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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天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11•19” 

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2016 年 11月 19 日 1 时 20 分左右，在衡水天润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公司”）和南京隆信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隆信公司”）合作实验生产噻唑烷过程中发生甲硫醇等

有毒气体外泄，致当班操作人员中毒，造成 3 人死亡、2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约 500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李谦、时任

市长杨慧等领导相继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做好善

后工作，举一反三，依法处理。接到事故报告后，副市长刘玉华

带领市政府办、市安全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

场处置。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11 月 19 日，市政

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袁向前任组长，市安全监管局、市监

察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衡水天润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11•19’中毒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聘请有关检测检验机构和专家参与，

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检测检验、调查取



 2 

证、询问有关人员，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

济损失，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

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制定

了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一）天润公司。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北方工业基地冀衡大道

南侧三号路西侧，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注册资本叁仟万

元，公司占地 280 亩，现有员工 200 余人。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注册号：131100000053496，法定代表人：崔巧惠（女），实

际控制人：王朋勋（系崔巧惠丈夫）。经营范围为：三嗪酰胺技

术开发、咨询、生产、销售；按农药登记证核定的范围从事农药

制造、加工、销售、外贸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剧毒、

易制毒、监控化学品）批发零售（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

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该公司设置综合办公室、财务部、

供销部、安全部、质检部、动力部及两个生产车间，其中安全部

为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四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目前，该企业有两个在建项目，均按规定履行了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三同时”相关手续，其中《600t/a 三嗪酰胺生产线项

目（一期 150t/a）》，处于竣工验收阶段，《农药系列产品搬迁

技改项目》处于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阶段。 

   （二）隆信公司。登记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天元东

路 228 号财富广场 8 幢 1614 室，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2 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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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50 万元，现有员工 2 人。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201156713330764，法定代表人：刘何华，经营范围：化工机

械、化工产品、化工原料、日用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服装销售；医药、原料药、农药及中间体的技术开发、转让、咨

询、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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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只有业务场所，无储存设施，实行票来票去经

营模式。 

      （三）天润公司厂区总平面布置及发生事故装置布置情况 

    1、总平面布置及事故发生所在厂房位置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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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在厂区南北走向的主路以东，从北数第二排厂房内，

该厂房于 2014 年建成，长方形构造，长 71 米，宽 35.7 米，厂

房中间用防火墙分成东西两部分，厂房西部布置《农药系列产品

搬迁技改项目》的农药制剂生产装置及其包装线；厂房东部布设

原生产 3—氨基吡啶（非危化品）生产装置（3-氨基吡啶装置简

称 3A 装置，呈“U”型布置，共 30 台搪玻璃釜），处于停产闲

置状态。 

发生事故的装置是试验生产噻唑烷装置。2016 年 9 月，天

润公司按照刘何华提供的设计草图，将闲置的 3A 装置中的 5 台

搪玻璃釜进行改造，从南向北依次布置反应釜（5000L），1
#
、2

#
、

3
#
三级吸收釜（2000L）、闲置搪玻璃釜、结晶釜（5000L），另

外闲置搪玻璃釜西侧平台下布置一台离心机，并在厂房北侧外部

改造两台喷射真空泵，增设一台液碱储罐、两台次氯酸钠储罐、

一台吸收液（甲硫醇钠溶液）储罐，合成噻唑烷实验装置；将另

外 5 台闲置的搪玻璃釜改造为合成噻虫啉装置；其他设备仍闲

置。 

噻唑烷试验生产装置平面布置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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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噻唑烷实验的工艺流程 

合成噻唑烷所需原料：水、液碱、半胱胺盐酸盐、氰亚胺荒

酸二甲酯（以下简称荒酸二甲酯）、盐酸、次氯酸钠，其中半胱

胺盐酸盐、荒酸二甲酯、水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主要副产物为甲

硫醇属高毒危险化学品。 

噻唑烷反应方程式： 

 

(荒酸二甲酯)        （半胱胺酸盐酸盐） 

 

（噻唑烷）         （甲硫醇） 

     操作步骤（刘何华提供）： 

    ①向反应釜内加入液碱、工艺水降温至 10℃以下。 

    ②开人孔盖一次性投入 500kg 半胱胺盐酸盐。 

    ③料温控制在 10℃以下，一次性投入 720kg 荒酸二甲酯。

开启三级负压尾气吸收装置。 

    ④保温 2h，控制荒酸二甲酯＜0.5%为合格。 

    ⑤滴加盐酸调节 PH 至 4.0。 

    ⑥升温减压脱溶（水）。 

    ⑦加水，加入活性炭脱色，过滤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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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降温、析晶后离心，得湿品。将湿品送三嗪酰胺车间内双

