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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

通知》，通知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做

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十分重要。要坚持底线思维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深入排查危化品

重大隐患，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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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  1月6日至7日，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 ：
全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推进应急管理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

u1月13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召开岁末年
初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全力防控重大安全风
险，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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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要求落实防范安全风险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平安的春节、

为今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创造良好环境。 

u岁末年初，历来是化工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期，且今年与往年相比，受市场、疫情、

天气等不利影响，安全生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任务更为艰巨

繁重。

u机遇与挑战并从，全国化工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u1月15日，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危化品安全监管工作视频会议，对岁末年初危化品安全生

产进行了强调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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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三十四条新增内容
如下：

•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 （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
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 （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
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

• （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
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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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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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风险分析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岁末年初，气候干燥寒冷，多地寒潮来袭，雨雪、冰冻、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增多。
给危化品生产、储存、经营等环节带来不利影响。

安全生产的工作重点：防冻防凝、防火、防中毒、防静电。

难点：一些企业年终岁末赶进度、开停车等活动频繁，员工思乡恋家思想波动、疲劳上
岗极易诱发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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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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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静设备、仪表、电气设备的
防冻防凝。

设备管理

2特殊作业管理
各类特殊作业的安全管理及措
施落实是否符合规范要求；风
险是否识别全面、措施落实到
位。

3

应急物资配备是否齐全，是否
处于完好有效的适用状态，是
否定期进行检查。

 应急管理

4

       

人员管理

5

工艺管理
生产工艺指标的规范操作是否严格
执行，操作规程的贯彻落实与控制
情况，变更后的工艺是否有工艺流
程图，职工是否掌握工艺流程及相
关控制指标。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 化工企业安全管理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加强工艺
纪律管理，强化巡回检查，掌
握应急处置措施，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冰雪天气防滑、防冰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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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2011年1月19日，某企业重油催化装置稳定单元发生闪爆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轻
伤。

u直接原因：重油催化装置稳定单元重沸

器壳程下部入口管线上的低点排凝阀，

因固定阀杆螺母压盖的焊点开裂，阀门

闸板失去固定，阀门失效，脱乙烷汽油

泄漏、挥发，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因喷射产生静电发生爆炸。

 某石化企业“1•19”重油催化装置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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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冻措施不足，冻坏蒸汽总阀阀体

• 2000年冬天，某厂造气岗位检修2#炉时，把二楼楼后蒸汽总阀关死，总蒸阀门落下，由于
天气很冷，入炉蒸汽总管内存有冷凝水，因楼后蒸汽总阀内漏，导致管道内冷凝水串到了
总蒸阀门处，因长时间不进行排水，使此处的积水结冰，造成总蒸汽阀体冻裂，被迫更换
阀体。

• 原因：造气岗位上的阀门阀体全部是生铁，只要存水、保温不好，就会结冰，由于水结冰
后会膨胀，很容易把阀体冻裂。

• 防范措施：在停炉检修或停炉备机时，必须采取有效的防冻措施，定期通蒸汽，或开小通
蒸汽预热，确保阀门处不积水不冻坏。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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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石化公司石油二厂“2•21”中毒事故

• 某年2月21日，某石化公司石油二厂催化裂化装置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事故导致13人中
毒，其中4人死亡。

•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操作人员在对相关管线进行防冻排液处理时，未关闭管线上的阀门即
打开泵出口阀和排凝阀排液，在进料管线内酸性水排放完后，汽提塔内的硫化氢经进料管
线从泵的排凝阀处排出，迅速弥漫整个泵房，致使在泵房更衣室的4名劳务女工中毒，在救
援过程中又有9人不同程度的中毒。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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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液位计被冻，导致储罐液位抽空，工段停车4小时

u事故原因：11月20日早，某企业储罐液位计显示50%左右，但操作工发现泵震动较大，下
游无流量，认为泵有问题，倒副泵后，情况依然如此，最终导致整个工段停车后检查储罐里
已经没有介质，实际液位为0，后检查发现远传液位计被冻，无法工作。

u事故后果：造成工段停车4小时

u防范措施：

   1、经常检查液位计显示情况，特别是DCS趋势

         为一直线长期无变化时，应立即通知仪表及

         巡检工现场确认，冬季尤其如此。 

   2、冬季做好仪表保温伴热工作，现场加强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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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烧嘴冷却水流量计前后流量差大，导致气化炉停车

