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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提出。 

本文件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安徽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庆艮、刘丰、韩传茂、张青斌、付学强、章学军、戴清晨、王科、管国伟、

汪秋怡、马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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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特种设备发生事故后的调查处理工作程序和方法，并规定了事故报告、事故现场保护、

事故调查组成立、事故调查、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调查报告与事故处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符合《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较大及

以下特种设备事故的调查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50号令 

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23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特种设备事故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s 

特种设备因其本体原因及其安全装置或者附件损坏、失效，或者特种设备相关人员违反特种设备法

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造成具有相应事故特征或人员伤害的事故。 

 

事故特征 accident characteristics 

导致事故最严重后果所对应的设备失效形式或者致害方式。通常表现为事故特种设备的爆炸、爆燃、

泄露、倾覆、变形、断裂、损伤、坠落、剪切、挤压、碰撞、失控、故障或者受困（滞留）等现象。 

 

技术鉴定 technical appraisal 

对现场勘查中发现并收集的各种痕迹、物证进行技术检验、试验和鉴定的活动。其目的是根据痕迹、

物证的本质特征，分析它的形成条件及其与事故过程的联系，以便判定事故过程和分析事故原因。一般

有物理检验、化学分析、模拟试验和直观分析等。 

 

主要原因 main reasons 

对事故后果起主要作用的事件或者使事故不可逆转地发生的事件为事故的主要原因。 

 

次要原因 secondary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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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事故的主要原因外，对事故后果起次要作用的其他影响事件为次要原因。一般事故的次要原因可

能有若干个，按照其对事故后果作用的大小进行排序。 

 

责任事故 liability accidents 

违规、违章、违纪造成的事故；可以预见、抵御和避免的事故，但是由于行为（责任）人或者管理

者的原因，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或者预防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 

 

自然事故 natural accidents 

由自然灾害引发的事故。系指受自然力影响超过特种设备设计规范而导致的特种设备失效、损坏或

者造成其他损失的事故。 

 

技术事故 technical accidents 

因技术不够完善或者设备自然损耗等原因引起并且是在人所不能预见或者不能避免的情况下所发

生的事故。 

 

全部责任 full responsibility 

单位或行为（责任）人或者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违反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未履行职责，其行

为对事故发生起决定性作用所应承担的责任。 

 

主要责任 primary responsibility 

单位或行为（责任）人或者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违反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未履行职责或不正

确履行职责，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所应承担的责任。 

 

次要责任 secondary responsibility 

单位或行为（责任）人或者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违反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未履行职责或不正

确履行职责，其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应承担的责任。 

4  事故报告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报告；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

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应

急管理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 

事故发生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有关特种设备事故信息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事故现

场组织查证核实。属于特种设备事故的，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逐级报告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直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经核实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的，应当移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因客观原因暂时无法确定是否为特

种设备事故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意见开展相关工作；其他安全主管

部门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中发现属于特种设备事故并移交的，同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接

收，并按本文件规定组织开展事故调查。 

以下事故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 

a)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的特种设备造成的事故； 

b)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交通事故、火灾事故等外部因素引发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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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为破坏或者利用特种设备实施违法犯罪导致的事故； 

d) 特种设备具备使用功能前或者在拆卸、报废、转移等非作业状态下发生的事故； 

e) 特种设备作业、检验、检测人员因劳动保护措施不当或者缺失而发生的事故； 

f)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驶出规定的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发生的事故。 

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不在同一行政区域的，事故发生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通知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处理相关工作。 

特种设备登记地和事故发生地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县级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报告。 

5 应急处置和现场保护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组织开展自救互救，必

要时寻求社会力量救援。 

开展应急处置要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统一领导，科学处置的原则，处置过程中避免次生灾

害的发生。 

应急处置结束后，事故发生单位及其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及时收集、整理

有关资料，为事故调查做好准备；必要时，应当对设备、场地、资料进行封存，安排专人看管。 

事故发生单位要对事故设备本体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损坏情况、部件、爆炸碎片、失

效形态、故障代码等进行妥善保护，在事故调查前不得擅自移动和更改，不得清理事故现场，不得伪造

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组进驻前，事故发生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要根据事故种类和事故特征，

