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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国内典型化学事故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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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 ｔｏ ２０２１

曾浩， 刘慧， 邱洪杰， 陈双景， 扆兆琳， 胡红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 对我国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间典型化学事故进行统计，
分析事故原因及总结经验教训， 探讨化学工业安全生产中的

突出问题， 提升对化工事故危害的认识， 为降低化工行业职

业风险和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提供建议。
关键词： 化学事故； 经验教训； 职业危害；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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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第一化工生产大国， 具有世界最全的

化学工业生产体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从事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的企业达 ２１ 万家， 涉及化工产

品 ２ ８００ 余种，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末， 石油和化工行

业营业收入高达 １１ ０８ 万亿元［１］。 由此可见化工生产

行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化学事故在化学工业中难以避免， 其突发性强、 危害

性大、 社会影响广泛。 因此，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事故

的发生率， 控制职业危害和减少人员伤亡一直是全社

会关注的重点［２，３］。 本文梳理近 １０ 年我国发生的典型

化学事故， 着重对事故特征和人员伤亡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的化

学事故信息查询。 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间发生的典型化

学事故进行收集汇总， 建立数据库， 计数资料以率或

·５５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第 ３５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２，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２



构成比表示， 以描述性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典型事故

的纳入范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有完整的事故相

关信息记录； 事故起因调查结论明确； 在同类型事故

中具有代表性和警示性。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全国发生

典型危险化学品事故 １３９ 起， 累计死亡 ９２９ 人， 受伤

１ ９５５人。 近 １０ 年我国典型化学事故时有发生， 于

２０１７ 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见表 １。

表 １　 近 １０ 年典型化学事故数量及人员伤亡情况

年份 数量 （起）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２０１１ １７ ５４ ６８

２０１２ ８ ６６ ５１

２０１３ １４ １９６ １１８

２０１４ １５ ４０２ ８２

２０１５ １６ ８３８ ２１８

２０１６ １３ １３ ４１

２０１７ １９ ９６ ７２

２０１８ １３ ６０ ８６

２０１９ １２ １７８ １４３

２０２０ ８ ２６ ３７

２０２１ ４ ２６ １３

２ ２　 地区分布　 化学事故发生数量位居前三位的地区

分别是山东 （２２ 起）、 河北 （１３ 起） 和辽宁 （１２ 起），
之后依次是湖北 （９ 起）， 江苏 （８ 起）， 内蒙古 （７
起）， 四川 （６ 起）， 安徽、 河南、 吉林、 宁夏、 新疆、
浙江、 黑龙江、 江西 （各 ５ 起）， 山西 （４ 起）， 甘肃、
陕西 （３ 起）， 天津、 福建、 广西、 湖南、 云南 （各 ２
起）， 台湾、 上海 （各 １ 起）。 这与我国化工行业的产