锥真空干燥机干燥后得噻唑烷产物。 

    4、副产物甲硫醇危险特性 

    甲硫醇为无色气体，有令人不愉快的气味，沸点为 5.95℃，

相对密度（空气=1）为 0.9，有毒，能刺激眼睛、呼吸道和中枢

神经引起麻醉。吸入后引起咳嗽、胸闷、气喘，可引起眼睛刺痛、

复视，导致肺水肿和肝肾功能损害。人暴露在甲硫醇浓度为几百

ppm 时，一分钟内便会昏迷、死亡。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

所（NIOSH）立即威胁生命和健康浓度（IDLH）：150ppm。另一危

险特性为：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

范围 3.9%-21.8%（摘自安全监管总局网站 2014/11/25“美国杜

邦公司化工厂甲硫醇泄漏中毒事故”）。 

    5、噻唑烷实验生产情况 

    天润公司从 2016 年 10 月 8 日左右，开始进行噻唑烷工业化

实验，即由实验室小试成功后，到车间噻唑烷实验装置上进行中

试。在实验过程中，开开停停，技术人员根据实验情况，随意调

整工艺参数和操作步骤，至“11•19”中毒事故发生，共生产了

约 5 吨噻唑烷，除现场存有约 1.88 吨外，其余均用于合成噻虫

啉（农药）。共生产噻虫啉约 8.3 吨，其中，销售给隆信公司 6.08

吨，生产装置区域现存约 1.4 吨，库存约 0.5 吨。 

6、噻唑烷实验主要原材料及技术来源 

（1）主要原材料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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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胱胺盐酸盐（非危化品）从杭州前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共购买 21 吨；荒酸二甲酯（非危化品）从淄博昌丰化工有限公

司购买 8 吨，从灵寿县六合化工有限公司购买 2 吨，从淄博市周

村众得利化工厂购买 8 吨，发生事故时，使用淄博市周村众得利

化工厂购买的氰亚胺荒酸二甲酯；盐酸、液碱，次氯酸钠均使用

该公司生产三嗪酰胺所用原料，其中盐酸从无极县龙翔商贸（原

新辉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天润公司购买时有衡水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

无极县龙翔商贸有限公司运输时有无极县公安局出具的《第三类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备案证明》；液碱，次氯酸钠是从衡水泰熙化

工商贸有限公司购买，衡水泰熙化工商贸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2）噻唑烷技术来源 

    噻唑烷技术是由南京隆信公司法人代表刘何华提供。2016年

9 月 11 日，天润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实际控制人王朋勋与

南京隆信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法定代表人刘何华签订了《合

作协议书》，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负责提供厂房，设

备、资金和人员，乙方负责提供产品技术和市场开发，并负责产

品技术的不断优化及创新，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技术归乙方所有，

乙方先付甲方 30 万元作为保证金，进行新产品开发，正式投入

生产后，利润按甲方 74%，乙方 26%分成。合作开发噻唑烷是甲、

乙双方第一个合作项目。噻唑烷技术是由刘何华，经过查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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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在公司试验室自主研发而来，在别的地方没用过，是首次