• 事故原因：某年12月20日中午，某企业烧嘴冷却水流量计三选二故障联锁，导致气化炉
停车，经过检查发现现场入口流量计被冻，流量计安装在气化炉两侧，本身气化炉辐射
热量较高，但当天降温气温较低，大概在零下23度左右，并且保温箱的门没有关好，在
停车前十分钟一个流量计超上限，但操作工未发现，导致三选二联锁停车。

• 事故后果：造成工段停车6小时，气化炉重新开车一次。

• 防范措施：

• 1、冬季做好仪表保温伴热工作，现场加强巡检，对重要仪表即使在室内也必须做好保温。

• 2、中控操作工加强巡检，对重要报警及时联系仪表人员处理，紧急情况先切除连锁。

（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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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建立防冻防凝台账，编制防冻防凝检查（巡检）记录，采用定人、定点、定路线的方式
巡回检查。

2.检查压力容器及管线阀门的保温伴热系统情况，确保低温时保温伴热系统工作正常。

3.检查疏水器、导淋阀，要完好通畅。

4.各蒸汽管上的导淋阀要微开，要保证有少量蒸汽排出。检查蒸汽冷凝液无死水段，管道
低部位和管线无死点。

5.保持静设备地面、平台、储罐顶部等位置的清洁，不存在积水现象以防止结冰。

6.压力容器各脱水罐要保温良好，排水口完好通畅,并定期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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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7.检查常压储罐保温伴热的完好情况，确保保温伴热系统工作正常。

8.检查呼吸阀、液位计等安全附件的完好情况，根据温度变化情况，提高检查频次和质量。

9.重点做好常压储罐呼吸阀的防冻防凝工作措施，禁止为防止呼吸阀冻结采取敞开密封面的
方式（吸入空气，造成火灾爆炸事故发生）。确保冬季既要防冻防凝，又能确保储罐
大小呼吸正常。

10.闲置或临时停用的设备、管线具备倒空条件的应将物料倒空，不具备倒空条件的要采取
防冻凝措施；停用的水冷器除采取设备停用保护措施外，还应对循环水管线采取防冻
凝措施（消防炮一律炮口朝下，排空炮内存水，以防冻坏；检查并完善消防炮、消防
喷淋管线地上裸露部分及各生产装置的室外消防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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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1.做好介质含水发生的冻凝事件的预防，对有凝液风险的长距离管道应采取可靠的排凝或
伴热措施，避免冻堵；终端排液罐要控制好液位，保温、伴热确保完好，既要确保不
发生冻凝，又要避免凝液夹带冲击后序系统。

12.检查设备、管线、管架、建构物特别是轻质屋顶的牢固情况，具有风载、雪载、防冻雨
的能力。

13. 安全附件完好投用。安全阀前后接管物料无结晶、冻凝情况，压力表导压管要保温良好，
现场液位计要保温、伴热、防止冻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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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备管理--防冻防凝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4.检查高温油泵、轻烃泵机械密封系统及安全保护设施的运行情况，加强密封液罐液位的
监控。

15.检查机泵机械密封冲洗线是否畅通，检查转动设备冷却水复线阀门是否微开。临时切除
的水泵，保证泵出入口阀门关闭严密，对出入口阀门关闭不严密的要加盲板或导淋阀
常开。

16.检查机组、机泵润滑油系统伴热设施是否完好备用（根据物理特性，温度低的时候，机
油的运动粘度就会变大，会造成车辆启动困难或者油耗增加，还会造成磨损。而当温
度高的时候，机油的运动粘度会降低，造成机油的使用寿命差。所以，冬季一般选择
机油运动粘度低一些的） 。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工生产装置设置双重电源供电

自动化控制系统设置不间断电源

提高化工装置重要负荷和控制系统的安全性

硬
件

（二）  设备管理--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电气设备设施安全操作、维护、检修工作的开展，电源系统安全可靠性分析和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的开展，防爆电气设备、线路检查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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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1日，内蒙古立信化