业规模和整体布局呈现出一致性。
２ ３　 化学品类型分布　 以引发事故的首要化学物品

进行归类， 与精细化工品生产相关的事故 ４７ 起， 占

３３ ８１％， 石油化工 （１５ １１％） 排在第二位， 无机化

工 （１２ ２３％） 位居第三位。 详见表 ２。
２ ４　 事故发生时段　 １００ 起 （７１ ９４％） 事故发生在

常规生产期间； ３９ 起发生在生产时间以外， 其中 ２０
起 （ １４ ３９％） 事 故 发 生 在 检 修 维 护 期 间， ９ 起

（６ ４７％） 事故发生在试生产阶段， ７ 起 （ ５ ０４％）
事故发生在停产期间， ３ 起 （２ １６％） 事故发生在复

工期间。 检修维护、 试生产 ／运行、 停工停产本是保

障安全的关键措施， 但事故率仍达到 ２８ ０６％。

表 ２　 化学事故化学品类型分布

化学品类型　 事故起数 构成比 （％）

精细化工 ４７ ３３ ８１

石油化工 ２１ １５ １１

无机化工 １７ １２ ２３

煤化工 １５ １０ ７９

有机化工 １１ ７ ９１

化肥制造 ８ ５ ７６

化学制药 ５ ３ ６０

橡胶塑料 ２ １ ４４

农药制造 ２ １ ４４

其他 １１ ７ ９１

２ ５　 事故程度及伤亡情况　 不同严重程度事故所致

人员伤亡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事故严重程度分类及伤亡情况

事故程度 事故起数（％）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伤亡比

（受伤 ／死亡人数）

一般事故 １２５ （８９ ９） ４８９ ４３９ １ １１

重大事故 １１ （７ ９） ４５６ １８５ ２ ４６

特别重大事故 ３ （２ ２） １ ０１０ ３０５ ３ ３１

２ ６　 事故类型及伤亡情况　 根据主要危害因素将事

故分为爆炸 （包括爆燃、 燃爆和闪爆）、 中毒、 火

灾、 窒息、 灼烫和其他等六种类型。 窒息事故虽仅占

事故总量的 ７ ２％， 但其伤亡比最小 （０ １６）， 表明

窒息事故所致死亡率较高。 见表 ４。 对中毒和窒息事

故深入分析发现， 有 ３５ １９％的事故由硫化氢中毒引

起， １１ １１％为氮气引起， ５ ５６％由二硫化碳或氟化

氢所致， 其他事故毒物依次是煤气、 甲硫醇、 一氧化

碳等。

表 ４　 事故原因分析及人员伤亡统计

事故类型 事故起数（％）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伤亡比

爆炸 ７０ （５０ ４） １ ６９２ ６９６ ２ ４３

中毒 ４４ （３１ ７） １８６ １５１ １ ２３

火灾 １１ （７ ９） ３３ ３６ ０ ９２

窒息 １０ （７ ２） ５ ３１ ０ １６

灼烫 ２ （１ ４） １５ ８ １ ８８

其它 ２ （１ ４） ２４ ７ ３ ４３

３　 讨　 论

近 １０ 年来我国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化学工业

的健康发展。 如 《安全生产法》 赋予了所有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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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行政执法权；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明

确了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 使用、 经营、 运输和处

置等环节的相关安全监管责任；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 《非法违法 “小化工” 专

项整治方案》， 不断地促进化工产业结构升级、 改造

和优化， 淘汰落后产能。 本次综合分析典型化学事故

后不难发现， 随着管理力度的加大， 化学事故发生率

及伤亡人数都在大幅降低， 为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奠

定了基础。 ２０２０ 年 《石化和化工行业 “十四五” 规

划指南》 指出， 只有从根源上防范和化解化学品的系

统性安全风险， 不断强化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主体责

任， 做好各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基础保障， 才能降低

化学工业事故的发生， 保证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据报道， 全国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实际控制人

（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管理人员中有化工专业背景的

分别约占 ３０％和 ５０％［２］， 我国化工行业专业人才严

重不足。 一系列事故警醒我们， 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

度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 在大部分窒息、 中毒事故

中， 因盲目施救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约为直接窒息、 中

毒死亡人数的 ３ 倍。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钟祥市

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停产检维修时， １ 名员工因

吸入脱硫塔中活性炭解析出的有毒有害气体中毒后，
企业主管安全的经理、 车间主任在未佩戴防护用具的

情况下盲目施救， 最终导致事故伤亡后果扩大。
在多起事故中， 因劳务外包等原因， 从业人员缺

乏必要的安全常识， 从而导致爆炸、 中毒事故的发

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 日四川某化工企业发生硫化氢气体

中毒事故， 运输车押运员在吹扫清洗蒸罐时， 将车内

残留的硫化钠随蒸罐污水排入地沟， 与地沟内残留的

磷酸发生反应产生硫化氢， 造成多人中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山东省临沂市发生一起爆炸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作业人员违规使用盛装过盐酸的塑料桶盛装双氧

水， 桶内残存的 Ｆｅ３＋及其他金属杂质引起双氧水急剧

分解导致超压爆炸。 深入剖析两起事故， 其根本原因

在于企业和员工对化学品的性质认识不足。
认真梳理、 总结重大化学事故， 发现其具有明显

的特征： （１） 以爆炸事故为典型， 伴随二次甚至多

次爆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福建漳州市发生重大爆炸火

灾事故， 系因在二甲苯装置物料外泄后未予妥善处

置， 泄漏物料被鼓风机吸入加热炉后引发爆炸， 导致

临近储罐爆裂燃烧， 大火持续 ５７ ｈ 后才被彻底扑灭。

（２） 事故发生地点特征鲜明， 多发生在仓储中心、
库房库区等储存大量化学物质或危险废物之地。 （３）
相对于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发生后通常产生大量伤

员， 伤亡比约为 ３ ∶ １。 重大事故中往往在短时间内

对当地医疗机构形成冲击， 给应急医学救援带来极大

的挑战［４］。
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中

指出， 我国要统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 危险化

学品专业救援力量， 合理规划布局建设立足化工园

区、 辐射周边、 覆盖主要贮存区域的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基地。 为防止重大化学事故的发生， 阻止一般事

故发生后危害扩大， 一方面需要对重点、 危险工业园

区或仓储库房加强安全巡查与联检， 预置有效的消防

设施和处置装备， 强调事故发生后企业在第一时间的

应急反应［５］；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安全教育和演练， 不

断完善事故处置预案， 畅通通讯网络和应急专线， 强

化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 提高对消防与医疗资源的调

动和协调［６］。
总而言之， 为了保障化学工业的健康发展及其从

业人员的生命健康， 降低化学事故的发生， 首先需要

持续推进危化品企业的升级改造， 规范化工产业的建

设和发展。 此外， 要从化学事故中总结经验教训， 深

化对特殊事故的分析与研究， 提高对化学事故的认知

和防范， 合理应对化学事故灾害的救援工作， 保护化

学工业从业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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