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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安全事故案例1



案例一、生产事故

2004年4月16日

，位于重庆市

江北区的重庆

天原化工总厂

发生氯气泄漏

事故。 9人死

亡， 3人受伤

。 



事故及处理经过(方框图)

２号氯冷凝器

穿孔氯气泄漏

１５日１９点 

对４、５、６号

氯罐进行排氯 

冷凝器

局部爆炸 

１６日凌晨２点 

爆炸现场厂房倒塌
，管槽被埋住，里
面氯气仍在释放 

４、５、６号

氯气罐爆炸

２２时左右１７时５７分 

１５万人
大转移  

用武器摧毁天
原化工厂剩余
的贮气罐 

18号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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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组认为，天原“4·16”爆炸事故是该
厂液氯生产过程中因氯冷凝器腐蚀穿孔，导
致大量含有铵的CaCl2盐水直接进入液氯系统
，生成了极具危险性的NCl3爆炸物。NCl3富
集达到爆炸浓度和启动事故氯处理装置振动
引爆了NCl3。

事故原因分析



案例二、运输事故

2005年3月29日，江苏淮安市境内，一辆山东装有液氯危险品的运输车，行至

京沪高速公路，与一辆鲁货车相撞，导致液氯运输车侧翻液氯泄漏。

31人中毒死亡，214人中毒，5000多户、10000多村民被紧急疏散。



事故间接原因 
—    济宁市科迪化学危险货物运输中心对挂靠的这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疏于

安全管理，所运载液氯的生产和销售单位山东沂州水泥集团化工公司无
安全生产许可证

—     运输中心未履行监督和检查职责，未及时纠正车主使用报废轮胎和车辆
超载行为

—    押运员无工作资质，未参加相关培训和考核，不具备押运危险化学品资
质，不具备危险化学品运输知识和相应的应急处置能力，导致伤亡事故
损失扩大。

事故直接原因
—   车辆核载重为15吨，实载40.44吨，超载169.9%
—   使用报废轮胎，安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导致左前轮爆胎，行驶过程

中槽罐车侧倾，致使液氯泄漏
— 肇事车驾驶员、押运员在事故后逃离现场，未及时报警



监管部门重大安全隐患的车辆安全监管的四个环节：
    一是车辆超载。这辆槽罐车出厂标示吨位为15吨,在挂牌时公安部门出具

的允许吨位也是15吨。但质检部门监制的槽罐却是40吨。
    二是车辆挂靠。按照国家规定,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运输企业不允许搞车辆

挂靠,但济宁这家企业105辆车全都是挂靠的。
    三是车辆上路。按照有关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每次上路前都要办

理各种通行证,但这辆车却是办一次可以管上一个月。
    四是车辆安全性。这辆车至少有3个轮胎临近报废,但却仍在从事危险品的

运输。另据了解,这辆车挂靠的企业曾被当地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下发过
两次整改通知书。 

问题与启示1：
    ——现状：谁都在管但谁都没管好



根源还是监管不到位。由于危险品运输管理涉及多部门多行业：

   —  一些部门擅自降低国家标准甚至以部门标准或行业标准来取代
国家标准,人为降低运输企业安全门槛,导致大量安全系数低的企
业也从事危险品的运输。

   — 一些行业监管部门,明明知道一些企业不符合安全标准,但为了多
收费,照样放车放人。

   — 一些部门以罚款取代停业整顿,结果企业隐患长期得不到纠正,有
的最终酿成大祸,付出了血的代价。 

问题与启示2：
    ——根源：管理混乱是监管不到位



2006年8月10日，
九龙镇某企业清洁
员工在实验室搞卫
生时，看见地面有
胶滴污渍，就用丙
酮来除污。突然发
生闪燃将该员工的
衣服烧着。经医院
诊断为2度烧伤，
面积约为31％。

火警现场

   案例三、使用事故



事故原因：
因物理实验室内的熔锡炉正
在使用，处于高温状态。当
丙酮在空气中的浓度超过闪
点时，发生闪燃，导致起火
。

清洁用具

清洁用具



§ 2006年3月13日，永和
区某企业厂区内的废
水处理槽里面的液碱
泵因输出管道被堵塞
而发生故障。当班的
废水处理员在没有佩
带护目镜的情况下，
用螺丝刀撬开堵塞物
，管内浓度为50％的
液碱突然在残留的压
力作用下喷出来，溅
入其双眼，造成双眼
重度烧伤。 

   案例四、使用事故



事故原因：
忽视劳动防护用品的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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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事故基本规律2