工对硝基苯胺车间反应釜爆炸，造成2
人遇难，4人受伤。经查，企业在应急
电源不完备的情况下擅自复产，由于
大雪天气，工业园区全面停电，企业
应急电源无法使用，致使对硝基苯胺
车间反应釜无法冷却降温，发生爆炸。

（二）  设备管理--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7〕121号
14 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

供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设置不间断电源。

电源保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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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备管理--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检查户外开关机构箱、端子箱封闭完好，采取措施防止雨、雪侵入及受潮、淋水、结冰引
发绝缘下降等问题，完善配电装置绝缘防护措施。

2.检查户外电动机接线盒、冷却风道等防雨防渗漏水情况，杜绝线圈、引线受潮短路故障发
生。

3.检查电力变压器等充油设备的油位是否正确，检查六氟化硫电气设备气体压力及充油电缆
油压是否正常。

电气设备防冻防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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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备管理—仪表设备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 1.加强仪表风干燥系统运行管理，确保仪表风露点、杂质含量满足使用要求。

u 2.检查落实防冻液品质，确保防冻液品质符合使用要求。

u 3.定期对仪表风以及易带液气体介质的集中排凝，对隔离液系统进行检查、集中充灌。

u 4.检查仪表保温、伴热系统存在的隐患，要做好仪表、控制阀及电磁阀等附件进线口、
进气口、排气孔防进水、防结冰情况检查。检修装置在检修期间打开的仪表保温要及
时恢复，动改的伴热系统要确保施工质量，全面做好保温、伴热系统检查。

u 5.做好仪表设备耐低温条件排查，及时掌握了解现场仪表适用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和低

温下工作性能变化情况，提前做好预防性维护整改工作。 

仪表设备防冻防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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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某化工厂尿素装置“1•3”爆炸事故

• 某年1月3日，某化工厂尿素装置1台惰性气体洗涤器、2台液氨冷凝器、1台液氨缓冲
槽发生爆炸，造成3人重伤、14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497.8万元。

• 直接原因：由于冬季低温，氨的回收率较高，冷凝气中氢、氧比例相对增加达到爆炸
范围，气体与阀体摩擦产生的静电引发剧烈爆炸。

• 防范措施：冬季寒冷工艺条件发生变化，及时修订操作规程，确定工艺参数，并组织
员工及时学习。

• 文件要求：《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
〔2013〕88号）规定：操作规程应及时反映安全生产信息、安全要求和注意事项
的变化。企业每年要对操作规程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至少每3年要对操作
规程进行审核修订；当工艺技术、设备发生重大变更时，要及时审核修订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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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制氧装置空冷塔液位计故障造成分子筛带水事故

• 事故原因：空冷塔液位计采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变送器故障后输出一个值，这个值小于液
位控制器设定值，使得液位调节阀一直往空冷塔里大开度加水，造成空冷塔液位过高，使
得空气带有大量的水进入了分子筛。

• 造成制氧装置停产。

• 防范措施：变送器出故障很难在巡检中发现，

   这种情况下在DCS趋势为直线长期无变化时，

   工艺应立即到现场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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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某企业钯碳氢化锅R2101B的实际操作过程与企业操作规程不
一致（未按照操作规程:投氢气前进行2次氮气置换，没有氧含
量分析数值）；

u控制室内张贴的操作规程与企业编制的操作规程文本不一致； 

u电捕焦油器氧含量控制：文本操作规程氧含量控制在2%，控制
室张贴的氧含量控制在1.5%，而DCS系统设置的是多少呢？

4%

查一查我们自己的企业有没有上述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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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2008）第11.1.16条  电捕焦油器应设连续式自动氧含量
分析仪，并与电捕焦油器电源联锁。煤气含氧量超过1.0%时报警，超过2.0％自动断电。

u《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第5.4.3.2条  电捕焦油器位于鼓风机后时，
应设泄爆装置。煤气冷却、净化系统的设备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煤气冷却及净化系统中的各种塔器，应设有吹扫用的蒸汽管；

