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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10·10”
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10 月 10 日 13 时 54 分，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

司发生一起员工操作电动单梁起重机（后简称“行车”）行进

时碰撞车间内一移动式升降高空作业平台（后简称“升降平

台”），导致该升降平台侧翻，两名在升降平台上作业的员工高

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授权区安监局组

织调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批复》（三府复〔2012〕19 号）的

有关规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和乐平镇政府等单位相关

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开展调查。调查组通过调查

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

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意见及防范措施。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基本情况

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后简称“迪赛纳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820******，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住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乐新大道 10 号（申

报住所），法定代表人：胡亚明（三水区政协委员），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成立日期：2005 年 11 月 11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由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营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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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长期，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办公文具、人体工学办公室及

学校家具、家居五金制品、层架式衣柜以及储物系统、机器人

自动焊接设备和自动化夹具集成，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上述

同类产品的零配件和塑料、木头类办公文具、家居制品的批发、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

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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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底从佛山市南海区迁至三水区乐平

镇工业园区（事故发生时公司仍未搬迁完），该公司共有三个

生产车间，分别为车间一、车间二和车间三，事故发生在车间

一；该公司新建时进行了安全预评价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5 月份试生产至今，公司现有员工约 600 人，一线工

人约 400 人。

二、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10 月 10 日，迪赛纳公司设备部员工高德青、莫泳

安二人上午完成在车间二安装广播线缆后；当日下午上班（13

时）高德青、莫泳安二人操作升降平台到车间一南侧 13 号门

（C8 号-C9 号柱）位置进行安装广播及线缆布设工作；13 时

36 分许，高德青、莫泳安二人站在升降平台进行作业准备，迪

赛纳公司仓管员袁庆华操作车间一的行车将两捆物料吊运至

物料码放区，在经过高德青、莫泳安二人站立的升降平台位置

时，与二人打招呼示意通过，袁庆华使用完行车后，将行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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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物料码放区，并将行车遥控器放在了行车下面；当日下午

上班，车间一的员工刘清因工作岗位没有物料了，于是刘清要

了叉车领取物料，因叉车不能直接将物料码放到物料架上，从

车间一监控视频显示：13 时 53 分许，刘清前往行车停放方位；

13 时 53 分 58 秒，刘清手持遥控器操作行车由西向东朝待吊物

料方向走，在前行过程中刘清始终走在行车前面，没有观察车

间一南侧 13 号门（C8 号-C9 号柱）位置正站在升降平台上工

作的高德青、莫泳安，也没有观察行车行进时是否有障碍物影

响行车行进；13 时 54 分 30 秒，行车沿轨道行进至 13 号门 C8

柱位置时碰撞到高德青、莫泳安二人站立的升降平台，因行车

一直运行没有立即停止，行车对升降平台的作用力导致升降平

台侧翻，高德青从升降平台围栏内抛出，莫泳安倒在围栏内。

（二）事故救援情况

13 时 54 分 32 秒，背对行车朝待吊运物料走的刘清听到行

车与升降平台碰撞的声响后急忙回头，看到正侧翻的升降平

台，急忙操作遥控器将行车“停车”；放下遥控器跑到高德青、

莫泳安二人坠落位置，查看二人情况并拨打 120 电话，因当时

刘清事发后紧张表述不清，闻讯赶过来的车间二生产主管陈明

丰再次拨打 120 电话；接到车间一主管唐惠莲电话的该公司副

总经理晏毅等管理层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保护

并疏散围观的员工，查看两名伤者情况，此时高德青昏迷不醒，

受轻伤的莫泳安自行走到高德青坠地位置坐下来；因对二人伤

情不明，为免加重高德青和莫泳安伤情，该公司到现场的人员

等待 120 医护人员到场处置。14 时 10 分许，120 急救车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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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医护人员对高德青进行抢救，高德青因伤势过重现场抢救无

效死亡；120 急救车将莫泳安送医院治疗。莫泳安经医院检查

和治疗后已出院。

（三）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乐平派出所接警后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区应

急管理局、乐平镇政府和派出所等单位人员按各自职责展开应

急处置工作，对事故现场围蔽和调查，公安机关将涉事故责任

人员刘清带走调查后将其拘留；执法人员对迪赛纳公司下达了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车间一生产经

