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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7·30” 
在建出入口挡水墙倒塌致地铁进水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7 月 30 日 12 分 46 时许，因突降暴雨，位于广州市

黄埔区科学大道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在建Ⅳ号出入口

地平面挡水墙被积水冲垮倒塌，地表积水下泄到基坑后通过过道

涌入车站，造成地铁二十一号线黄村站至苏元站共 6 个站暂停营

运 7 小时，直接经济损失 91.15 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分别针对该起事故作出批示。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等

有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黄埔区政府有关同志组成的广州地铁

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7·30”在建出入口挡水墙倒塌致地铁进水一

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聘请市政工

程、建筑结构设计、给排水等方面专家协助调查组工作，对该起

事故的技术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市纪委监委成立监管责任追究审

查调查组，同步开展调查，对相关单位和公职人员涉嫌违法违纪

及失职渎职问题开展审查调查。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领导批示精神，坚持“四不放

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等多项调查项目，查明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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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分析了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

施建议。  

调查认定，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7·30”在建出入

口挡水墙倒塌致地铁进水一般事故是一起以局部强降雨为诱因

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 7 月 30 日 12 时 46 分许，因突降暴雨，广州地铁二

十一号线神舟路站在建工地因地势较低，排水不畅，积水不断升

高后，先是漫过Ⅳ号出入口挡水墙较低位置，后挡水墙被积水冲

垮，部分墙体坠落到出入口洞底，地面积水下泄到基坑形成流水，

流水越过基坑与地铁站之间的隔离墙，夹带黄泥涌入车站。 

施工项目部发现挡水墙垮塌后，立即安排两台挖机、应急物

资及人员组织Ⅳ号出入口土袋堆码封堵及基坑抽水。12 时 52 分

神舟路站站务人员发现 4#在建预留出入口处玻璃幕墙有水渗出

流到地面，立即组织查找水源，组织保洁、安检等人员搬运沙包

围堵。12 时 56 分车站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疏散乘客，关停设备，

上报地铁运营控制中心并通知相关防汛联动单位。广州地铁运营

总部立即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响应，组织上下行列车在神舟路站不

停站通过，扣停后续列车，同时组织运营、建设，报告黄埔区等

各方抢险力量携应急设备到场处置。 

二、事故调查基本情况  

（一）事发区域气象调查情况 

7 日 30 日中午，黄埔区出现暴雨，距离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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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路地铁站最近的联和街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自动气象站（直

线距离约 1.1 千米）和玉树小学自动气象站（直线距离约 1.1 千

米）分别录得最大 1 小时（12：00-13：00）雨量为 74.4 毫米、

44.9 毫米，最大 3 小时（11：00-14：00）雨量为 90.9 毫米、55

毫米。神舟路地铁站周边区域 12 时至 13 时雨强陡增、雨势急猛，

小时雨量接近短时强降水标准（1 小时降水≥20 毫米）的 4 倍、2

倍，尤其是 12 时 25 分至 13 时 35 分钟的雨量分别达 55.5、40.4

毫米，短时雨强极强。 

（二）事发项目所处地形地势情况 

本项目地面标高约 23.00m，处于科学大道和神舟路交叉的汇

流低点。事发项目处于科学大道与神舟路交叉口处。科学大道东

西走向，西高东低（西端最高点标高为 32.91m），科学大道由西

向东汇水排入乌涌。科学大道北侧安居宝科技园地面标高约

24.11m，北侧向科学大道汇流后排入附近乌涌。神舟路南北走向，

北高南低，神舟路由北向南汇水排入乌涌。 

（三）工程项目概况  

1.车站概况。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位于黄埔区科学大道与神

舟路交叉口西侧，本站为二十一号线第七个车站，2019 年 12 月

28 日开通运营，Ⅰ号、Ⅱ号出入口已开通。受交通疏解和管线迁

改影响，Ⅲ号、Ⅳ号、Ⅴ号出入口未能与车站同步开通。按照《广

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神舟路附属设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穗国土规划建证【2017】115 号）、《关于同意广州轨道交通二

十一号线神舟路站临时施工用地的复函》（穗规函【2014】2621

号）、《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广州市嘉禾望岗至街口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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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土建工程开工的复函》（穗建质函【2013】621 号）等文