——各种塔器的人口和出口管道上应设有压力计和温度计；

——塔器的排油管应装阀门，油管浸入溢油槽中，其油封有效高度为计算压力加500mm；

——电捕焦油器应遵守本规程5.1.3.10的有关规定。但电捕焦油器设在抽气机前时，煤气入
口压力允许负压，可不设泄爆装置。在鼓风机后，应设泄爆装置，设自动的连续式氧含量分
析仪，煤气含氧量达1％时报警，达2％时切断电源。电捕焦油器应设连续式自动氧含量分
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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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某企业在专家检查时被查出操作规程中的温度控制值与DCS和SIS系统不一致，企业在
操作规程文本中将温度值修改统一，但DCS和SIS系统上查看，发现系统上的控制和联
锁值与操作规程仍不一致，操作规程要求115℃联锁，SIS上设145℃联锁。

                        如此隐患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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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1）操作规程与工艺卡片是否满足目前生产要求（如工艺技术、设备设施是否发生过
重大变更）？检查其适应性和有效性（工艺卡片的形式明确对工艺和设备安全操作的工
艺指标）。

u（2）操作规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初始开车、正常操作、临时操作、应急操作、正常停车、紧急停车等各个操作阶
段的操作步骤；

       b） 正常工况控制范围、偏离正常工况的后果；纠正或防止偏离正常工况的步骤；

       c） 安全、健康和环境相关的事项。如危险化学品的特性与危害、防止暴露的必要措
施、发生身体接触或暴露后的处理措施、安全系统及其功能（联锁、监测和抑制系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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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3）生产岗位是否有操作规程？

u（4）节前以岗位班组为单位对操作规程组织培训和考核。

u（5）应根据防冻防凝工作方案中的防冻防凝点，编制防冻防凝检查（巡检）记录，采
用定人、定点、定路线的方式巡回检查，对检查（巡检）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处理和
上报。

u（6）特别要高度重视液态烃球罐二次脱水罐、液位计等安全设施和伴热系统的巡回检
查，在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下，提高检查频次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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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制氢装置 PSA 变压吸附工段多个床层下线停车
u事故原因:

          仪表风中含水气量大，天气突然变冷时，易产生水气冷凝现象，导致电磁阀带水，进
料调节阀关闭，造成停车。

u事故后果:

          造成工段停车24小时。

u防范措施:

          变压吸附厂房里加伴热管，同时把进出口的房门加保温门帘，故障现象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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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分享检查常遇到的问题：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未独立于其他系统单独设置。

   GB 50493-2009中 第3.0.9条：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宜独立设置。
GB/T 50493-2019第3.0.8条：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独立于其他系统单独
设置。

◆条文说明：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不能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合并设计，是为了保证工
艺装置生产过程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或停用时，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仍能正常
工作。 
         2014年国家安监总局安监总管三[2014]116号文中也明确要求：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系统应独立设置。因此，本标准修订时，参照 GB50116和安监总管三
[2014]116号文有关要求，对GDS的设置要求进行了重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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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艺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 擅自摘除联锁装置：控制系统显示
大车联锁解除。

• 《焦化安全规程》（GB 12710-
2008）第10.2.2条   推焦机、拦焦
机和电机车之间，应有通话、信号
联系和联锁，并应严格按信号逻辑
关系操作，不应擅自解除联锁。

大车联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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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动火--某公司“1•27”闪爆事故

       2018年1月24日11时20分左右，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恒泽煤化有限公司18万吨/年焦油
加工环保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闪爆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

       事故直接原因是有关作业人员严重违规操作，在没有取得动火许可证、没有采取安全措
施和监管人员未到位情况下，擅自违章使用明火烘烤法兰螺丝，引发沥青高置槽内部的挥发
性可燃气体闪爆。

（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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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30871-2014 ）规定：固定动火
区外的动火作业一般分为二级动火、一
级动火、特殊动火三个级别，遇节假日、
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动火作业应升级
管理。