及时督促事故发生单位按照事故波及区域安排专门人员设立警戒区域，保护现场和有关证据，非事故调

查人员不得进入。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负责移动的单位或

者相关人员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有条件的，

应当现场制作视听资料。 

根据事故调查需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及时商请公安部门采取必要措施，第一时间封

存相关管理资料，限制关键人员的活动，保全有关财产不被转移。 

6 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流程 

事故调查流程一般按图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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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调查流程图 

成立事故调查组 

6.2.1 负责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事故性质、事故等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等情况，邀请纪委监委，会同应急、公安、工会和行业主管等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报请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及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参见附录 A）。  

6.2.2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等级发生变化，依法应当由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组

织事故调查的，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会同本级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也可以经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委托下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继续组织进行事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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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对于跨区域发生、事故调查处理情形复杂、舆论关注和群众反响强烈的特种设备事故等情况，

上级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事故调查进行督办，必要时可以直接进行调查。 

6.2.4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超过 30日，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发生变化的，由负责调查

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按照原事故等级组织事故调查。 

6.2.5 特种设备事故对社会无重大影响、无人员死亡且事故原因明晰的，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参见附录 B)，可采取简易程序，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独立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或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委托下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组织事

故调查，接受委托的下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将事故调查组的组成情况报告委托的上级部门

和本级人民政府。 

6.2.6 根据事故调查工作需要，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6.2.7 事故调查组组长一般由负责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或者指定的人员担任，

事故调查组组长负责主持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工作。 

6.2.8 调查组根据调查工作需要， 一般可设管理组、 技术组、 综合组等工作小组。 各工作小组组

长由事故调查组组长指定，各工作小组在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服从事故调查组组长的指挥，相互支持配

合，及时完成调查工作，其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a) 管理组，主要负责管理方面的原因调查、取证，查明导致事故发生的管理方面的原因、 应急

处置情况、相关人员活动情况、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相关责任，提出事

故发生单位、事故相关单位、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管理方面的事故分析意见或者报

告，提出管理方面的事故预防措施和整改建议，汇总整理事故调查工作资料，完成事故调查报

告初稿，整理移交事故调查资料； 

b) 技术组，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原因调查、勘查、取证、分析工作，提出必要的鉴定需求 ，在

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查明事故发生过程，分析事故的技术原因， 提出技术方面的事故分析意见

或者报告，提出技术方面的事故预防措施和整改建议； 

c) 综合组，主要负责事故调查过程中与各个部门单位的协调工作，负责与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沟

通工作，按照规定发布事故信息，配合管理组、技术组开展事故调查，安排事故调查过程中的

保障工作。 

6.2.9 事故调查组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查清事故发生前的特种设备状况； 

b) 查明事故经过（含应急救援情况）和人员伤亡、设备损坏、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以及其他后果； 

c) 分析事故原因； 

d) 认定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 

e) 提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以下统称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f) 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类似事故发生和整改措施的建议； 

g) 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h) 整理并且向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移交有关事故调查的资料。   

6.2.10 事故调查组的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但不限于： 

a)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与事故发生单位及相

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 

b)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服从调查组组长领导，在事故调查工作中正确履行职责，诚信公正，遵守

事故调查组的纪律，不得泄露有关事故调查信息； 

c) 事故调查组所聘请的专家应当具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生产、检验检测或者科研教学等相

关工作经验。 

6.2.11 事故调查过程中，应如实填写各类调查记录。记录应当及时、规范、全面、客观、准确并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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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员、记录人员和相关人员签字。 

开展调查 

6.3.1 事故调查工作由事故调查组长主持开展，各调查组小组组长具体负责，调查组成员共同完成，

事故调查工作一般在事故发生地按以下步骤开展工作： 

a) 召开事故调查组成员第一次会议（参见附录 C），通报事故初步情况，宣布事故调查纪律和要

求，明确技术组、管理组和综合组等调查小组的分工与职责，宣布事故调查工作方案； 

b) 各组分头开展调查工作，收集调查证据资料； 

c) 汇总调查情况，根据技术调查情况，适时提出技术鉴定建议； 

d) 完成小组调查报告，形成事故调查初步报告。 

6.3.2 事故调查工作一般包括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现场勘查、视频分析、物证鉴定、证人询问等方