使用。计划试验成功后，另建设生产厂房和设备进行正式生产。

在试验过程中就发生了中毒事故。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 

    2016 年 11 月 18 日晚夜班当班操作工共 9 人，其中生产现

场 7 名操作工，另外 2 名工人在其他车间。18 日晚 20 时 30 分

当班人员接班，开始做准备工作，22 时 30 分左右，二层平台反

应釜主操作工邢东振完成向反应釜内加工艺水及液碱工作，开始

降温，19 日 0 时 10 分左右，料温 8℃，邢东振叫来辅助工张建

旺在二层平台通过开启反应釜人孔口一起投加半胱胺盐酸盐，投

加完成后开始降温，约 1 个小时后，邢东振与张建旺又通过人孔

口向反应釜内投放荒酸二甲酯（真空系统处于开启状态），当投

放到大约第 11 袋时（每袋重约 40kg，需要投 18 袋），邢东振出

现呼吸困难、站立不稳现象，双手扶在了反应釜上，张建旺见状，

迅速将其拖拽到反应釜西侧，同时呼救，在一层的班长杨良侠，

离心操作工张新卯、韩凤友听到呼救后相继跑到二层平台，杨良

侠给车间主任任峰峰打电话，拨通电话后随即晕倒，张建旺见状

迅速将杨良侠抱到车间北门外，张新卯、韩凤友关闭二层平台反

应釜的人孔盖，随即张新卯晕倒，韩凤友跑出车间呼救，离心操

作工周保旺与帮忙清理离心机的常书栋在救援过程中也中毒晕

倒。 

    任峰峰接到杨良侠电话后，赶到事发车间，并给噻呋酰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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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主任史春雷打电话，让工人们戴好防毒面具过来救人，后相继

将邢东振、张新卯、周保旺、常书栋四人救出，并对 5 名中毒者

紧急施行胸部按压心脏复苏术进行现场救治。 

    于鹏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02 时 27 分左右，第一辆 120 急

救车到达，第二辆急救车随后到达，将杨良侠、常书栋、张新卯

拉至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急救；02 时 30 分左右，第三辆车

急救车到达，为武邑县医院急救车，将周保旺拉至武邑县医院进

行急救。随即公司值班人员（任峰峰、史春雷、于鹏）驾驶公司

车辆把邢东振送到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急救。邢东振、周保

旺、张新卯 3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常书栋，杨良侠住院治疗，暂

无生命危险。     

三、事故报告过程。 

    事故发生后，04 时 14 分衡水市安监局值班室接市卫计委电

话通报称，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收治 4 名、武邑县人民医

院收治 1 名天润公司工人，疑似中毒，收入医院时，已有 2 人无

生命体征，04 时 38 分市安监局值班室再次接市卫计委通报称，

已确认 3 人死亡，其它 2 人正在抢救。04 时 50 分市安监局通知

经济开发区安监分局天润公司发生事故。经济开发区安监局接到

通知后，立即报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并立即派有关人员分别到

医院和事故现场，了解伤员救治情况和事故发生情况，于 06 时

10 分分别报告了市安监局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值班室。06 时 30

分，市安监局分别向省安监局值班室以及衡水市委、市政府值班

室上报了伤亡事故快报。事故发生后，企业主要负责人忙于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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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处置善后工作，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造成企业迟报。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天润公司和隆信公司合作工业化实验噻唑烷过程中，使用不

成熟的生产技术，工艺设计存在缺陷，造成副产品甲硫醇等有毒

混合气体外泄，致主操作工中毒，现场人员施救不当，造成事故

扩大。 

    （二）间接原因 

    1、隆信公司法人代表刘何华提供了不成熟的技术，生产工

艺不成熟，由其设计的噻唑烷实验装置存在缺陷，首次技术，未

经安全论证就投入使用，擅自组织冒险进行噻唑烷试验生产。 

2、隆信公司法人代表刘何华明知甲硫醇的危险特性，未对

现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辨识，未制定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未

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现场操作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致使现场操作人员对甲硫醇的危害性认

识不足，防护不当。 

    3、天润公司采用刘何华提供的未经论证，首次使用的不成

熟技术，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未制定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未

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擅自组织职工冒险作业。 

    4、天润公司擅自改造生产设备和工艺，擅自组织噻唑烷工

业化实验。 

    5、天润公司安全生产三项制度、“五落实，五到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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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虚设；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公司组织机构混乱，分

工不明，职责不清。比如：存在安全科受生产技术部领导；任命

的有资质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实际不负责安全管理工作；未对噻

唑烷工业化实验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操作规程不履行相应审批

程序，允许刘何华一人随意更改原料配比和工艺指标；生产现场

原辅材料采用代号标识。未执行本企业制定的工艺、设备管理制

度，安全管理人员未尽到监督管理职责。  

    6、天润公司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特别是对一

线职工的培训针对性不强，不到位。比如：对转岗到噻唑烷实验

岗位的职工，未重新进行车间级和班组级安全教育；未告知职工

现场物料的危险特性和工艺过程存在的危险因素；未对操作规程、

应急处置措施、劳动防护用品使用进行专门培训；公司未制订相

应中毒现场处置方案，未对员工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员工缺乏自

救和互救技能，造成中毒事故扩大。 

7、天润公司隐患排查制度落实不到位，对发现的隐患和问

题排查整治不及时，对发现的事故苗头不重视，不及时治理。比

如：噻唑烷试验岗位曾在今年 10 月份发生过操作人员中毒晕倒

送医治疗以及其他现场人员过敏等问题，企业未认真研究分析异

常原因，没及时采取整改措施整治到位，最终酿成较大事故。 

8、天润公司未采取自动控制，本质安全水平低。噻唑烷试

验岗位采取人工加料操作，致使操作人员直接暴露在有毒环境中。 

    9、天润公司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管理不规范，没有制定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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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报废相关制度，缺少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台账。 