节假日非必须，不安排特殊作业。

1.动火：产生明火、阴火，且周边存在易爆物；
2.临时用电：产生电弧或电火花，且周边存在易爆
物；
3.盲板抽堵：意外泄漏易燃易爆物，遇明火或能量； 
4.进入受限空间：受限空间存在易爆物，金属撞击、
摩擦产生火花；
5.破土：破坏地下管道，致易燃易爆物泄漏，遇明
火或能量；
6.吊装：造成空中管道破坏、泄漏易燃易爆物，遇
明火或能量；
7.其他化工检修：易燃易爆物泄漏或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易燃易爆物，遇明火或能量；与水等物质发生
剧烈的化学反应；水、有机溶剂等液体与高温物质
接触剧烈汽化 ；火灾施救不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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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动火作业负责人，受限空
间、盲板抽堵、高处作业、
吊装作业的作业单位负责
人，临时用电、动土、断
路作业单位意见的签字人；
三个栏目—作业人变化、
作业环境变化进行再教育

谁来教育？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 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往往带
有盲板抽堵作业。

在容器上动火

危险源：
  压力，温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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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确保所有隔离到位（上锁/挂牌）
•  使用危险挂牌/上锁，防止人员误操作设备，导致

作业现场人员受伤、环境或设备受到破坏。

• 挂牌/上锁挂在诸如开关、阀门等装置上，隔离危
害（如电力、空气、化学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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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u 2006年2月20日，某化工集团甲醇分公司合成氨装置火炬系统水封罐检修过程中发生氮气
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

u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作业人员在检查火炬系统伴热管线冻堵泄漏情况时，发现水封罐地坑
内有积水，在既不知道罐内有何介质，又没有检测分析的情况下，进入卧式阻火器水封罐
中，吸入用于吹扫的氮气窒息。人孔处两名监护人员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先
后盲目进罐救人，最终导致3人窒息死亡。

u防范措施：蒸汽管上的导淋阀要微开，要保证有少量蒸汽排出。蒸汽冷凝液无死水段，管
道低部位和管线无死点。受限空间作业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

  火炬系统伴热管线冻堵泄漏，处理不当3人死亡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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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作业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特殊作业管理--安全作业证的办理、审批（会签）、审批部门（人）

安全作业证种类 办理部门 审核或会签 审批部门（人）
动火证 特殊动火作业 作业单位 — 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

一级动火作业 — 安全管理部门
二级动火作业 — 动火点所在车间

受限空间证 作业单位 — 受限空间所在单位
盲板抽堵证 生产车间（分厂） 作业单位 生产部门
高处作业证 一级高处作业 作业单位 — 设备管理部门

二级、三级高处作业 车间 设备管理部门

特级高处作业 安全管理部门 主管厂长
吊装证 一级吊装作业 作业单位 — 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

二级、三级吊装作业 作业单位 — 设备管理部门

临时用电证 作业单位 配送电单位 动力部门
动土证 动土所在单位 水、点、汽、工艺、

设备、消防、
安全管理等部门

工程管理部门

断路证 断路所在单位 消防、安全管理部门 64
工程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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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摒弃凭经验、靠口头、缺乏程序约束的“自选动作”，
做细、做实符合工艺要求的 “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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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 2005年11月13日，中国石
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硝
基苯精馏塔发生爆炸，造成
8人死亡，60人受伤，并引
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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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 事故概况：

　　   2005年11月13日，因苯胺二车间硝基苯精馏塔塔釜蒸发量不足、循环不畅，替休假
内操顶岗操作的二班班长徐某组织停硝基苯初馏塔和硝基苯精馏塔进料，排放硝基苯精馏
塔塔釜残液，降低塔釜液位。10时10分，徐某组织人员进行排残液操作。在进行该项操
作前，错误地停止了硝基苯初馏塔T101进料，没有按照规程要求关闭硝基苯进料预热器
E102加热蒸汽阀，导致进料温度升高，在15分钟时间内温度超过150℃量程上限。11时
35分左右，徐某回到控制室发现超温，关闭了硝基苯进料预热器蒸汽阀，硝基苯初馏塔
进料温度开始下降至正常值。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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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3时21分，在组织T101进料时，再一次错误操作，没有按照“先冷后热”的原则进行操
作，而是先开启进料预热器的加热蒸汽阀，7分钟后，进料预热器温度再次超过150℃量程上
限。13时34分启动了硝基苯初馏塔进料泵向进料预热器输送粗硝基苯，当温度较低的26℃粗
硝基苯进入超温的进料预热器后，由于温差较大，加之物料急剧气化，造成预热器及进料管
线法兰松动，导致系统密封不严，空气被吸入到系统内，与T101塔内可燃气体形成爆炸性气
体混合物，引发硝基苯初馏塔和硝基苯精馏塔相继发生爆炸。5次较大爆炸，造成装置内2个
塔、12个罐及部分管线、罐区围堰破损，大量物料除爆炸燃烧外，部分物料在短时间内通过
装置周围的雨排水口和清净下水井由东10号线进入松花江，引发了重大水污染事件。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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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事故原因：