法，必要时可通过技术鉴定、模拟试验、理论计算与分析和专家论证等方式进行。开展事故调查时调查

人员应当不少于 2人。 

查阅资料 

6.4.1 资料查阅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a) 营业执照或者相关的法定资质和行政许可文件； 

b) 特种设备生产（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充装等）许可证、使用登记证和相关施工验

收资料； 

c)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其运行、保养、操作和自检记录，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 

d) 单位负责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的教育培训情况及其有

关资格的证书；  

e) 事故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报告，安全装置（附件）、监测装置的检验、检测报告； 

f) 工程、经营项目承发包合同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 

g) 厂房、场所、设备租赁合同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 

h) 工艺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或者方案； 

i) 伤亡者身份证明材料（含身份证、伤亡者医院诊断书、死亡证明书、医学鉴定报告或者尸检报

告）； 

j) 伤亡者劳动合同或者单位用工证明； 

k) 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三定方案、领导分工、监管方面的部署文件、监管执法记录、

处罚落实情况等材料； 

l) 其他有助于开展事故调查处理的相关资料。 

6.4.2 查阅资料的内容、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对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作业人员教育培训、风险管控、

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等管理方面进行审查； 

b) 查阅资料可通过现场查封、复制、拍照、拷贝、记录相关文件或记录等见证资料； 

c) 需要从有关单位调取证据资料时，调查人员需开具通知文件，列出证据资料清单，注明证据资

料形式（原件、复印件、是否盖章等），规定证据资料提交的时间、地点。 

6.4.3 调查人员应第一时间查封与事故调查有关的证据资料，确保资料的真实性。 

6.4.4 需被调查单位提供资料的，调查人员要按附录 E 开具《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调取证据通知书》，

被调查单位提供资料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并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超出规定期限提供的，调

查人员视情况可不予采纳，逾期未提供的将视作无资料。 

6.4.5 用于事故调查的证据资料，调查人员要妥善保管，未经事故调查组长同意，不得擅自带离调查



DB34/T 4277—2022 

7 

场所。 

实地调查和视频分析 

6.5.1 事故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事故单位概况，事故现场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 

b) 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情况；  

c) 事故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d) 受害人和肇事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技术等级、工龄等情况（见附录 F）； 

e) 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和肇事者开始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量、作业程序、操作时的动作或

位置情况。 

6.5.2 与事故关联的有关事实包括但不限于： 

a) 事故发生前的设备、设施、工艺装置的安全状况和质量状况； 

b) 有关设计、工艺文件、工作指令、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c) 现场工作环境（有毒有害物质、通风、照明、温湿度等）情况； 

d) 事故发生前受害人和肇事者的工作状态、身体心理健康状况和接受安全教育情况； 

e) 事故现场或附近视频监控或手机视频等影像资料； 

f) 其他可能与事故致因的有关细节和因素。 

现场勘查 

6.6.1 现场勘查前根据需要可以通过切断电源、关闭阀门、加装盲板等手段消除或阻断一切危险源，

确保勘查过程安全。 

6.6.2 现场勘查前要对事故现场及周边环境全貌进行摄影、拍照，以保存事故现场信息。 

6.6.3 现场勘查过程中要着重做好事故设备断口、泄漏点等关键部位及故障代码等重要信息的保护工

作。 

6.6.4 现场勘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根据事故失效形式，介质特性等，计算爆炸当量和受损范围，确定勘查边界； 

b) 确定涉及事故设备各部件的散落位置、伤亡者位置，绘制《特种设备事故现场示意图》（见附

录 G）并作出标记； 

c) 对设备本体、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等损坏情况进行调查测量、拍照摄像取证； 

d) 搜集现场散落部件或碎片，提取相关需化验或进一步检验的介质、物料等，做好标记和封装； 

e) 对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员提供情况进行现场比对核实； 

f) 其他需要勘察的内容。 

6.6.5 现场勘查要按附录 H编制《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勘查记录》。 

证人询问 

6.7.1 证人询问定前要制定调查询问提纲，明确询问内容；开始询问时要拟定工作计划，确定询问对

象，安排询问次序，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证人串供，尽最大可能了解事故现场真实情况。 