件，该出入口工程符合相关要求。出入口均为明挖地下一层框架

结构，标准段宽 8.5m、长度 71m～78.56m。Ⅲ号、Ⅳ号、Ⅴ号出

入口围护结构为厚度 600mm 的地下连续墙，基坑内支撑为 1 道

混凝土支撑+1 道钢支撑与砼支撑的组合支撑。基坑开挖深度范

围为 11.2m～13.4m。 

2.Ⅳ号出入口施工进展。本次事故所涉Ⅳ号出入口平面位置

如图 1 所示。围护结构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工，事发时主

体结构底板已全部完成，侧墙及顶板分两段施工，已完成 1 段，

剩余 1 段；Ⅳ号出入口增设的挡墙、冠梁及第一道支撑已实施完

毕；Ⅳ号出入口通道与二十一号线车站主体之间的隔离墙施工完

毕。Ⅳ号出入口基坑以西地面场地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移交广州

机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图 1  神舟路站Ⅳ号出入口平面位置示意图 

 

图 2  2021 年 6 月 11 日场地移交示意图 

科学大道 

神
舟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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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发项目参建单位情况  

据查，事发项目建设单位为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①（以下简

称地铁集团）；中标施工总承包②单位为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③（以下简称隧道局公司）；实际承担施工任务单位为隧道局全资

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④（以下简称三处公司）；主体

结构劳务分包单位为绵阳市宏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⑤（以下

简称宏华公司）；监理单位为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⑥（以

下简称铁源咨询）；设计单位为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⑦（以下简称勘察设计院）。 

                                                   
① 持有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8645G，地址：广州市

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 号万胜广场 A 座，法定代表人丁建隆，注册资本：伍佰捌拾肆亿贰仟伍佰叁拾玖万陆仟柒

佰叁拾柒元，成立日期：1992 年 11 月 21 日，营业期限：1992 年 11 月 21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

业。 

 

② 2013 年 11 月建设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③ 持有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171075680N，住

所：广州市南沙区明珠湾起步区工业四路西侧自编 2 号，法定代表人于保林，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业。 

 

④ 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9209239A，住所：深圳市南

山区建工村 33 号，法定代表人：郭小华，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机械设备租赁；低压配电柜的销售；软

件研发与销售；建筑智能化设计；国内贸易。（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土地整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详见《建筑

企业资质证书》）。公路工程综合乙级（由分支机构经营，凭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证书经营）；混凝土

预制件的生产、销售；旅业（由分支机构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招待所凭相关证书经营）；建筑智能化施

工；低压配电柜的组装。 
 

⑤ 持有绵阳市涪城区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3678372705G，住所：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西段 15 号得月楼公寓 B 区 3-6 号，法定代表人：李华民，经

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 

 

⑥ 持有长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131044262765，注册地址：河北省

石家庄市长安区北环东路 17 号，法定代表人：张兴明，经营范围：铁路工程、房建工程、公路工程、市政道

桥、地铁轻轨工程的建设监理，土木工程建筑项目的技术咨询（需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⑦ 持有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300543322T，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西路 36 号，法定代表人：姜春林，经营范围：承

担国内外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评估、工程总承包；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并派遣实施上述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施

工图审查；专业承包；岩土工程、工程测绘、地质勘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治理；环保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城乡规划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系统及设备集成；项目代理、工程试验检测；

国内外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研制、销售、转让；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开

发、转让；电脑图文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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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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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地铁集团是事发项目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丁

建隆，项目负责部门为建设事业总部三/十号线工程建设管理部，

项目总监为汪朝晖，分管副总监为汤文涛，项目业主代表为赵力

萌。 

2.总承包单位。隧道局公司是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拥

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铁路铺轨

架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法定代表人于保林，总经理曹彬。 

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施工 7 标】土建工程由中铁隧

道局中标后，根据 2013 年 12 月 2 日该集团文件（隧编【2013】

55 号文件），授权中铁隧道集团三处主责施工管理，组织项目资

源进行施工，代表集团公司负责工程项目的合同履行及内部协调，

负责具体的项目施工组织策划、全过程管理、及工程建设中相关

各类资源要素配置等工作，对项目工期、安全、质量、环保实施

监督管理，确保项目管理目标的实现。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是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小华，总经理侯建辉，分管广州片区副