• 由于操作工在停硝基苯初馏塔进料时，没有将应关闭的硝基苯进料预热器加热蒸汽阀关闭，
导致硝基苯初馏塔进料温度长时间超温；

• 恢复进料时，操作工本应该按操作规程先进料、后加热的顺序进行，结果出现误操作，先
开启进料预热器的加热蒸汽阀，使进料预热器温度再次出现升温。

• 7分钟后，进料预热器温度超过150℃量程上限。

• 13时34分启动硝基苯初馏塔进料泵向进料预热器输送粗硝基苯，当温度较低的26℃粗硝基
苯进入超温的进料预热器后，出现突沸并产生剧烈振动，造成预热器及进料管线法兰松动，
造成密封不严，空气吸入系统内，随之空气和突沸形成的气化物，被抽入负压运行的硝基
苯初馏塔，引发硝基苯初馏塔爆炸。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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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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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        操作工从9时30分到12时35分左右，3号气化炉连续6个点的手写记录都是
1293℃(该表最大量程为1800℃)，而实际上，10时最低的一点温度已达到1386℃，超过
了允许的最高操作温度(正常指标为≤1380℃)。11时3号气化炉三点温度分别升至1548℃、
1566℃、1692℃;12时3号气化炉三点温度分别升至1656℃和1800℃以上。由于3号气化
炉长时间超温、长时间过氧，值岗主操作工长达3个小时没有监控炉温测量表，没有及时
发现并处理气化炉内温度逐渐升高的异常状况，做“假记录”，造成系统严重过氧，致

使2号终洗塔爆炸。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11·13”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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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某公司“1•18”爆炸事故

• 2014年1月18日，某公司甲醇合成系统供水泵房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255万元。

• 直接原因：当班岗位操作工在排液结束后，未能关严精醇外送阀门，且回流管阀门开
度过大，导致净醇塔内稀醇降至控制液位以下。接班操作工也未发现净醇塔底部稀醇
液位低于控制线，导致高压工艺气体回流到稀醇罐（常压罐），造成稀醇罐与回流管
线连接处断裂，致使大量可燃混合气体（以H2为主）迅速充满供水泵房，达到爆炸极
限，受静电引燃后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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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浙江临海市华邦医药化工公司“1•3”爆炸事故

• 2017年1月3日8时50分许，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C4车
间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万
元。

• 直接原因：开始减压蒸馏时甲苯未蒸出，当班工人擅自加大
蒸汽开量且违规使用蒸汽旁路通道，致使主通道气动阀门自
动切断装置失去作用。蒸汽开量过大，外加未反应原料继续
反应放热，釜内温度不断上升，并超过反应产物(含乳清酸)分
解温度105℃。反应产物(含乳清酸)急剧分解放热，体系压力、
温度迅速上升，最终导致反应釜超压物理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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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浙江临海市华邦医药化工公司“1•3”爆炸事故
• 间接原因

　　1.华邦公司对蒸汽旁通阀管控不到位,既未采取加锁
等杜绝使用措施,也未在旁通阀上设置警示标志,在作业
工人违规使用蒸汽旁路通道时，未能发现并纠正,致使
反应釜温度和蒸汽联锁切断装置失去作用。
　　2.华邦公司未对DDH生产工艺进行风险论证，未掌
握环合反应产物温度达到105°C会剧烈分解，反应釜内
压力会急剧上升；对生产工艺关键节点控制不到位，批
准使用的环合反应安全操作规程未能细化浓缩蒸馏操作，
未规定操作复合程序，且操作规程部分内容与设计工艺
实际操作内容不相符，编写存在错误，规程操作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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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员管理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防止人身伤害事故发生