营活动，按照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对事故进行调查，待调查

完毕后提交复工申请并经复查合格方可复工；区相关部门按规

定成立事故调查组，组织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开展事故调查和

善后处理等工作。

（三）善后处理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协调，10 月 14 日迪赛纳公司与死者亲属初

步签订调解协议书，死者亲属出具《谅解书》；24 日乐平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死者亲属和迪赛纳公司正式签订《人民调解

协议书》，赔偿款已支付到位。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10·10”起重伤害事

故造成 1 人死亡、1 人受伤。

（二）死者信息：姓名：高德青，男，汉族，出生于 1967

年 11 月，户籍地址：湖南省常德市******，居民身份证号码

4324211******。



- 5 -

（三）伤者信息：

姓名：莫泳安，男，汉族，1973 年 4 月出生，户籍地址：

广东省封开县******，居民身份证号码 4412251******，2019

年 9 月份入职该公司。事故发生后送医院治疗后已出院。

（三）本次事故未造成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

迪赛纳公司车间一（五金车间）南侧 13 号门（C8 号-C9

号柱）处。

2.事故发生区域现场勘查：

（1）涉事故设备信息：电动单梁起重机，型号：

LDA2.8-28.33A3D+Y，制造单位及许可编号：广东南桂起重机

械有限公司，TS2444004-2022，起升高度：6m，操纵形式：地

控+遥控，小车速度：0-20m/min；大车速度：0-30/min。安装

时间：2019 年 01 月，额定直重量 2.8 吨，技术状态良好。经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不属于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需经

专门培训考取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证，但需所在公司组织教育培

训合格方可操作。自行式高空作业平台，型号：GTJZ12，出厂

编号：12190404021。制造单位：牛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最

大平台高度：11.95m，最大额定载荷：320kg，整车重量：3050kg，

外形尺寸：2.48m×1.15m×2.62m，技术状态良好，不属于特

种设备。

（2）涉事故设备碰撞前高度测量：电动单梁起重机安装

http://www.baidu.com/link?url=EbqELYViYyh2T4P6AE6DLFlBYa9gM4_gXMSS7PI0XKg0JT2Crraiw5pT2mhkrwJI


- 6 -

于车间一南侧生产线，横跨呈“南北向”，大车轨道沿车间一

呈“东西向”设置，大车轨道距离地面约 6.5 米；通过车间一

监控视频记录，事故发生前高德青、莫泳安二人将升降平台升

高至约 8.5m，此高度高于行车行进轨道位置约 2.0m。侧翻的

升降平台一侧伸缩部分处有明显碰撞痕迹。

（3）事故现场状况：经调查和查看监控视频，事故发生

后因救援需要，事故发生区域内一些物品被移开，行车由刘清

操作移到车间一东侧，距事故发生点约 10m;行车作业范围无吊

装安全警示标识，现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升降平台由西

往东侧翻，升降平台作业区域无警示标牌，现场作业时无专人

协调与管理;平台上作业的高德青、莫泳安二人未佩戴安全帽

和系安全绳。如下图：

上图显示：车间一事故发生区域工作环境

高、莫二人准
备升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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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事故发生后，现场勘查测量各点数据、碰撞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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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平台伸
缩部位的留
下的痕迹

刘清走向行
车停放位置

高、莫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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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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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行，走在行
车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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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反映：刘清前往行车停放区、操作行车、发生碰撞过程。

（三）询问和资料调查情况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对迪赛纳公司法人代表胡亚明、分管

安全生产副总经理晏毅、车间一主管唐惠莲（未持有安全管理

人员证）、车间二主管陈明丰、车间三主管余传明（兼顾车间

一安全生产工作）、设备部主管成少敏、设备部设备组长杨占

松、仓管员袁庆华，以及对事故发生时操作行车的车间一员工

刘清和伤者莫泳安进行调查询问；并封存调取了该公司相关安

全生产资料档案。

刘清操作行车
朝待吊运物方
向前行，走在行
车前面

行车与升降平
台碰撞瞬间，平
台已呈侧翻趋
势发生碰撞时，刘清已走

到待吊物附近，距离行
车较远

待吊运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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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该公司有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开展日常安全

隐患检查；有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消防演

练；有制定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安全标准化管理制度（含安全绩

效评定管理、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应急救援管理、个体防护用品管理、

相关方及外用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班组安全活

动管理、设备设施安全管理、施工和检维修安全管理、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治理、安全投入保障、安全培训教育、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提

