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1&#183;3”较大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2017 年 1 月 3 曰 8 时 50 分许，位于临海市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的浙江华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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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后,国家安监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台州市委书记王昌荣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抓紧查明事故原因，查清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情况，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发

证条件，严肃追查责任。国家安监总局和浙江省安监局第一时间派员赴现场了解事故情况，

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1 月 3 日，台州市人民

政府依法成立了由市安监局牵头，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总工会和临海市相关职能部门组

成的事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台州市和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邀请危化领域专家成

立技术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工作，2 月 3 日，技术专家组提交技术分析报告。1 月 9 日，浙

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该起较大事故实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本着“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迅

速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企业的管理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开展认真仔细的调查、取证、

分析、认定等工作。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实验论证以及综合分析，调查组基本查明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并根据事故责任，提出了对

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下一步加强事故防范工作的建议。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公司）前身为台州市海川化工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2 年 9 月，2006 年 11 月更名为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

地临海园区（以下简称医化园区），占地 68.27 亩，总资产 5360 万元，现有员工 200 人。

该企业经过多次股份重组、法定代表人变更，目前股东有潘桔林（占股 59.12%，包括周相

通 1.5%股份）、伍小唐（占股 30%）、陶素贞（占股 5.88%）和张明勇（占股 5%），法定代

表人为周相通。除伍小唐为公司生产副总参与公司管理之外，潘桔林等股东为净出资人，不

参与公司直接管理。公司领导班子主要由董事长洪道送、法定代表人周相通(兼财务总监)、

行政副总丁仁军、生产副总伍小唐、安环副总张林彬及车间主任等中层干部组成。公司无总

经理，日常工作开展由副总各负其责，重大问题由董事长牵头开会决定。 

 

该企业是一家医药中间体生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DP-3（6,6-二氢青霉烷酸二苯甲酯）、三

苯基氯甲烷、DDH（潘生丁二氯物）等医药中间体，涉及加氢、氧化、磺化、胺化、硝化、

重氮化等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甲苯、乙酸乙酯、液氨、氢气、乙炔等重点监管危险化学

品，全厂未构成重大危险源，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但其生产过程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使

用和回收，需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事故装置及工艺情况 

 

事故发生在 C4 车间生产 DDH（潘生丁二氯物）的环合反应釜。DDH（潘生丁二氯物）以

草酸二乙酯为起始物料，经过缩合工序制得草酰乙酸二乙酯甲苯溶液，再经环合、硝化、加

氢还原、氯化、缩合等工序得到成品。发生事故的环合反应具体工艺如下：反应釜中投入缩

合物草酰乙酸二乙酯甲苯溶液和尿素，冷却至 20-25°C 滴加硫酸，保温 2 小时,升温至 60-



68°C,保温反应至终点(保温 5 小时)；减压浓缩回收甲苯，加入 10%液碱中和至中性，过滤

后的滤饼（主要成分为乳清酸）加入水和氢氧化钠，于 60-63°C 保温反应 l 小时,冷却至常

温，滴加 30%盐酸中和反应至 PH 值 1-2，酸化反应 2 小时，得到最终反应产物。本次事

故发生在减压浓缩回收甲苯初期，该工序不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仅涉及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甲苯。 

 

三、事故发生经过 

 

上一班员工由于 24 小时上班，身体疲劳，在岗位上瞌睡，错过了投料时间，本应在晚上 11

时左右投料（平时都是晚上 11 时左右投料)，而当天却在凌晨 4 时左右投料，在滴加浓硫酸

20-25°C 保温 2 小时后，交接给下一班（白天班)。下一班未进行升温至 60-68°C 并保温 5

小时操作，就直接开始减压蒸馏，蒸了约 20 多分钟，发现没有甲苯蒸出，操作工继续加大

蒸汽量（使用蒸汽旁路通道，主通道自动切断装置失去作用），约半小时后（即 8:50 左右)，

发生爆燃。 

 

四、事故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情况 

 

接到事故报警后，临海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组织公安、消防、安监、经信、环保、卫生等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临海市政

府梅式苗代市长当即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分别由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边进行事故救援、边

调查处置、边开展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同时抽调市级机关和头门港新区、医化园区相关

工作人员，对遇难者家属进行一对一慰问安抚，全力做好遇难者家属接待和赔付工作。目前，

善后处理工作已结束，3 名遇难者家属均已签订协议并领取赔偿金，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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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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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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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华邦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带班（值班）制度，对生产

工艺流程缺乏有效监管，对夜班工人睡岗现象失察失管，致使错过投料时间；对从业人员安

全意识、责任风险意识教育培训不到位，致使车间操作工人习惯性违反操作规程、变更生产

工艺流程。 

 

4.辽宁省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在设计华邦公司 DDH 技改项目环合反应加热方式

时，未对所设计项目进行必要的安全认证，也未开展项目风险研究或要求提供第三方风险研



究结论，设计采用蒸汽加热方式，导致项目设计存在本质安全隐患。 

 

5.临海医化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属地监管重视不够，与头门港新区、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

聚区临海分区合署办公后，未落实医化园区安全生产分管领导，未专门设立医化园区安全生

产工作机构，致使医化园区安全生产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安全管理弱化。医化园区安全监