总经理曾建雄。 

3.项目部。项目部由三处公司抽调人员组成，项目经理郭俊

平，项目副经理李玉洪，技术负责人贾俊杰，技术员王差，安全

负责人刘哲，设备部负责人刘星波，物资部负责人蔡苏琪。 

4.主体结构劳务分包单位。宏华公司是事发项目主体结构劳

务分包单位，法定代表人李华民。项目负责人李炳贵，现场负责

人李建新。 

5.项目监理单位。铁源咨询是事发项目土建工程施工监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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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拥有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铁路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法定

代表人张兴明。事发项目总监孙华、项目总监代表高伍松、专业

监理工程师杨可尊、监理员王春宇、资料员张怡。 

6.设计单位。勘察设计院是事发项目土建设计单位，拥有工

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资质。法定代表人姜春林，事发项目设计负

责人贺维国，设计工程师姚亮。 

（五）施工区域排水布置及临时围蔽设置情况 

项目各出入口基坑冠梁顶部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有200mm厚、

高度 0.65 米四周封闭的钢筋砼防护墙，防止周边雨水倒灌进入基

坑；周边设置 400mm×300mm 排水边沟，汇入附近 Ф1200 雨水

主管中。 

 

图 3 连续围蔽预制混凝土基础（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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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围蔽按照广州市住建局《广州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围蔽

指导图集 V2.0》设置（图 3），底部设置预制混凝土基础（石马）。 

图 4   2021.6.28 工地围蔽外道路积水情况 

2021 年 6 月 28 日，因暴雨三级响应，广州科学城排水管理

有限公司巡查该项目附近发现存在积水情况（图 4）。经核查，为

该路段雨水篦在项目围蔽内被预制混凝土基础（石马）阻挡，仅

能通过石马下方凿开的两个临时排水口（处于半堵塞状态）排至

围蔽范围内的雨水篦，故现场要求整改。因后续路巡发现仍未整

改，于 7 月 27 日正式发函地铁集团《关于商请解决科学大道与

神舟路交界处雨天积水问题的函》（穗开科排中区〔2021〕27 号），

要求立即通过撤走石马或新增排水设施等措施解决该路段的积

水问题。地铁集团收到后即通知项目部落实，并于 7 月 29 日疏

通预制混凝土基础（石马）排水口。 

（六）区域排水管道不畅调查情况 

Ф800 雨水主管收集神舟路两侧雨水自北向南，汇集到雨水

井 Y12。Ф1200 雨水主管收集科学大道北侧雨水自西向东，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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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雨水井 Y12。两条管道在雨水井 Y12 汇合后通过 Ф1200 雨水

管排入乌涌。（图 5） 

 

图 5  排水管道布置图 

经调查，为防止雨天围护结构施工时偶发泥浆溢流进入雨水

管污染河道，项目部原技术员邱亚红安排项目综合班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 Y14 雨水检查井（神舟路站 III 号出入口附近）东侧

管道内违规设置了高约 1 米（管道直径为 1.2 米）的砖砌挡水墙

（图 6），再通过抽水泵将雨水检查井的泥水抽至污水井（雨水检

查井处于半盖状态）。2021 年 4 月 19 日，该项目被广州科学城排

水管理有限公司发现存在黄泥水排入河涌现象并要求整改。邱亚

红在 5 月 7 日离职时未就该事项进行工作交接。直至事发当日，

该挡水墙仍未拆除，最终导致雨水管排水不畅发生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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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部分被封堵的雨水井（Y4、Y14）平面位置示意图和砖砌封堵情况照片 