6.7.2 证人询问过程中，调查询问人员按应附录 I 做好询问笔录，询问结束后其笔录应当经过被询问

人逐页核对签字并按手印确认。 

6.7.3 询问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a) 接受询问的对象主要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总工程师

或技术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设备操作人员、维护保养人员及现场其他见证人员； 

b) 接受询问的对象还包括与事故发生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  



DB34/T 4277—2022 

8 

c) 对事故伤员开展询问时，经征得医护人员同意，可以到医院病房进行； 

d) 接受并核实事故单位其他人员的举报。 

6.7.4 询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事故设备在事故发生前的泄漏、变形、动作失灵、异常响声等事故先兆情况和事故发生时的现

场情况； 

b) 事故发生时的短时雷雨大风等异常天气情况和环境情况； 

c) 事故设备是否有违章操作、违章指挥情况； 

d) 事故设备在事故发生时的运行参数、物料储存情况； 

e) 事故设备的定期检验、日常自行检查和维护保养情况； 

f) 事故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g) 政府工作人员相关管理情况。 

技术鉴定 

6.8.1 通过现场调查还不能确定事故原因，需要进一步技术分析来判定事故发生条件及原因的，应当

进行技术检验、试验或鉴定。 

6.8.2 需要技术鉴定时，经事故调查组调查组建议，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按

附录 J书面出具《技术鉴定委托书》，提出技术鉴定项目和技术要求，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

技术鉴定。 

6.8.3 技术鉴定现场取样时，必须在事故单位代表、主管部门代表和事故调查组 2 名以上成员的共同

见证下进行，取得的样品要做出标记，现场进行封存。 

6.8.4 现场取样应当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对样品予以保护处理。 

经济损失评估 

事故调查组认为需要对特种设备事故进行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可以委托依法成立的评估机构进

行。 

7 原因分析与责任认定 

调查结果汇总 

调查组应当在管理组开展事故管理调查、技术组开展事故技术分析调查的基础上，由调查组组长主

持，适时召开调查组全体成员会议，分析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形

成调查意见，组织起草调查报告。调查组组长认为必要时，可以先行召开各小组组长会议，进行有关事

项协商。 

事故原因分析 

7.2.1 分析事故原因时要找出与事故有关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确定事故的主要原

因、次要原因。 

7.2.2 调查组成员对事故原因有不同意见，调查组应当予以认真研究，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技术组织、

技术机构或者专家进一步分析、论证。不同意见仍然需要保留时，在事故调查报告中应当如实陈述。 

事故性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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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应当根据事故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判定事故性质，事故性质分自然事故、技术事故

和责任事故。 

事故责任认定 

7.4.1 根据事故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进而认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所负的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和

次要责任。 

7.4.2 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员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伪造或者隐匿证据，瞒报或者谎报

事故等，致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事故责任追究 

7.5.1 调查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责任者应当履行的职责范围，判定其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主

要责任、次要责任，提出以下责任追究建议： 

a) 刑事责任，责任者被认定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 行政处罚，责任者被认定违反法律规范应当承担行政处罚后果的，建议给予行政处罚； 

c) 政务处分，责任者被认定违反法律规范应当承担政务处分后果的，应当移交相关部门给予政务

处分； 

d) 其他应当给予的处理措施。 

7.5.2 事故调查组应当将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

等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参加事故调查的纪委监委开展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并采纳其处理意见。 

8 调查报告与事故处理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应当自事故调查组成立之日起 60 日内结束。特殊情况下，经组织调查的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事故调查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 

经济损失评估时间与技术鉴定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因事故现场不具备勘察条件而无法进行勘察的，事故调查期限从现场具备勘察条件之日起计算。 

事故调查组应当在事故调查工作全部结束，各小组完成小组调查报告后，由管理组汇总整理事故

调查资料，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初稿，事故调查组长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对事故调查报告初稿进行讨论、

修改，形成最终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报告应由调查组集体会审，调查组全体成员必须在《事故调查报告会审记录表》（见附