年份 发生地 事故
类型 

化学品 死亡 受伤 备注 

1978 西班牙 运输 丙烯 216 200 
1979 温州 中毒 氯气 59 779 
1979 吉林 爆炸 液化气 32 54 
1981 委内瑞拉 爆炸 石油 143 1000 
1981 墨西哥 爆炸 液化气 600 7000 
1984 印度 中毒 MIC 3800 15万
1989 前苏联 爆炸 可燃气体 645 

部分危险化学品事故一览 



年份 发生地 事故
类型 

化学品 死亡 受伤 备注 

1989 前苏联 爆炸 可燃气体 645 
1991 江西 中毒 一甲胺 39 665 
1992 长寿 爆炸 烟花 22 18 
1993 深圳 爆炸 危化品 15 200 损2.5亿 

1997 巴基斯坦 泄漏 氨 20 1万 

1997 北京 爆炸 乙烯 9 损1亿多 
2003 开县 中毒 硫化氢 243 
2005 吉林 爆炸 苯 6 污染水体 



1.在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

　　危险化学品从出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涉及生产、使用
、储存、经营、运输、废弃等6个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有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相比其它行业有很大的不同，如煤炭行
业一般只有在生产环节易发生事故，而在其他环节相对不易
发生事故。

2.复杂性
　　化学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半成
品和成品，绝大多数属易燃、可燃物质。

3.突发性强

　　总体上说，事故都具有突发的特点，特别是在危化品事
故尤其明显。危化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对温度、压力等参
数的要求很严格。同时，危化品和其它物质之间还会发生化
学反应，使系统温度或压力陡然升高，引发突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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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扩散性
　　燃烧、爆炸、泄漏等很容易造成化学品扩散，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量
大，涉及范围很广。如温州电化厂“7.13”爆炸事故，就有10.2吨液氯泄漏
汽化，并呈60°扇形向下风向扩散，波及范围7.35平方公里。重庆天原化
工厂爆炸事故，也造成氯气泄漏，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15万群众被紧急
疏散。同时，为预防用于冲释氯气的消防水可能造成的入江影响，暂时
停止了江北水厂的取水。

5.连锁性
　　化学品生产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连续的过程，系统中的各个因素如
装置之间和物料反应等都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同时，生产过程工艺技术复杂，运行条件异常苛刻，这些对
石化生产设备的制造、维护以及人员素质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一个微小
的不正常的化学反应可能引发一个特大的爆炸事故；一个设备的事故可
能引发另一个工序的事故，一个工厂的事故可能殃及邻近工厂发生事故
，一个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就像多米诺骨牌，引起连锁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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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易发
　　夏季气温高、雨水多，许多危险化学品受热、受潮后易发生分解，
特别是性质不稳定而又容易分解的危险化学品，更易产生热量或释放出
可燃气体，从而造成火灾或爆炸。据统计，夏季的化学品事故比较多发
，所以每年在这个季节，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都对危化品进行严密监管
，加强防范。

7.伤害形式特殊
　　有些化学事故通常是灾难性的事故，伤害形式特殊，后果非常严重
。如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联合碳公司位于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
市的农药厂发生甲基异氰酸酯储罐泄漏，近40吨甲基异氰酸酯及其反应
物从农药厂冲向天空，顺着每小时4海里的西北风向东南方向的市区飘
去。霎时间，毒气弥漫，覆盖了25英里的市区范围。比重超过空气的高
温甲基异氰酸酯蒸汽迅速凝结成雾状，贴近地面飘逸，迅猛吞噬人、畜
的生命。这起灾难造成2500人死亡，25万人受伤中毒。

8.救援难度大
　　危化品方面的事故，既需要有专门的救援队伍，也需要专门的知识
技能。有些危化品事故不仅动用了大量的消防干部，而且还动用了武警
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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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安全管理技术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是一

份关于危险化学品燃爆、毒

性和环境危害以及安全使用

、泄漏应急处置、主要理化

参数、法律法规等方面信息

的综合性文件。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国际   

上称作化学品安全信息卡，

简称MSDS或CSDS。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是化学品安全生产、安全

流通、   安全使用的指导

性文件;

●是应急作业人员进行应急

作业时   的技术指南;

●为制订危险化学品安全操

作规   程提供技术信息;

●是企业进行安全教育的重

要内容。

3.1、危险化学品危害识别与控制



管理控制
           
                    

危害识别

培训教育

医学监督

接触监测

废物处理

安全处理与使用

安全传送

安全贮存

安全技术说明书

安全标签



操
作
控
制

           替    代

     用无毒、低毒替代高毒、剧毒，用可燃物替代易燃物

             隔    离
               拉开作业人员与危险源之间的距离

           通   风
             降低作业场所中有害气体、蒸气、粉尘的浓度

                          个体防护
               正确选择和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卫    生 
         保持作业场所清洁    作业人员的个人卫生