    10、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区履行属地安全监

管责任不到位。对天润公司采用合作公司不成熟的技术，擅自组

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试验失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

位，对“打非治违”职责履行不到位。 

    11、衡水市安监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

对天润公司采用合作公司不成熟的技术，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行

噻唑烷工业化试验失察，监督检查不到位，“打非治违”的职责

未履行到位。 

    12、衡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所属有关部门和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园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 

    五、事故性质 

这起事故是企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擅自组织人员进

行冒险试验生产而造成的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刘何华，男，群众，南京隆信公司法人代表，衡水天润化

工有限公司实验噻唑烷合伙人，噻唑烷技术提供人。为天润化工

提供了不成熟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其设计的噻唑烷实验装置存在

缺陷，首次技术，未经安全论证就投入使用，在安全生产条件不

具备的情况下组织冒险进行噻唑烷试验生产；明知副产品甲硫醇

的危险特性，未对现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辨识，未制定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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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措施，未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

程，未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

责任，涉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2、吕宗鹏，男，群众，刘何华技术助理，负责协助刘何华进

行噻唑烷实验生产。明知副产品甲硫醇的危险特性，未对现场的

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辨识，未制定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未告知现

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现场操作人员进

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王朋勋，男，中共党员，衡水天润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

公司全面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采用刘何华提供的未经论证，首次使用的不成熟技术，未组织进

行安全风险分析，未组织制定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未组织制定

安全操作规程，擅自改造生产设备和工艺，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

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对实验过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组织整

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涉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罪，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建议内部处理人员。 

     4、苏志国，男，群众，衡水天润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衡水

天润化工有限公司安全部、质检部、动力部、生产车间工作。具

体组织噻唑烷实验装置的改造，负责噻唑烷实验过程的管理。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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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企业使

用不成熟的技术，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对

实验过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组织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责任，建议天润公司予以辞退。 

    5、任峰峰，男，群众，天润公司噻唑烷实验车间主任，负责

当班期间的生产协调工作，具体负责噻唑烷实验生产过程的管理。

未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现场操

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参与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

实验，对实验过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天润公司予以辞退。 

    6、白文明，男，群众，天润公司安全科科长，负责天润公司

安全生产工作。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对本公司使用不成熟的技术，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

化实验，未进行制止，对实验过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督促整

改到位，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防措施，未对现场操

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天润

公司予以辞退。 

     7、宋建林，男，群众，天润公司生产科科长，负责天润公

司各生产车间的人员调配、协调各部门、各车间的生产管理。安

全生产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对本公司使用不成熟的技术、冒险

进行噻唑烷实验生产的行为未进行制止，未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对噻唑烷工业化实验过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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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天润公司予以辞

退。 

    8、庞东卯，男，群众，天润公司噻唑烷实验车间副主任，负

责当班期间的生产协调工作。具体参与噻唑烷实验生产过程的管

理。未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现

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参与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对实验过程中曾发现

的事故隐患未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天润公

司予以辞退。 

    （三）建议给予党政纪处分和其他组织处理的责任人员。 

9、魏红伟，男，群众，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

园区安监站站长，负责安监站全面工作。曾多次到天润公司进行

安全检查，对该企业违规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失察，对企

业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对其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工艺变

更、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0、柴文艺，男，中共党员，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园区副主任，分包天润公司。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履行不

到位，虽曾多次到该企业进行检查，但对该企业违规冒险进行噻

唑烷工业化实验失察，安全监管、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1、马辉，男，中共党员，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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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副主任，主管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区安全

生产工作。对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综

合监管、监督检查不到位，对天润公司违规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

化实验失察，对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给予诫勉谈话。 

    12、胡根深，男，中共党员，衡水市安监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监管二科负责人，负责监管二科全面工作。落实行业监管职责不

到位，对辖区内危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

业规范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

作规程、工艺变更、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失察，

对天润公司违规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失察，对事故发生负

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诫勉谈话。 

    13、艾景前，男，中共党员，衡水市安监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副局长，分管监管二科。对分管职能科室监督检查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不到位情况督促不到位，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诫勉谈话。 

