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生产安全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案例解读



类别二：临时工程

          

          包括三个管理环节：

         管理环节3：营地及施工设施建设

         管理环节4：临时设施

         管理环节5：围堰工程



管理环节3：营地及施工设施建设（SJ-J003）
    施工工厂区、施工（建设）管理及生活区、危险化学品仓库布置在洪水、雪崩、滑坡、泥石流、塌

方及危石等危险区域。

2023年，四川金阳“8·21”山洪灾害，钢筋加工场汛期
违规住人，施工人员驻地被冲毁，造成6人死亡、46人失
联，127人被追责问责。

2016年5月8日，因连续强降雨，福建泰宁发
生山体滑坡，造成池潭水电站施工营地被冲

垮，造成41失联。

错误案例 错误案例



管理环节4：临时设施（SJ-J004）
    4.1 宿舍、办公用房、厨房操作间、易燃易爆危险品库等消防重点部位安全距离不符合要求且未

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4.2 宿舍、办公用房、厨房操作间、易燃易爆危险品库等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未达到 A 级；

    4.3 宿舍、办公用房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未达到 A 级。



4.1 宿舍、办公用房、厨房操作间、易燃易爆危险品库等消防重点部位安全距离不符合要求且未采取有

效防护措施。

错误案例

某在建工程工地现场，员工宿舍与存放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仓库布置在同一建筑内。



4.1 宿舍、办公用房、厨房操作间、易燃易爆危险品库等消防重点部位安全距离不符合要求且未采取有

效防护措施。

    2022年7月，哈尔滨一民房内氧气瓶发生爆

炸，导致2人死亡，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89

万元。

    事故其中一个原因：氧气、乙炔等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直接存在在民房内，无有效防护措施。

错误案例



4.2 宿舍、办公用房、厨房操作间、易燃易爆危险品库等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未达到 A 级；

4.3 宿舍、办公用房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未达到 A 级。

错误案例

某在建工程办公用房，使用可燃易燃的泡沫板材搭建（×）。



2022年，长沙电信大楼“9・16”火灾事故

（一）火灾事故直接原因

    未熄灭的烟头引燃电信楼室外平台的瓦楞纸、朽木、碎
木、竹夹板等可燃物，进而引燃建筑外墙装饰铝塑板造成火
灾。

（二）火灾蔓延扩大的原因

1.外墙施工辅料易燃可燃。外墙装饰材料为铝塑板，黑色夹
心属于易燃材料，此外还使用了黑色胶条、白色泡沫等易燃
可燃材料辅助施工。

2.外墙铝塑复合板幕墙竖向未进行防火隔断。

3.受建筑结构及当天风向影响。



2012年陕西引汉济渭工程“10・10”火灾事故

    2012年，陕西“引汉(江)济渭(河)”工程一工地职工宿

舍10月10日凌晨5时30分发生火灾，造成12人死亡，3人重伤。

火灾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原因是烧水器长时间使用忘记拔掉所致，起火建筑

是一幢三层彩钢板结构临时活动板房。经调查，事故主要原

因有：

（1）现场搭建的办公、住宿等临时用房耐火等级低，室内

电气线路私接乱拉，宿舍内使用电炉子、千瓦棒等大功率电

器和灯具，无任何防火安全措施；

（2）施工现场未设置消防设施、无临时消防水池，发生火

灾后，无法有效组织扑救初起火；

（3）施工单位对员工未进行过消防安全培训，施工人员防

火意识差，不掌握基本的自救逃生方法，致使许多人无法逃

生而遇难。



管理环节5：围堰工程（SJ-J005）
    5.1 围堰不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

    5.2 围堰位移及渗流量超过设计要求，且无有效管控措施。

省内某在建泵站工程，围堰施工不符合规范和设
计要求。同时，基坑内施工期间，围堰出现渗流
量异常，无有效管控措施（×）。

错误案例



省内某在建水闸工程，围堰施工与填筑

断面尺寸均不满足设计与规范要求。围

堰填筑前，无施工方案。围堰填筑过程，

未开展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等。

未按照设计填筑围堰（×）

错误案例



    2018年，云南玉溪一水库扩容工程发生围堰

垮塌事故，事故主要是由于大雨使水库中上游水

量突然增大，导致围堰临水挡水沙包被冲垮，水

流涌进隧洞，在紧急撤离过程中由于洞内还有部

分管材堵塞隧洞通道，造成5人死亡。

2018年云南玉溪水库扩容工程

“7・9”围堰垮塌事故

错误案例



    2004年，湖北恩
施大龙潭水电站上游
围堰，被清江上游来
的突发洪峰冲垮，并
通过引水隧洞，冲进
了厂房。事故最终造
成18人失踪。事故发
生全过程，前后还不
到10分钟。

2004年，湖北恩施大龙潭电站围堰发生垮塌事故

事故主要原因：
1.围堰位移及渗流量超过设计要求。
2.施工单位对施工围堰日常监测频次不符合围堰专项施工方案的规定。
3.施工单位在围堰出现位移及渗流量超过设计要求时，未及时采取加固等
有效措施。

错误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