• 防冻伤：职工在工作中要按要求正确穿戴，防寒服要系严领口、袖口，防寒安全帽要系牢帽
带。

• 防滑跌：生产岗位上的各种楼梯和道路遇到遇到雨水或积雪易结冰，职工上下梯子或行走时
容易滑倒摔伤，因此，应注意及时清扫梯子或巡检路上的雨水或积雪，特别是装置上的楼梯，
部分为钢铁框架，很容易造成摔落导致伤害。除及时打扫以外，还要及时铺设麻袋、草垫等，
必要时撒除雪剂。户外登高作业，要严格检查设备、设施，增加必要的防滑措施。登高作业
者脚步要放平稳，抓牢扶手，严禁将手插在口袋或背手上下梯子。

• 防中毒和窒息：由于冬季寒冷，装置区操作间门关的一般都比较严实，这样易有毒害气体的
集聚，因此，要定时做好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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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保障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应急处置失误
    2005年2月24日，江苏天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醇二甲醚反应釜发生爆炸，造成6

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乙二醇单甲醚的加料速度过快，导致反应釜
内温度和压力急剧上升，操作人员发现后，采取了错误的应急处置措施，将反应釜
固体投料口上的闸阀打开，反应釜内的氢气从闸阀口高速冲出，被高速气流产生的
静电火花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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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保障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应急管理检查重点

• （1）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熟悉应急程序；组织现场
处置方案组织演练，熟悉应急处置措施及逃生线路；

• （2）组织异常工况处理的手指口述；

• （3）应急救援装备、物资、器材、设施配备是否齐全和
维护是否到位；是否便于取用；消防系统运行维护情况；

• （4）应急物资分布图；

• （5）建立“应急百宝箱”放置有平面布置图、人员分布
图、消防设施、应急物质分布图、应急预案等发生事故急
需的资料放置随时可取可用的位置，且不能被他人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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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保障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6）制定应对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预案

• 企业遇到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要加强值班力量，安排懂生产、各专业业务素质高
的人员值班，提高处理防冻防凝事故的能力。

• 企业应组织防冻防凝工作方案和应对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预案专项培
训，提高职工开展防冻防凝工作的技能和应对气温骤降等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能
力。

（7）企业开展防冻防凝工作过程中，不得因防冻防凝停球罐事故注水、消防水系统等
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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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产复工开停车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春节复工复产期间燃爆事故

u2017年2月8日，安徽铜陵恒兴化工公司溶剂罐发生燃爆事故。该公司为准备恢复生产，

从2017年2月4日起，利用蒸汽对溶剂油罐内物料进行加热升温。

u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加热蒸汽管道上的一道阀门未完全关闭，造成罐内溶剂油温超高，溶

剂油汽化导致压力增大，汽、液态溶剂油从罐内喷出，遇点火源引起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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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产复工开停车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某公司二期煤制氢装置蒸汽过热炉“2·18”闪爆事故

• 2019年2月18日，某石化公司二期煤制氢装置，因蒸汽过热炉751-SH-101A故障，计划
投用101B，在长明灯点火时，引起炉膛内天然气爆炸性混合物发生闪爆，造成1人死亡，
1人受伤。

• 直接原因是来自天然气总管的天然气，经由开启的燃料气主管线联锁切断阀和自动调节阀
的副线阀，从打开的5个烧嘴双阀进入炉膛，当火把从点火孔伸入炉膛时，引起爆炸。

• 间接原因是：未对炉膛进行吹扫，未对炉膛内气体进行采样，违反操作规程在仪表联校时
提前打开联锁切断阀，未执行消项操作，未确认点火状况。

•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特别强调了：在单台设备交付检维修前与
检维修后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安全条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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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产复工开停车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u根据美国化学品安全委员会（CSB）的统计，开车期间的过程