（七）Ⅳ号出入口地面倒塌临边防护墙情况 

Ⅳ号出入口基坑原在地面设置有“L”型防护墙，其中，为了

满足科学大道恢复工程施工场地移交的需求，项目部破除了Ⅳ号

出入口直线段原高于地面 0.65m 的地面钢筋混凝土防护墙，随后

未经设计变更，在敞口段基坑西侧设置了与钢筋混凝土防护墙等

高的复合临边防护墙（墙体下部为 0.3m*3.908m 的钢筋砼墙，上

部为 0.2m*1.65m 砖砌墙）(图 7)，与敞口段原防护墙形成闭环。

具体施工由项目部进行技术交底、劳务单位宏华公司具体施工。 
 

图 7  Ⅳ号出入口结构顶板上复合临边防护墙剖面和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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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舟路站站厅与Ⅳ号出入口通道位置接口处隔离墙情

况 

经调查，根据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7

日印发的《关于请各设计单位落实广州地区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期

间防水防淹措施相关要求的函》及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 2019

年 7 月 5 日签发的《关于商请协调解决在建及预留出入口防洪等

相关问题的函》“在尚未完成土建施工的出入口与站厅连接处的

防洪挡墙应为混凝土挡墙（高度不小于 1 米，厚度不小于 300mm),

消除渗漏隐患。”的要求，勘察设计院在神舟路站站厅与Ⅳ号出入

口通道位置接口处设计为 1 米高、30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墙挡

水坎，由项目部组织施工；后为分隔Ⅳ号出入口施工面与运营车

站，项目部自行设计并在钢筋混凝土墙上砖砌高约 2.9 米的沙砖

砖砌挡墙（到顶）。其中，挡水坎主要起防止施工期间渗漏水进入

站厅作用，砖砌挡墙主要起分隔施工面与运营车站作用。 

  

图 8  神舟路站站厅与Ⅳ号出入口通道位置接口处挡水坎平面图、剖面图 

（九）广州地铁集团汲取郑州地铁“7•20”事件教训情况 

经调查，郑州地铁“7•20”事件发生后，广州地铁集团根据全

市部署，开展了警示教育，并采取设计排查、设施改造、抢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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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增购、应急队伍强化、管理提升等措施，提高防范水平。一是

加高了防汛结构。对现有车站出入口、地面垂直电梯等按照“平台

+防淹挡板高度”与室外地面高差按不小于 1.05 米的要求加高，对

安全出口、风亭、冷却塔实体部分、制动电阻柜室等按高差不小

于 1.5 米的要求加高。二是开展了排洪防洪设计排查。对线网 20

个车辆段/停车场内敞口、11 个正线敞口、9 个隧道洞口、24 座

主变电所防洪能力进行再评估，根据排查情况，对防洪高度不足、

风险较大的设施采取临时加高加固措施，加强预警应对措施，并

推进加高改造工作。三是提升了应急抢险队伍力量，在原有 130

支兼职抢险队伍（共 2408 名抢险队员）的基础上，组建 1 支应

急救援总队，4 支线网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车辆、供电、工建和

机电专业应急救援队约 200 人）和 20 支防洪抢险队。同时加强

与外部救援队、相关企业的共建交流，增强抗洪抢险力量。通过

开展实战、双盲等多种形式的实操演练，提高防洪抢险能力。四

是保证了防汛设备设施、抢险装备投入，定期对区间泵房、污废

水泵和水泵控制箱开展检修保养，由环控调度远程实时监测设备

设施状态，车站人员定期巡查沙包、防洪挡板、吸水膨胀袋等防

汛设备状态。研究采购集运输、使用一体化的大型专业排水设施

和动力站等重量轻、搬运方便、安装快捷，适合地下车站隧道的

新型高效排水抢险工具。五是完善了极端天气停运机制。在气象

部门发布极端天气预警时，通过 PIDS、地铁 APP 等引导乘客“非

必要不出行”。在市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的指导下，细化地铁

线路在极端天气的停运标准，根据出现极端条件的不同程度影响，

采取出入口关闭、车站关闭、区段停运、线路停运、线网停运等

五种不同程度停运措施并明确相应启动条件。六是完善应急联动



 — 13 —  

机制。加强了与各区应急、三防、水务、镇街的防洪联勤联动，

及时获取各区防洪风险评估的全面资料及科学模型，为防洪风险

评估提供支持，并加强联合救援。与气象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及

时获取广州市各个区域的实时降雨信息，及时预判相应区域内地

铁车站防洪风险，及早研判态势，启动预案。 

三、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2 时 25 分，黄埔区气象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区三防