录 K）上签字。事故调查组成员有不同意见的，最终由调查组组长确定是否采纳，保留不同意见需提交

个人签名的书面材料，并与事故调查报告一并存档。 

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对事故调查报告以及资料进行完整

性审核，必要时，可以向事故调查组提出追加调查的要求。 

调查报告（参见附录 D）应包括但不限于：  

a) 事故及调查概况（序言）； 

b) 事故发生单位和发生事故设备的情况； 

c)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d)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坏程度和直接经济损失； 

e) 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f) 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g) 防范事故发生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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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批复 

8.8.1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同级人民政府批复，

并报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8.8.2 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向参加事故调查的部门抄送调查报告副本。 

8.8.3 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将调查报告以正式函件的形式报送参加事故调查

的纪委监委。 

调查结果处理 

8.9.1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意见，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8.9.2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负责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核实涉嫌犯罪的证据

资料，经过与有关部门和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协商后，形成书面报告，按照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8.9.3 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管理缺失和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涉嫌违纪、职务违法、职

务犯罪的，由纪委监委根据问责调查和审查调查结果提出处理处置、问责意见并按规定落实。 

8.9.4 事故发生单位及事故责任相关单位应当按照事故批复，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9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应当根据事故原因，对事故责任相关单位提出防范事故发生和整改措施的建议。 

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部门在事故批复结案后 1 年内要按《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

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规定及时组织开展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 

评估工作结束后要按规定提交评估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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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关于成立 XX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组的请示 

 

下面给出了请示的样式。 

 

关于成立××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组的请示 

 
××省（市）人民政府： 

××年××月××日××时××分，××企业（公司）发生××特种设备事故，造

成××人死亡。 

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我局将成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组长由××

×同志担任，副组长及成员由×××等部门和×××人民政府组成，聘请技术专家参与

事故技术调查工作（详见：事故调查组名单），并邀请省（市）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

作。 

妥否，请批示。 

 

附件：事故调查组名单 

  

                       ××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 

                     ××年××月××日 

 

 

联系人：×××，电话：××××××××××× 

 

 

附件：                    事故调查组名单 

序号 姓名 职责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成员    

  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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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关于按简易程序开展××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的请示 

 

下面给出了请示的样式。 

关于按简易程序开展××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的请示 

××人民政府： 

××年××月××日××时××分，××企业（公司）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经

初步核实，该起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未产生重大社会影响。 

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划分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建议采取简易程序，由我局独立（或委托××市

（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妥否，请批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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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事故调查会议记录 

事故调查会议记录（样表）如表C.1。 

表C.1 事故调查会议记录 

会议地点  会议时间  

会议主要 

内   容 
 

会议主持人  会议记录人  

参会人员 

 

 

 

会议讨论的内容： 

 

 

 

会议形成的结论或意见： 

注1：本文书用于记录事故调查组讨论有关事故调查处理会议的情况。  

注2：本会议记录作为事故调查处理过程的重要见证，应与事故调查资料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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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报告 

下面给出了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报告的样式。 

（XXX）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报告 

 

 

 

 

 

 

 

 

 

 

 

 

 

 

 

 

 

（XXX）特种设备事故调查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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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事故及调查概况（序言） 

二、事故发生单位和发生事故设备的情况 

三、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四、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设备损坏程度和直接经济损失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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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报告编制说明 

1.1 封面 

事故报告的封面包括三项内容，报告的名称及形成报告日期，其中 “xxx” 代表事故名称 ，由事

故发生地点、发生时间、事故等级、设备种类、事故特征组成。发生地点包括事故发生所在的省和市；

发生时间包括事故发生的月和日，用阿拉伯数字，并且月与日之间用“·”符号隔开 ，时间加 “” 。 

如某省某市 2021 年 6 月 12 日发生锅炉爆炸大事故，则报告名称为 ：某省某市 “6·12” 重

大锅炉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1.2 事故及调查概况（序言） 

事故基本情况概述，包括事故发生单位、地点、发生时间、设备种类、事故特征、伤亡人数、事故

等级组成。事故发生后党委、政府应对措施。事故调查情况简介及事故性质定性等。 

1.3 事故发生单位和发生事故设备的情况 

1.3.1 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安全管理情况 ，事故直接人员等 。如事故涉及多家单 位，应当逐一描