    14、尹俊库，男，中共党员，衡水市安监局经济开发区分局

局长，主管全面工作。对经济开发区分局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

不力，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向衡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市

安全监管局做出深刻检查。 

   15、贾仪云，男，中共党员，原衡水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新

型功能材料产业园区书记、主任，主持园区全面工作。对新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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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产业园内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事故负有领导责

任。建议向衡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16、王化平，男，中共党员，衡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

副书记、副主任，分管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工作，对工业新区

内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

市政府对其进行约谈。 

    （四）建议衡水经济开发区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园区向衡水经

济开发区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建议衡水经济开发区向衡水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建议衡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分别

向衡水市经济开发区、衡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深刻书面

检查。      

（七）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人员。 

     1、刘何华，男，群众，南京隆信公司法人代表，衡水天润

公司实验噻唑烷合伙人，噻唑烷技术提供人。为天润公司提供了

不成熟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其设计的噻唑烷实验装置存在缺陷，

首次技术，未经安全论证就投入使用，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

情况下组织冒险进行噻唑烷试验生产；明知副产品甲硫醇的危险

特性，未对现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辨识，未制定有效的安全防

护措施，未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

对现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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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计人民币

4 万元； 

    2、崔巧惠，女，衡水天润公司法人代表。未正确履行《安全

生产法》的规定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衡水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计人民币 2.4 万元的罚

款；对事故迟报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衡水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计人民币 2.4 万元的罚

款；两项合并，建议由衡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予上一年年

收入 80%的罚款，计人民币 4.8 万元。 

   （八）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衡水天润公司。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采用刘何华提供的未经论证，首次使用的不

成熟技术，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对实验过

程中曾发现的事故隐患未组织整改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

由衡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以 70 万元罚款。 

    2、南京隆信公司。为天润公司提供了自主研发，未经安全

论证首次使用的不成熟技术和生产工艺，提供存在缺陷的噻唑烷

实验装置设计，擅自组织职工冒险进行噻唑烷工业化实验；未对

现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辨识，未制定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未



 19 

告知现场操作人员危险性，未制定安全操作规程，未对现场操作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依据《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衡水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对其处以 70 万元罚款。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天润公司。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把安

全生产工作作为企业头等大事来抓。一是要认真执行国家及有关

部门颁布的规范标准并落实到位。二是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强化全体员工的安全知识和技能；三是坚决杜绝擅自利用生产装

置进行工业化实验行为。四是要进一步强化有毒作业环境的安全

管理，严格条件确认、严格作业许可、严格风险分析辨识，严格

现场监控，同时必须明确操作人员、监督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安全

职责，并建立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作业安全。五是各

级管理人员、作业负责人和具体作业人员要严格履行各自的安全

职责，切实做好作业现场监督、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杜绝

各类“三违”行为。 

    （二）隆信公司。严禁随意提供未经安全论证，首次使用的

不成熟技术和生产工艺，严禁在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组

织冒险进行工业化实验；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

经营，依法开展技术研发，真正把安全生产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要深刻吸取事故的惨痛教训，深刻剖析企业安全生产存在的深层

次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要切实加强新产品技术研发

的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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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衡水市安全监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等相关部门要按照

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个必须”的要求，强化

对分管领域和行业安全生产的管理，要把安全生产大检查作为当

前安全生产的首要任务，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

效”的总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深入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不遮

不掩、真查真治。对查出的各类隐患和各种问题，要按照事故隐

患整改的责任、时限、资金、措施、预案五落实的原则，立即整

改或限期整改；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 号）要

求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对辖区内在建及试生产企业进

行一次全面排查，认真按照项目备案建设内容核对企业建设情况，

严肃查处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对于未进行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即开工建设或生产的，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严厉处

罚，并坚决停产到位；要进一步加大本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力

度，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发现一起严厉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迁就。 

    （四）衡水经济开发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推动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的贯彻落实，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各

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安全

生产工作格局。要认真落实属地“打非”责任，按照《关于立即

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击非法违法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冀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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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2016]33 号）精神，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调整思路，细化工作方

案，确保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坚决遏制非法事故发生。对摸

排出的非法生产经营单位，要坚决采取“四个一律”和停产、停

建、停电、扣押、关闭等强制执法措施，要强化倒查问责，依法

依纪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2016 年 12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