工程施工资质的   

队伍 ，民工队负责人 L 多次要求承包此项拆除工程的   

情况下，最终将此项工程分包给了 L 民工队。条件是   

以拆除下来的钢筋作为支付 L 的拆除施工的工程款，  

并天 3 月 27 日签订了合同书（没有眼镜厂厂房图纸及   

技术资料）。

眼镜厂厂房是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民工队为了 

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多的收益（旧钢筋），不支搭拆 

除工程施工脚手架 ，而是站在被拆除厂房的楼板上， 

用铁锤进行作业。4 月 22 日 ，厂房只剩最后一间约  

16m2 的休息室时，民工 L 、H 和 C 站在休息室天花板 

（即二楼地板，二楼已被拆除）上，继续用铁锤击暴 

露出来的钢筋，致使天花板呈 V 字形折弯，继而拉倒 

两侧墙壁，C 及时跳下逃生，L 和 H 被迅速缩口的天 

花板 V 字形折弯包夹。L 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H 在 

经医院抢救 1h 后死亡。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作业人员未支搭拆除工程脚手架，

站在被拆除建筑物上进行拆除作业，违反了拆除工程



施工操作规程，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资质管理存在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从建设单位

到施工项目到民工作业队都视国家关于拆除工程的资

质要求于不顾，任意委托或分包；

2。在没有眼镜厂厂房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该 

项目负责人就允许开工，未对拆除工程进行专门的书 

面的安全技术交底，未以书面形式明确拆除方案；

3。该工程处及其第三项目经理部的安全教育、安全 

检查制度不落实，对主体工程以外的部位和民工作业 

队的安全管理中，存留死角，连续 20 多天的典型严重 

违章作业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制止。

二、压路机倾翻事故

案例一 ：1993 年 9 月 6 日，某项目经理部在进行

路基填方作业收工时，发生过一起压路机倾翻事故。

导致 1 人死亡。

1.事故经过

8 月 22 日，该项目开始对 K174+200 处深沟（沟 

深 45m ，需填土方 5 万方）进行路基填方（施工地段 

距经理部的距离较远）。当日，项目主要负责人对现场 

负责人兼压路机驾驶员 Y 作了施工任务和施工方法 

的安排和布置（没有成文的全面的压路机的安全操作



规程；）。深沟填方采用机械施工，用推土机开一条便   

道（180m ，27o ）连接沟底和地面，由一台 D85 推土   

机用钢丝绳拖一台 40 装载机、一台凸轮压路经便道下   

到沟底。而后的施工方法是由推土机从沟顶向沟下推   

土 ，压路机、装载机在沟下作业。项目领导曾口头交   

待机械送下去以后，不准再开上来，加油加水、机械   

故障维修都在沟底进行。机械将随着大沟的填方移动， 

直到填平到位，自然升至地面（期间，人员步行上下   

班）。

9 月 6 日下午 18 ：30 现场收工，与 Y 配合作业 

的装载机驾驶员 W 向 Y 请示交待完工作后步行回驻 

地之后，Y 却私自驾驶凸轮压路机回驻地（以前曾开 

回去过，且经常工人有搭乘公路施工机械的现象，领 

导做了口头批评）。当爬到距沟底 40 多米（即将到地 

面时），压路机失去动力（液压驱动马达供油管路破 

裂），开始下滑，当下滑至距沟底 28m 拐弯处发生侧 

翻，Y 被变形的驾驶室与转向盘卡往胸部，当现场步 

行回驻地的同事发现时，只见 Y 的脸已被憋得红紫肿 

胀。因无立即拯救其出来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Y 死去，期间大约经历了 5min 。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压路机检修保养不及时，技术性能不符合标准；