述其具体情况 ，并且阐述其相互关系。 

1.3.2 发生事故设备的情况 

包括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充装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及其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

的设备基本状况（允许运行和实际的运行参数）等。 

1.4 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1.4.1 事故发生经过 

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具体地址及其位置、事故发生经过、现场情况、设备损坏情况、事故后果等。 

1.4.2 事故救援情况 

包括事故报告、抢险救援等应急处置情况。调查组还应当对事故应急救援作出评估。 

1.5 人员伤亡、设备损坏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包括伤亡人员（见附录 F）、设备损坏和经济损失的数量及具体情况，列出死亡人员名单和各种损

失的具体情况。 

1.6 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1.6.1 事故发生的原因 

具体描述事故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1.6.2 事故性质 

根据事故调查的事实和原因分析，明确事故性质，属于特种设备责任事故或者非责任事故的按照相

关术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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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按照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分别列出事故责任者的基本情况（单位，人员的姓名、职务、

主管工作等）、责任认定事实、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及处理建议，并且按照以下顺序排列： 

（1）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责任人员。包括应当追究责任，因死亡而无法追究责任的人员和已经被

司法机关采取措施的人员； 

（2）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罚和相关人员的处分； 

（3）给予相关单位或者人员行政处罚或者处分。 

1.8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提出防止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和建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主要从技术、教育和管理等方面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事故责任单位提出整改建议 ，并

且对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规章及标准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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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调取证据通知书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调取证据通知书样式如下。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调取证据通知书 

 

                  编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本事故调查组在                                    事故调查过程

中，需要对在你处的下列证据材料： 

1、                                                                                           

2、                                                                                              

3、                                                                                            

4、                                                                                           

                                                                                              

予以调取。请将上述证据材料于         年    月    日     时前送交事故调查组，逾

期未提供的将视作无资料。                                          

 

 

 

 

 

   事故调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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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事故伤亡人员名单 

见表F.1。 

表F.1 XX事故伤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籍贯 年龄 职业 持证（执业）情况 伤害程度 

       

       

       

       

       

       

       

       

       

       

       

       

       

       

       

调查人员：                      调查组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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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特种设备事故现场示意图 

见表G.1。 

表G.1 特种设备事故现场示意图 

勘查时间  

勘查地点  天气情况、当前设备状况  

                                                                    北 

 

 

 

 

 

 

 

 

 

 

 

 

 

 

说明： 

 

 

 

勘查人  绘制人  

校核  其他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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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特种设备现场勘查记录 

见表H.1。 

表H.1 特种设备事故现场勘查记录 

勘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月   日   时   分 

勘查地点  天气情况  

简要案情： 

 

 

 

 

 

勘查记录： 

 

 

 

 

 

 

 

勘查人  记录人  

校核  其他专业人员  

 

文书说明和应用注意事项： 

注1：本文书依据《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5.2.3，特种设备事故现场调查都应当制作本文书，事故现

场示意图应当与现场勘查记录同时使用。  

注2：勘查时间，应当具体到实际勘查的年、月、日、时、分。  

注3：勘查地点，写明勘查的具体方位和具体地点。  

注4：特种设备事故现场示意图，包括事故特种设备方位、周边环境、设备(爆炸碎片、散落物、残骸)位置，标注与

固定参照物的相对位置与方向、伤亡人员位置。如果现场比较复杂，应当分别制作事故现场示意图、剖面图、

工序(工艺)流程图、受害者位置图。  

注5：天气情况，填写勘查当时天气情况，如晴、多云、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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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简要案情，填写事故简要情况，包括死伤人数、事发设备情况。  

注7：勘查人，参与勘查的人员，勘查必须由两名以上调查组人员共同进行。  

注8：绘制(记录)人，填写绘制(记录)人员的名字。  

注9：校核人员，能够在勘查现场见证勘查工作内容的人员，勘查人员制作事故现场示意图和勘查记录后，对勘查和

记录情况进行校核签字确认。  

注10：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勘查的，被邀请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应当在《特种设备事故现场示意图》和《特种