供了涉事故行车《起重机操作手册》、《LDA 电动单梁起重机使

用说明书》、《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和牛力高空作业平台《合

格证明书》,刘清的入职《劳动合同》；提供了与死者亲属签订

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死者高德青死亡医学（推断）书等资

料。经调查询问迪赛纳公司相关员工、车间主管、公司领导层：

公司迁至乐平新厂后，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了三级教育培训，

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公司有规定车间内行车指定专人操作，

提供了部分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物品采购单据等资料。存在问

题：1.该公司未能提供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能提供 2019 年度

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计划和针对行车安全操作、高处作业等高风

险作业对员工的培训教育资料，未能提供交叉作业管理和高处

作业审批、员工安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等台账资料；2.该公司

设备部员工高德青和莫泳安受设备部主管成少敏指派到车间

安装广播及线缆工作，作为主管人员，成少敏未将高、莫二人

到车间一工作的情况事先通报或告知车间一主管或其他人员；

3.针对高、莫二人工作属于高处作业，公司没有进行高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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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4.针对高、莫二人到车间一进行临时高处作业和车间一

存在吊装作业等危险作业，公司没有指派专人在现场协调指挥

与安全管理；5.经调查，目前公司员额 600 人，且一线员工有

约 400 人，该公司没有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架构或者有专职从事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只有包含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等 5 名人员

考取了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证，且该公司对上述人员没

有任命书,有个别车间主管还要兼顾南海老厂的工作；6.进行

风险较高的高处作业时，作业场所未张贴、悬挂安全警示标志

标识；7.胡亚明作为迪赛纳公司的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公

司从今年 4 月底南海区搬迁至三水区乐平镇（截止事故发生南

海老厂仍在生产经营），且公司已投入试生产阶段，公司规模

较大，却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公司各层级

人员职责，公司对相关人员的安排仅为临时且没有任命书，公

司管理比较混乱；8.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虽有对新入职

员工进行教育培训，但搬迁至新厂后没有对老员工开展针对高

风险岗位的安全教训培训；9.针对行车的安全操作培训，刘清

本人及公司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晏毅等人均承认只在南

海老厂进行了培训与考核，但公司未能提供刘清的相关培训考

核资料；10.针对高处作业，莫泳安、设备组组长杨占松、设

备部主管成少敏及副总经理晏毅等人均承认搬迁至新厂后未

开展高处作业教育培训，且对此次高、莫二人在车间借助升降

平台安装广播及线缆作业前未组织安全教育培训；11.高、莫

二人作业时未采取任何个人安全防护措施，高处作业未佩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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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帽和系安全绳。12.对行车的使用在管理上流于形式，经调

查，公司虽有要求指定专人操作，但实际工作中，车间一员工

因工作需要可以随意使用行车的现象较经常，现场检查发现员

工使用行车和吊装区域内员工没有佩戴安全帽；唐惠莲作为车

间一的主管，对行车管理与督促员工作好个人安全防护上存在

管理缺失；13.该公司对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和监督员工使用个

人劳动防护用品不到位，未提供对员工劳保用品发放记录，未

监督员工做好个人安全防护用品的佩戴和器材的使用。

对刘清的调查：通过询问刘清所在车间一的主管唐惠莲，

其确定车间一刘清和罗元贵二人是车间指定可以操作行车人

员；刘清本人承认事故发生前急于将物料吊运到物架上，在去

取行车遥控器和操作行车行进,直到与升降平台发生碰撞这个

过程，没有观察或留意高德青和莫泳安二人在升降平台上作

业；刘清本人承认在操作行车时没有向他人发出警示或提醒；

刘清本人承认事故发生前其身体健康状态良好（但提到双眼视力

不佳，一个视力 1.0，一个视力 1.5，该公司和本人未提供体检报告或

病历）；刘清操作行车未遵守该公司制定的《起重机安全操作规

程》中的“7.吊装作业及注意事项：7.9 起吊时应事先观察周

围情况，并对在附近的人员进行提醒或主其暂时远离，并清理、

移除一切可能会产生危害的物体如：电线、管路、工具物料等。

7.17 行车移动时，操作人员应主动疏散沿途相关人员。所有现

场人员禁止在吊物范围内正下方 3 米内逗留。同时所有相关人

员和工件必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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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通过车间一监控视频画面：刘清从操作行车从西往东行