       变更工艺
选用可将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的技术



3.2、预防管理

  本质安全

§ 周边距离和平面布置：安全条件论证，平面布置符合规
范；

§ 主要工艺技术和设备装置：

§ 自动控制和其他安全设施：药水、药液自动添加等

§ 公用工程、辅助设施和作业环境：与主装置匹配；危
险性大的储罐要有液面远传和连锁；有事故废水收容设施



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台帐

§ 重点安全管理制度：责任制、危险作业（动火、进入受限
空间、安全检修）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管理、重点部位
和关键装置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

§ 安全操作规程：危险物质、控制指标、控制措施

§ 安全台帐：隐患整改、培训教育、特种设备、重大危险源
、关键装置和重点部位管理



安全培训教育

§ 培训教育情况

§ 培训基本危险化学品的基础知识；

§ 培训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措施；

§ 培训危险化学品人员救护技术

§ 培训危险化学品法律要求



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

§ 安全检查重点：主要反应装置、重大危险源、易燃易爆和剧毒
高毒物品储存，检查设备、控制、监控、人员应知应会和防
护、救护用品情况

§ 安全检查方式：综合检查和专业检查；日常检查和季节检查；
公司（厂）、车间、班组检查；上级监督检查等

§ 安全检查周期：公司（厂）每年不少于4次，车间每月不少于1
次，班组每周不少于1次，交接班检查，实际上远多于这些

§ 隐患整改：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风险分析，找出轻重缓急；对
不同的隐患提出不同的整改要求 （定项目名称、整改要求、
负责人、资金和完成时间）—复查、评估



§ 1）作业环境：首先知道该企业有哪些危险化学

品、风向标、出口、道路上方有无滴漏、道路、

照明、

§ 2）工艺设备、建构筑物、 电气仪表、避雷、防

静电、电讯、消防器材 严格符合相关的规范或

标准的要求。 

3.3、现场管理



§ 3）危险化学品储运：

§ 遵循《仓库防火管理规则》、《常用化学品危险储

存通则》（GB15603—1995）、《腐蚀性商品储存

养护技术条件》（GB17915—2013）、《毒害性商

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6—2013）等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 



§ 危险化学品必须储存在经相关部门批准的专门的库房中，要

标明允许储存的名称和数量；

   存储的危险化学品要有明显的标志，并符合GB190《安全标

志》的要求；

   灭火方法不同或互相起化学反应的物品不能混存；

§ 罐区：有无围堰，管线阀门是否在围堰外，有无可靠的液位

显示；

   配备消防器材和个人防护用品；

   明确管理人员及责任，定期检查；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有无禁火标志 。



§ 4） 现场作业：

§ 对操作工：巡回检查记录、穿戴、防护

§ 检维修：工作安排（通知单）、风险评估、对策措

施。

§  进入有限空间：氮气窒息、高处作业、动土、断路

、吊装、电气作业、检修作业等。

§ 5） 安全生产设施:（现在分三类：预防、控制、消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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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4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要点

§ 不同的化学品事故处置方法不一样；

§ 控制危险源，最大限度地将事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
围；

§ 抢救受害人员，最大限度地保护人； 
§ 指导员工防护，组织员工撤离；

§ 做好现场清消，消除危害后果；



§ 处置程序

§ 查明事故基本情况，确认危险物质是否仍在泄漏，

找到泄露点，判明泄漏物质的主要危险性；

§ 先控制，力争事故范围不再扩大：堵、围、栏；

§ 若事故仍在扩大，泄漏物质量超过事故堤，应打开

事故堤阀门，将泄漏物质经下水道引入设定的事故

池;

§ 若需装置停车，按企业紧急停车规程进行。 



§ 注意事项：
§ 发生事故先报警；

§ 做好个人防护：无论泄漏物质是否有毒，现场人员都应佩戴防护用品；

§ 处置事故不得少于两人；

§ 处置人员应从上风向或侧风向进入；

§ 若有毒物质扩散，应先稀释降低浓度，判明物质的比重，若比空气重，人员不能

站在低处；

§ 若泄漏物质易挥发，且具有燃烧爆炸特性，立即杜绝现场火源，所有电

气设施、开关不能启闭，通讯、照明用防爆工具；

§ 可燃气体着火，先断气源后灭火；

§ 车辆安全停靠，不能停靠在高压线下或地沟上，车头朝向撤离方向； 



§ 注意观察现场情况的变化。若发现新的危险因素

如建筑物变形、出现新的泄露点且可燃气体或可

燃液体在扩散、滑坡等，压力容器钢瓶等有爆炸

的前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钢瓶爆炸前兆;反

应器发出异常响声、受火威胁且有物料的容器发

生抖动并有嗡嗡的响声。

§ 救援结束，所有衣物工具都要洗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