安全事故约占总的过程安全事故的8%。如果考虑到开车阶段

的时间占工厂运行时间的比例，在单位时间内，开车期间的事

故率远远高于正常生产时的事故率，而且事故的后果往往非常

严重！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工艺安全管理中心（CCPS）统计

了发生在美国本土1976～1989年的过程安全事故, 对于连续化

的工艺流程, 60%～75%的重大工艺安全事故不是发生在正常

生产期间, 而是发生在开停车等非正常生产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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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产复工开停车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复产复工安全管理对策：

1.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培训；

2.企业要排查开停车安全管理情况，包括：

u开停车前安全条件的检查确认；

u开停车前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分析、开停车方案的制定、安
全措施的编制及落实；

u开车过程中重要步骤的签字确认；

u停车过程中，设备和管线低点处的安全排放操作及吹扫处
理后与其他系统切断、确认工作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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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复产复工开停车安全管理对策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复产复工安全管理对策：

3.开车前企业应对如下重要步骤进行签字确认：

u进行冲洗、吹扫、气密试验时，要确认已制定有效的安全措施；

u引进蒸汽、氮气、易燃易爆介质前，要指定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流程确认；

u引进物料时，要随时监测物料流量、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变化情况，确认流程是否正确。

4. 在单台设备交付检维修前与检维修后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安全条件确认。

5.开展一次设备试运行安全作业检查：

复工前对各类起重机械、生产车辆、动力管线、电气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检修、检测，确保设
备设施正常、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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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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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某煤化工企业超产能冲击最高负荷运行，两台气化炉都按120%负荷运行，结果发
生气化炉锥底渣堵，被迫停车4次，而且捞渣机不堪重负，出现刮板损坏和超电流跳闸
事故。还有企业在煤种变化、煤灰分高的情况下，气化炉依然高负荷运行，最终烧坏气
化炉内件下降管，导致气化炉无法运行而被迫停车。
       气化炉设计负荷，是考虑比较全面的各个子系统平衡生产的最佳配置，长期过度超
负荷运行，是“病态”运行。

（一） 超产能、超负荷的“病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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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2013年前后，该公司开始采用“放水炮”作业清理炉内板结面，即因生产电石过程中，
为清理炉内白灰与焦粉面形成的结板，操作人员将水装在一端密封的钢管里，另一端
用木楔塞住，然后将塞木楔的一端放入结板下方，利用钢管受热水产生蒸汽膨胀打开
木楔撬动结板面的作业方式。

   事故的间接原因：企业负责人和员工安全意识淡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形
同虚设,没能形成制约把控；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职工操
作技能低下等。

（二）节假日 抢进度 违规操作 电石炉塌料致5死15伤事故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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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三）存储环节重大风险：节假日时间长，危险化学品
库存量不符合《安全设施设计》中的储存要求，超量储
存，甚至禁忌物料、灭火方式不同的物料存放在一起，
容易造成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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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四）关注员工思想波动和疲劳上岗

u今年春节受疫情的困扰，不仅要引导员工科学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良好习惯，还要提示大家少聚
集，减少疫情传播。安全需要全天候，8小时内外均不能
留有隐患，但企业在8小时之外能做的是有限的，消除8
小时之外的隐患，主要靠员工自己。

u要避免因酗酒、吵架、打牌或上网时间过久等影响第二
天工作 ，因为酒精会延续、思想意识、情绪和疲倦都会
延续，这种延续会影响第二天工作，进而可能会导致事
故的发生。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四）关注员工思想波动和疲劳上岗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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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四）关注员工思想波动和疲劳上岗

• 替换班要提前安排，以便操作人员之间的相互磨合，不允许连班，连续工作导致疲劳会引
发事故发生，比如：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6·5”罐车泄漏重大爆炸着火事故，

• 肇事罐车驾驶员长途奔波、连续作业，在午夜进行液化气卸车作业时，没有严格执行卸车
规程，出现严重操作失误，致使快接接口与罐车液相卸料管未能可靠连接，在开启罐车液
相球阀瞬间发生脱离，造成罐体内液化气大量泄漏，与火源发生爆炸。造成10人死亡，9人
受伤。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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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五）统筹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

• 面对新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重点区域做一次全员
疫情防控的教育，做好个人防护，避免因疫情影响造成
假期突然空岗替补以及由于疫情的减员，给安全生产带
来压力。

三 岁末年初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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