指挥部同时启动防暴雨三级响应。 

12 时 53 分至 13 时，广州地铁因事故发生，车站进水，陆续

启动应急预案及突发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停止相关区段的地铁运

营，开展应急处置。 

13 时，黄埔区气象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区三防指挥部

同时启动防暴雨二级响应。 

13 时 06 分至 14 时，黄埔区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接到突发事

件报告，通知黄埔区公安、水务、住建、交通运输、消防救援部

门、联和街道、广州科学城排水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多钛克排水

应急救援队、广州市黄埔区山峰应急救援队前往现场，并派员到

现场处置。 

期间，黄埔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公交车 29 辆，安全转运 6000

余人员至安全地区。 

14 时至 17 时，省、市、区有关同志在广州得尔塔影像技术

有限公司会议室设立临时指挥部，明确指挥部现场总指挥和信息

发布规则，组织中铁隧道局开展清理作业面、积水抽排和清洁处

置作业，并统一发布事故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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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时至 20 时，组织现场清理至清理完毕。 

20 时，地铁恢复运营。 

20 时至 31 日 16 时，黄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车站电梯进

行抢修作业。 

20 时至 31 日 18 时，中铁隧道局组织完成对相关出入口挡

墙的加固工作。 

（二）事故损失情况  

1.伤亡人员情况。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事故损失情况。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依据《企业职工伤亡

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1986）及《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

监总政法〔2013〕115 号）等规定，调查组共核定事故直接经济

损失约 91.15 万元。 

四、事故原因分析  

神舟路站在建出入口施工区域位于局部地势最低点，由于短

时强降雨及排水管被封堵造成地表大量积水，积水冲垮Ⅳ号出入

口防护墙后涌入基坑，冲垮基坑与站厅之间隔离墙的上部砖墙后，

流入地铁站站厅，最终导致地铁站厅被淹。具体分析主要原因如

下： 

环境因素方面： 

1.当天广州黄埔区出现强降雨极端天气，当地联和街录得全

市最大累积雨量 90.4mm 和最大小时雨量 74.4mm（12 时许至 13

时许）。 

2.神舟路站在建Ⅳ号出入口位于局部地势最低点（Ⅳ号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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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地面标高 23.00m），科学大道西向东的雨水和神舟路北向南的

雨水汇集到此地。 

3.在暴雨情况下，Ф1200 排水管在乌涌河边排水口会完全淹

没于水面以下，河涌水对排水管道的流水存在一定顶托情形。 

人为因素方面： 

1.施工区域外集聚的雨水，通过工地西端被拆除的大门、南

侧断开的石马以及漫过北端神舟路大门的防洪沙袋涌入场地。 

2.施工单位为防止施工区域泥浆水外溢污染乌涌，在 Y14 雨

水井井底管口位置违规设置了挡水墙，降低了雨水管道排水能力。 

3. 施工单位自行设置的下部钢筋混凝土、上部砖砌复合临边

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瞬间汇集的雨水骤然升高漫过

防护墙顶，砖砌部分随后倒塌，雨水进入Ⅳ号出入口通道。 

4.神舟路站站厅与Ⅳ号出入口通道位置接口处，主要用于拦

截Ⅳ号通道内基坑渗水及敞口范围降雨的挡水坎高度仅 1.0m高，

挡水坎上方加砌砖墙到顶仅作为空间隔离，在短时间大量雨水涌

入Ⅳ号出入口通道后，水头冲击和水压导致砖墙开裂渗漏并损毁，

雨水进入车站站厅。 

五、事故相关单位主要问题  

（一）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项目部） 

一是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在变更施工流程后，对原防护墙的

防淹作用认识不到位，未根据季节变化（汛期）采取相应的安全

施工措施。在拆除原防护墙后，仅对敞口段基坑西侧缺口加建临

时防护墙，未使用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未及时分析拆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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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对场内排水功能影响程度，在未清疏场内排水设施的情况下即