进，直到听见行车与升降平台发生碰撞声响（从 13 时 53 分 10

秒到 13 时 54 分 31 秒）。刘清始终是走在行车前面且越走离行

车距离越远，没有观察行车固定前行区域的危险因素，也没有

预先判断和预见现场作业环境的危险性；刘清违规操作行车，

待听到声响停止行车，已无法制止升降平台侧翻；导致高、莫

二人随着升降平台侧翻发生高坠，高德青从升降平台围栏内抛

出致颅脑着地后现场死亡，莫泳安受伤。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迪赛纳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该公司针对

高风险作业教育培训不到位，搬迁至新厂后，没有组织行车安

全操作和高处作业教育培训，未能提供刘清、高德青、莫泳安

三人相关作业的教育培训记录；未监督检查高处作业的高德青

和莫泳安佩戴安全帽和系安全绳；针对在同一场所实施吊装作

业和高处作业，没有指派专人在现场进行协调指挥与安全管

理；针对高风险吊装作业和高处作业没有在作业区域设置警示

标识。

2.胡亚明作为迪赛纳公司的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履行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未参加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培训;公司搬迁至乐平镇



- 13 -

后，没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明确公司内部各层级

人员职责，没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导致公司管理比较混乱;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3.成少敏作为迪赛纳公司设备部主管，安排所属员工跨部

门（车间）从事高处作业，事先没有告知；作为高、莫二人工

作的直接安排者，作业实施前未组织针对性教育、落实高处作

业审批、作业时督促做好防护措施和现场监管。

4.唐惠莲作为车间一主管，对所管理车间的行车管理不

严，在调查和检查时发现存在员工谁想用就可以用，操作人员

和吊装作业区域员工没有佩戴安全帽等问题。

5.高德青、莫泳安，个人安全意识不高，认为在升降平台

上实施高处作业有围栏保护，没有充分认识佩戴安全帽和系安

全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综上，迪赛纳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胡亚明

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成少敏和唐惠莲安

全管理缺失，以及高德青和莫泳安二人个人安全意识淡薄；是

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认定“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

“10·10”起重伤害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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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广东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事故相关

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如下：

1.刘清，安全意识淡薄，没有预先判断和预见现场作业环

境的危险性，实施吊装作业准备工作时，操作行车从西往东行

进，刘清违反行车安全操作规程且没有观察行车固定行进区域

的危险因素，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发生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受

伤；刘清是此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责令迪赛纳公司依据公司规定对刘清作出处理并书面报区

应急管理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

5〕22 号）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未有效落实，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理。

3.胡亚明，作为该公司法人代表和主要负责人，履行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

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胡亚明进行行政处理。

4.成少敏，作为迪赛纳公司设备部主管，履行管理责任不

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责令迪赛纳公司依据

本公司相关制度或规定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

报送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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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惠莲，作为迪赛纳公司车间一主管，履行管理责任不

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责令迪赛纳公司依据

本公司相关制度或规定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

报送区应急管理局。

6.莫泳安，作为新入职员工，个人安全防范意识不足，建

议责令迪赛纳公司对其进行培训，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相关

处理情况报送区应急管理局。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此宗起重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典型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未有效落实、员工安全意识差、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酿成的。

为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建议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一）事故发生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迪赛

纳公司搬迁至乐平工业园区仍处于试生产阶段，公司在制度建

立健全与落实上存在不少问题，生产安全管理也没有步入正

轨；迪赛纳公司要正视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教育和培

训、管理制度落实等问题；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时整改

问题。

（二）乐平镇政府要约谈企业，督促指导企业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迪赛纳公司是新搬迁进辖区企业，乐平镇政府要加强

对企业的检查与指导，督促企业做好各类人员持证上岗、员工

教育培训，以及吊装、动火、高处、有限空间作业等审批与现

场监管。乐平镇政府要约谈迪赛纳公司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

人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履行好安全生产职责，要直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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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生产投入，保

障企业有序安全发展。

（三）将事故发生企业纳入监管重点。乐平镇政府要将迪

赛纳公司纳入日常重点监管企业，加强对该公司的检查执法。

佛山市迪赛纳科技有限公司“10·10”

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

2019 年 11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