2。压路机驾驶员违反操作规程驾驶压路机爬陡坡 

（27o ，一般应不超过 8o~9o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压 

路机负荷过大，液压驱动马达供油管路破裂，导致压 

路机失去动力，下滑。

（2）间接原因：

没有成文的全面的压路机的安全操作规程；

2。现场的安全预防措施只是口头的，没有形面制度 

化文件。在此次事故前曾有过将机械设备从沟底开到 

地面的事件，领导只是做了口头批评，并没有处理和 

通报，更没有进一步采取监控措施，加以限制，说明 

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落实；

3。使用推土机从地面向深沟直接推土方法施工本身   

即为严重违章。沟槽填土，应在距离沟槽边缘 2-3m  

处设有机械作业限位器，由推土机将土推至限位器后， 

再在可靠的安全保护措施下，由人工进行填土作业。

另外，现场离驻地较远，没有为作业人员准备必要 

的交通工具，给作业人员带来的不方便，经常出现违 

章搭乘公路施工机械的现象。

案例二：2000 年 4 月 25 日，某项目经理部进行路

基碾压施工中，发生过一起压路机倾翻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1.事故经过

某项目经理部制定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实行施工 

任务内部定额承包制后（注重了生产），各工区都注意 

了机械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因此，修理班的工作任 

务变得越来越少了。使修理班变得人多任务少，收入 

自然低。

2000 年 4 月中旬，项目经理部领导决定对原修理  

班职工 B 提出调换岗位，派其去路基机械作业队驾驶  

压路机。4 月 25 日中午 11 ：00 左右（B 无证从事压  

路机驾驶 10 天之后），B 碾压完一段路基后准备转移  

工作面。因为在建路基没有贯通，所以，只能通过施  

工便道进行转移。又因为由路基到施工便道（高差 3m） 

之间坡道（坡度大，宽度窄）（亦属于施工便道）方向  

与欲望前往的方向相反，所以，B 只能驾驶压路机倒  

下坡道，以使压路机能够向预定方向前进。、当 B 倒  

至坡道一半时，由于转向盘打错方向，导致压路机翻  

倾，驾驶室着地（碾压轮向上）后变形，将 B 当场挤  

压致死。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压路机驾驶者无压路机准操证，未接受过压路作业 
理论和实操培训，操作技术水平低；



2。项目经理部领导违章指派无特种作业准操证人员从

事驾驶压路机这一特种作业；

3。施工现场便道（包括坡道）不能满足压路机正常运 
行，坡度过大，宽度过窄。

（2）间接原因：

项目经理部领导安全法律、法规意识淡漠，只顾生 
产，不考虑安全；

2。项目经理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流于形式，不能有效 
发挥作用。

三、平地机刮人事故

1996 年 9 月 30 日某项目经理部在进行距基施

工中，发生过一起平地机倒车刮人事故，导致 1 人死

亡。

1.事故经过

9 月 30 日上午 8 ：30 ，该项目 LH 路 0+500m 处 

施工中，平地机驾驶员 L 和 J 二人轮流驾驶一台平地 

机进行作业，上班后先由 J 驾驶，约 8 ：00 ，L 替换  J 

上机驾驶，L 上机后在长 70-80m 、宽 30m 的作业面 

挂了两刀后，见加油车到工地为现场机械设备加油， 

停在平地机左前方约 4-5m 处，就想去加油。但因平 

地机油箱在机身右侧，需倒车调整方向，将平地机开



向加油车的左侧。L 在倒车时，只看了一下平地机两   

侧的倒车镜，未仔细了望车后情况，记挂档倒车，在   

车倒了 7-8m 时，L 感觉平地机有轻微震动，即停车。 

这时，他同时听到了喊声，看见项目经理 K 正摆手示   

意他向前提车。L 立即挂档向前行驶 1m 左右，下车   

后发现正在测量中线的本项目经理部实习生 W 被撞   

倒刮伤。项目经理部立即将实习生 W 送往医院抢救， 

经诊断为右腿股骨骨折，盆骨开放性骨折以及内出血。 

经过折 48h 的全力抢救，仍然无效，实习生 W 于 10  

月 2 日上午 8 ：50 死亡。

2.事故原因分析

平地机驾驶员 L 严重违反平地机倒车的有关安 

全操作规程，倒车时观察不周，暸望不细，盲目倒车 

速度快；实习生 W 身体状况不佳，对周围发生的情况 

反应较迟缓。

（2）间接原因：

施工现场组织不严密，上班前未进行必要的安全技   
术交底，对交叉作业人员未提出严格要求；当时，项   
目经理部领导指派两名平地机驾驶员轮流的目的就是：

1 人驾驶，1 人现场协调、指挥。但这些未被明确指出， 
更没有书面文字的具体规定。

2。现场测量人员亦未按照交叉作业的有关安全规定，



插设明显的安全标志；

3。项目经理部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缺陷，安全规章制度、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笼统，没有认真结合工程施工的实