设备事故现场勘查记录》上签名。 

注11：记载的顺序应当与现场勘查的实际顺序一致，记载的内容必须客观准确。  

注12：现场勘查应当注意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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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询问笔录 

下面给出了笔录的样式。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询问笔录 

 

                                                     共  页  第  页        

  

询问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日  时  分     第    次询问  

询问人员：                      记录人员：                                 

询问地点：                                                                 

被询问人：        性别：      年龄：      职务：       政治面貌：          

持证情况：              编号：             电话：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住址)：                                                         

工作单位：                                                           

告知：我们是           事故调查人员(出示证件)现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你调查

询问，请协助调查，如实回答并提供相应材料。询问情况将作如下记录，经过您校阅后

签名或者押印。作为证据，您将对本《询问笔录》内容和自己书写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

律责任。提供的材料如属复印件，请确认其与原件一致，并在复印件上盖章或者签字确

认。您有如实回答问题的义务，也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以上内容是否清

楚？ 

回避原则：                                                                  

答：                                                                         

问：                                                                                

                                                                                

                                                                                

被询问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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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事故调查问询笔录 

 

                                                    共  页  第  页             

 

                                                                                

                                                                                

                                                                                

                                                                                

                                                                                

                                                                                

                                                                                

                                                                                

                                                                                

                                                                                

被询问人签署意见并签字：                          日期:  

询问人员：             记录人员：                 日期： 

 

 

文书说明和应用注意事项： 

注1：对当事人的询问要个别进行，不能同时询问多人。  

注2：询问内容一般限于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紧紧围绕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情节五要素开展问答，允许被

询问人辩解、更正。  

注3：询问必须为调查组成员或者经调查组认可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询问应当有两人在场，询问完

毕，询问人、记录人和被询问人要及时签名确认；如果被询问人隔日有情况需要补充的，应当另行制作询问笔

录。  

注4：笔录签字一律使用钢笔或者签字笔，不得使用铅笔或者圆珠笔，更正、修改、涂改的内容应当由被询问人按手

印确认；笔录每页都需被询问人签字并按手印确认，最后页需被询问人签署“以上内容我已看过，与我所说一

致”，同时被讯问人签署姓名。对不识字或没有阅读能力的被讯问人，应当记录“已向我宣读笔录的文字，与

我所说一致”，同时被讯问人签署姓名或按手印。 

注5：笔录必须字迹清晰，标点正确；笔录要用第一人称记录被询问人原话；单位和地方的名称都要记录全称；对被

询问人讲的模棱两可的话，如“大概”、“可能”一定要核问出具体、确切情况后载入笔录；涉及到货币金额、面

积或者重量时，其数额应当大写，并标明度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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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 

技术鉴定委托书 

下面给出了委托书的样式。 

 

技术鉴定委托书 

 

(被委托单位名称)：  

××年××月××日，     省(直辖市)     市(区、县)发生一起××事故，为进一步判定

事故发生的条件及原因，现委托贵单位对下列事项进行技术鉴定。具体内容如下：  

一、鉴定项目  

1.  

2.  

3.  

二、鉴定要求  

1.  

2.  

3.  

请于××年××月××日前提交技术鉴定报告。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事故名称)事故调查组                                   局(公章)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文书说明及应用注意事项： 

注1：本文书依据《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通过

现场调查还不能确定事故性质，需要进一步进行技术分析来判断事故发生条件及原因的，可以使用本文书进行

技术鉴定委托。  

注2：被委托单位应当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技术机构，对于物品鉴定和技术原因分析可以分别委托有资质的技术机

构。受委托对象为专家时，专家人数不应当少于 3 人，并应当指定其中 1 人为技术专家小组组长；当调查组

直接聘请技术专家作为事故调查组的技术组成员时，可以不进行此项委托。  

注3：参与技术鉴定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与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注4：对于需要鉴定的物品，按照规定进行取样、包装、封存后移交被委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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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 

事故调查报告会审记录表 

下面给出了记录表的样式。 

 

 

×××事故调查报告会审记录表 
 

时间：                            地点： 

议题： 

意见及建议 

 

调查组成员（签字）：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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