拆除石马，致使雨水积聚又无法排出，最终冲垮防护墙发生倒灌。 

二是现场管理不到位。在排水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违规采

取封堵排水管截留泥水。停用该排水方式后，未能及时拆除管道

挡水墙。 

三是隐患排查不到位。汛期到来后及郑州地铁淹水倒灌事件

后仍未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排水管封堵、

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的安全隐患。 

（二）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在Ⅳ号出入口建设过程中，未能有效履行监理安全责任，未

能排查发现雨水井违规封堵的隐患问题，对于施工单位在拆除原

防护墙后，对敞口段基坑西侧缺口未经设计变更加建复合材料临

时防护墙的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纠正，致使该防护墙最终无法起到

防淹作用，积水冲垮防护墙进入地铁站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1.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事故发生项目承担施工任务

单位，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根据季节变化采取相应的安

全施工措施，违规封堵排水管，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排水管封堵、

未经设计变更修筑复合临时防护墙、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

力等安全隐患，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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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二款①、《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②、《城

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21 号）第十三条第二项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④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由黄埔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九条第（一）项⑤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侯建辉，男，42 岁，广东省韶关市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主要负责人，作为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对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未有效履行

安全管理责任，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

条第（五）项⑥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⑦的规定，建议由黄

埔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

公司依照公司管理规定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

化，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

责任方承担，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

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③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1 号）第十三条 排水户不

得有下列危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行为：……（二）堵塞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向城镇排水设施内排放、倾倒垃圾、渣

土、施工泥浆、油脂、污泥等易堵塞物；……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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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郭俊平，男，44 岁，广东省深圳市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违规封堵排水管，未经设计变更修筑复合临

时防护墙、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等安全隐患，其行为违

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①的规定，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第三款②的规定，建议由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依照公司管理规定给

予行政记过处分。 

4.李玉洪，男，53 岁，广东省乐昌市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实际负责人，未及时制止违规封堵排水管

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未经设计变更修筑复合临时防护墙、

复合临时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等安全隐患，其行为违反

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

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六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建议由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对其进行

行政处罚，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依照公司管理规定给予行

政记大过处分。 

5.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委托的土建施工

监理单位，未能有效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风险

预判不足，督促施工单位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力，未

                                                   
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

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

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

事处罚的，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

起，5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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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查发现雨水井违规封堵的隐患问题，对于施工单位在拆除原

防护墙后，对施工单位在敞口段基坑西侧缺口未经设计变更，加

建复合材料的不符合设计标准、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的临时防

护墙的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纠正，其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①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

议由黄埔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九条第（一）项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1.易国良，男，48 岁，河南省信阳市人，中铁隧道局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未有效督促中铁隧道集团

三处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项目部违规封堵排水管、

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等违法违规行为失察，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依照公司管理规定给予通报

批评。 

2.曾建雄，男，50 岁，广东省深圳市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华南指挥长，广州片区直接责任人，项目安

全管理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违规封堵排水管、未经

设计变更修筑复合临时防护墙、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等

安全隐患负片区监管责任，建议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依照

公司管理规定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

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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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贾俊杰，男，28 岁，陕西省宝鸡市人，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违规设计了事发出入口临时防护墙，

该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

司依照内部管理规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4.高伍松，男，38 岁，湖北省黄石市人，石家庄铁源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驻该项目总监代表，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履行

职责不到位，未及时督促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

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依内部管理

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三）其他人员的追责情况 

根据《广州市纪委监委机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工作

办法（试行）》要求，市纪委监委针对此次事故成立了追责问责调

查组，独立开展调查，对属地监管部门和广州地铁集团的追责建

议将由其专门小组另行公布。 

（四）其他建议  

1. 本次事故在广州地铁在建史上无先例，当积水漫过挡水坎，

进入运营站厅，地铁集团与项目部分别启动应急相应，同时抽调

大量人员，及时疏散乘客，局部停运地铁列车，应急快，抢险快，

无人员伤亡，应急处置果断，值得总结和推广。建议广州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认真总结此次案例，修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在全系

统推广运用。 

2. 建议责成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向中铁隧道局集团

有限公司作出深刻书面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和

改进本单位及所属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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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将此次事故在全集团及所有

在建项目内通报，再次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各易涝点及事故隐患，杜绝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 

七、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发生在郑州地铁 5 号线“7.20”事件以后，全国正对