际情况；

4。事故发生的时间，恰逢“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之际， 

一些管理人员已经开始放假休息，继续工作的人员心 

理状况比较浮躁。项目经理部未针对节假日安全生产 

工作，作及时的安排和布置。

四、路拌机绞人事故

1999 年 9 月，某机械租凭公司在承担某公路工程 

施工项目的二灰土路拌任务时（两单位签订了经济合 

同），发生过一起将现场人员卷入转子的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1.事故经过

1999 年 9 月 3 日下午 14 ：00 左右，机械租凭 

公司路拌机驾驶员 S（单独执行任务，已经连续工作  

10h）正在二灰土试验段上工作，当 S 拌完一段，准 

备从东向西拌下一段时，天气骤变，大风刮起，大雨 

即将来临。因此，现场立即出现了一些农民工(属于项 

目部) 。他们手中拿着苫布，急忙向路基上盖（在施路 

基施工防雨的一项措施）。就在 S 驾驶路拌机行走时



（转子被提起，但仍在旋转），大风将一块苫布的角刮 

了起来，正好被卷入路拌机的转子，瞬间，站在苫布 

上的农民工随着苫布一起被转子卷入，当场死亡。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路拌机驾驶员 S 违反操作规程，在机械转移工 

作面时，未停止转子的转动；按照正确的操作规程， 

路拌机在转移工作面时，应停止转子旋转，进入工作 

面后，再将转子的转速调至高速，并随着机械向前行 

走，将转子缓慢地切入地下；

同时，在天气变化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采取停机等有 

效有措施。

2。交叉作业，现场没有统一指挥人员，遇到天气骤变， 
突起大风，促成了事故的发生。

（2）间接原因：

项目经理部人员和机械租凭公司人员同时在现场作 

业，各自单独行动，缺乏在现场统一的安全生产管理 

和协调；

2。项目经理部与机械租凭公司之间签订的经济合同中， 

没有包含双方安全生产责任、权力和义务的条款，双   

方更没有针对施工现场环境等因素履行安全技术交底   

和接受安全底的职责；



3。从实际情况看，路拌机驾驶员 S 属于机械租凭公司 

派往项目单独执行任务的人员，但作为一般从业人员 

与项目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如：S 在事故 

发生前，已连续工作 10 个小时，感觉非常疲劳，却不 

知该对谁汇报，同时，为了自己的工作及其报酬，他 

必须保证租凭公司的承诺得到兑现，所以只能疲劳作 

业；

4。长期单独执行任务的路拌机驾驶员 S ，没有接受到必 
要的安全教育，致使其安全意识不强。

五、施工现场车辆伤害事故

案例一：1999 年 10 月 25 日，某项目经理部在 NL

路 B 匝道填山皮土路面施工现场,发生过一起车辆伤

害事故，导致一人死亡。

1 ．  事故经过

1999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 ：30 左右，B 匝道 

填山皮土路面施工现场的收料员 W（系该项目上级 

单位扶贫对象地区的派来的学习，解困人员）正在验 

收当地个体运输车队运来的山皮土，由于 W 工作不熟 

练，加之运输车辆一辆接一辆，所以当他刚验收完一 

车土之后，一边记录一边指挥下一辆车将土拉到指定 

地点时，刚卸完土的那辆 5 吨东风自卸车驾驶员Z 在



现场空旷、视野良好情况下，未作观察，就急速倒车 ，

致使撞到 W ，东风车左后轮从 W 的下腹部压过造成

重伤，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①东风自卸车驾驶员 Z ，不观察车后情况，就急 
速倒车，属于违章作业；

①收料员 W 缺乏材料和现场指挥经验，所站位置 
不当。（应离开车辆运行区域）

(2)间接原因：

①该项目经理部在组织施工生产过程中，图省事， 

片面考虑生产任务及其成本，忽略安全生产。特别是   

明知承包山皮土运输任务的个体运输车辆安全技术性   

能差，驾驶员安全素质低，野蛮装卸、超载运输现象   

时有发生，却没有采取相应有效的安全措施，属于典   

型的以包代管。一没有对个体运输驾驶员进行安全教   

育；二没有对个体运输车辆状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三   

没有加强对现场的督导和指挥（而是让一名同样没有   

接受过“三级安全教育”的临时人员单独负责现场收料   

验料）；

①现场收料验料人员少，而且工作时间短（没有 
接受过“三级安全教育”），缺乏大型施工现场工作的经



验和必要的素质，对现场情况的变化，反应迟缓。

案例二：1996 年 7 月 15  日，某项目经理部在 B

高速路施工便道上发生过一起车辆伤害事故，导致 1

人死亡。

1.事故经过

1996 年 7 月 15  日晚 20 ：40 左右，项目经理部普   

工 Q（有智力缺陷）干完手中的活（工地加班、赶工   

期），准备回驻地休息。凑巧一辆装载机从他身边经过。 

他便招手示意，开装载机的 L 见是 Q（Q ，L 均已经   

连续工作 14 小时），知道他准备搭乘，就停下来打招   

呼。Q 什么也没说，习惯性地登上了装载机的踏板。  

当他们即将到达项目经理部驻地门口（约距 100m）   

时，施工便道边上又有人（项目经理部主管生产的副   

经理 G）招手，装载机再次停了下来。G 对 L 说：工   

地上需要装载机，请 L 立即返回工地。于是，L 便对    

Q 说：不远了，你就在这里下吧。Q 低着头，不情愿   

地走下了装载机。这时， L 一边向 G 问话，一边倒装   

载机准备掉头回工地。可当他倒出近 2m 时，突然感   

觉撞倒了什么。L 立即停住装载机，并跳下车看发生   

了什么事情。天很黑，借着远处的灯光， L 发现 Q 已   

躺在了装载机的后面。赶快将其送往医院，Q 胯骨开   

放性骨折，出血过多，经紧急抢救无效死亡。



2.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

装载机驾驶员 L 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在与人谈话，

精力不集中且视线不清的情况下，盲目倒车，导致事 

故发生。

(2)间接原因：

①装协机驾驶员L 和普工 Q 连续加班，当天已连

续工作 14 个小时，过度疲劳，精力涣散，反应迟钝，

导致误操作；

公路工程的不科学、不合理工期给施工生产安全    

带来了很大影响。但是，作为施工单位更要从自身查    

找原因，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安全防护设    

施的投入上，更要体现在合理、均衡地安排施工生产    

任务，投入必要的机械设备等措施手段上。归根结底，  

生产经营单位谋取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合法经营， 

安全生产。同时，为从业人员创造符合国家标准的生    

产作业条件，使从业人员休息的权利得到保证；

①项目一味赶工期，忽视安全监控，装载机违章 

搭乘其他人员现象严重，当项目经理部主管生产和安 

全的副经理亲眼看到严重违章时，也没有进行阻止和 

批评教育（如果当时，项目副经理 G 利用 1min 对 L 

和 Q 的违章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令装载机驾驶员L 在



停止状态接受任务，这起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越是赶工期，越要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控和管理， 

越要严格遵照各项规章制度、工作程序、规程标准，  

进行施工作业，以避免越赶越急，越急越乱，越乱越   

错，越错越慢；

①Q 本人智力存在一定缺陷（项目经理部人员都 
知道），对周围情况观察反应的速度慢；

①施工便道夜间没有照明设施，属于施工现场的 
严重隐患。



九、触电事故

案例一 ：电源插头带电，导致的触电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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