地铁防汛进行大排查、大整治之际，社会舆论关注度高，事故虽

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工作时刻都

不能麻痹，尤其是事故暴露出的施工单位未经设计变更擅自施工

的问题、违规封堵雨水井违规排放问题、周边排水能力规划不足

以应对强降雨等问题，也证明了相关单位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初判

和准备上仍有不足，“一线三排”仍有不到位的地方。 

（一）各参建单位没有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安

全发展”的理念。参建各单位没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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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意识不足，隐患

排查流于形式，安全管理不到位、不按设计图纸施工、违规违法

行为多发，“一线三排”机制不落实。 

（二）各参建单位防汛意识不强。在汛期来临后，没有及时

转变施工观念，特别是现阶段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多

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内涝，仍存惯性思维、麻痹大意，没有充分

认识到雨季对项目的影响，盲目赶进度，随意应对排水检查。 

（三）吸取事故教训不认真，落实防范措施不彻底。7 月 20

日郑州地铁淹水倒灌事件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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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召开全国城市地铁安全防范专

题视频会议，对加强城市轨道交通防汛工作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作出了明确安排。然而仅隔 4 天，即发生这次事故，影响极其恶

劣，也充分暴露了建设单位及参建各方吸取事故教训不彻底、不

认真，落实防范措施流于形式，未及时排查疏通排水管线，没有

及时分析、提升出入口防淹能力，教训惨痛，发人深省。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立即组织开展全市在建地铁项目安全大检查。市交通

运输部门要抓紧时间联合市水务等部门，对地铁在建工程建设项

目及运营线路进行一次专项检查，密切关注恶劣天气信息，加强

隐患排查，及时预警并启动应急预案。地铁集团要加强运营线路

与在建工程结合部的挡水、防水、排水设施排查。重点检查出入

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排水管网清疏情况、出入口与站厅隔离情

况；施工单位要提升基坑围护结构上封闭的防护墙、运营线与在

建工程结合部设置的挡水坎和隔离墙应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

力；水务部门要加强对施工区域内及周边雨水排水系统的巡查养

护。对现场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要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建设

单位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消除隐患。 

（二）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提升应急响应处置能力。地铁集

团要切实负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运营安全隐患进行再排查再

整改。要全面排查地势低洼车站、场段、过渡段、长大区间等重

点区域排水设施设备能力，不满足防汛要求的，要抓紧更换补强。

要加强与水务、市政等部门对接，全面排查排水管道与周边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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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管网连通情况，尚未连通或者连通不畅的，要立行立改。

要全面排查运营线路与在建线路连接处封堵情况、出入场线等重

点区域的挡水设施，坚决防止雨水倒灌。对重要、敏感、可能受

影响区域的在建工程防台防汛预案、应急人员、物资、设备等加

强检查。及时掌握气象部门公布的洪涝、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预

警信息，强化风险分析，妥善做好人员转移安置等准备工作，确

保各项应急准备切实有效。 

（三）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加强防洪安全工作。地铁集

团牵头在线路设计各阶段需编写防洪涝专篇，专篇中应有周边自

然水体环境的描述。行车组织设计应充分考虑抢险临时行车组织

方案，预留更多的临时交路组织条件，减小故障影响范围。对防

洪风险较大的 U型槽结构侧壁、地下设施出入口进行加高或增设

钢筋混凝土挡墙等防淹设施，确保侧壁、挡墙高于周边地面标高

1.5 米以上；对低洼的地面设施，采取在四周加设钢筋混凝土挡

墙等方式，提升安全值；对于周边地形变化较大、无周边洪水位

数值参考的设施，再次组织防洪评估。同时，研究在 U型槽端部

增设防淹板。 

（四）探索引入防汛新技术。地铁集团牵头在各口部采用根

据水位可自动升降的防淹挡板；在地面洪涝成灾等极端情况下，

可充分利用口部人防门的挡水功能。研究增加摄像头监控、电子

主动监测水位的方案。在市政设施不完善的区域，区间线路最低

点及每个站外低点设置水位监测装置。在出入口和风亭附近，在

摄像头观察范围内，做好水位标记线，大雨情况，通过摄像头可

以观察到水位高度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