管工作推进不力，隐患排查不彻底，影响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6.临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部署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安全生产攻坚工作推进不力,对医药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工艺重点生产环节危险性认识不足，对未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新产品和

中间体的物性特征研究不够，对化工企业技改项目工程设计安全重视不够、工作指导不够到

位。 

 

（三）事故性质 

 

这是一起较大等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洪道送，华邦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未能有效督促检查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也未能全面履行审批公司相关安全技

术规程并贯彻实施职责，本次事故涉及的生产工艺规程即未经其审批就交付实施，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周相通，华邦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没有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未对全公司的安



全生产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未督促检查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及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曾纪斌，华邦公司 C4 车间及 A4 西车间车间主任，DDH 生产工艺规程编写人。作为 C4

车间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对产品生产工艺流程缺少有效监管，未

能发现并解决 DDH 生产工艺环安全操作规程存在未细化浓缩蒸馏操作、未规定操作复合程

序、部分内容与设计工艺实际操作不相符等问题，对车间安全巡查流于形式，未能发现蒸汽

旁通阀缺少管控存在安全隐患，未能严格检查并督促落实公司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班组

作业人员长期习惯性违规操作失察失管，未能发现作业工人违规使用蒸汽旁路通道，致使反

应釜温度和蒸汽联锁切断装置失去作用，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4.杨金平，华邦公司 C4 车间当班班组长。明知上下班交接时，环合反应处于 20-25°C 保温

2 小时结束状态，却放任操作工谭从虎未进行升温至 60-68°C 并保温 5 小时操作就直接开

始减压蒸馏，未能发现并纠正谭从虎违规使用蒸汽旁路通道行为，在谭从虎发现生产异常向

其反应后，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并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二）建议行政处罚的单位 

 

1.华邦公司，未严格贯彻执行公司章程，组织机构不健全，管理混乱；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度和劳动纪律，对作业工人违规违纪现象失察失管；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能教育

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颁布实施的生产工艺规



程编写、审批不严谨，不能保证本质生产安全；对生产设施设备关键点位管控不到位，未能

有效排查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 

 

（三）对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 

 

1.谭从虎，华邦公司 C4 车间操作工。未认真执行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违规

变更生产工艺流程（未进行升温至 60-68°C 并保温 5 小时操作就直接开始减压蒸馏），违规

使用蒸汽旁路通道对反应釜进行加热，在发现生产异常情况下，未能正确处理事故先兆，冒

险蛮干，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依法不予责任追究。 

 

2.伍小唐，华邦公司生产副总，DDH 生产工艺规程批准人。未能全面履行公司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中生产副总职责，没有将“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安全生产指导原则落实到位。也未

有效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及时研究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未能发现蒸汽旁通阀缺少管

控存在安全隐患。本次发生事故的 DDH 生产工艺关键节点控制不到位，使用的环安全操作

规程存在未细化浓缩蒸馏操作、未规定操作复合程序、部分内容与设计工艺实际操作不相符

等问题，却予以批准实施，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华邦公司免去其生产副总职务。 

 

3.张林彬，华邦公司安环副总。在与设计单位进行 DDH 技改项目接洽设计过程中，对设计

单位设计的工程项目安全把关不严，未能发现项目设计缺陷，留下事故隐患，给作业工人违

规操作留下可能。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能发现并有效制止作业工人习惯性违规

作业行为和违纪现象，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华邦公司免去其安环副总职务。 

 

4.胡传信，华邦公司安环科长。对作业工人安全责任意识教育培训不到位，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不彻底，未能发现并有效制止作业工人习惯性违规作业行为和违纪现象，对蒸汽旁通阀缺



少安全管控装置认识不足，未能发现并纠正蒸汽旁通阀缺少安全警示标识，致使事故隐患未

能及时消除，给作业工人违规操作留下可能，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华邦公司免去

其安环科长职务。 

 

5.李含强，华邦公司 C4 车间班组长。未认真执行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违章

带领班组操作工人缩减生产工艺步骤，习惯性违章；未合理安排当班工人值岗轮岗，致使当

班工人睡岗错过投料时间。其违章违规行为虽与事故发生无紧密关联，但违章违规行为发生

事实，建议华邦公司对其予以开除。 

 

6.匡乐春，华邦公司 C4 车间操作工。未认真执行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违章

减少生产工艺步骤，习惯性违章；违反劳动纪律，当班作业时睡岗错过投料时间。其违章违

规行为虽与事故发生无紧密关联，但违章违规行为发生事实，建议华邦公司对其予以开除。 

 

7.辽宁省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华邦公司 DDH 技改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单位。在设

计华邦公司 DDH 技改项目环合反应加热方式时，在对反应物料及中间产物理化特性和控

制温度并未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未进行必要的安全性认证，也未开展项目反应风险研究或要

求华邦公司聘请第三方开展反应风险评估，凭经验设计采用蒸汽加热方式，导致项目设计存

在本质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对其作出处理。 

 

8.周先忠，临海头门港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盘镇党委书记、医化园区管委会主任。作为医

化园区管委会主任，未落实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导致医化园区安全生产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

推动医化园区安全监管工作不力，园区内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屡有发生，工作成效不明显，建

议给予诫勉谈话。 

 

9.李敬银，临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危险化学品、矿山、烟花爆



竹等企业的审批和监管工作。在部署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安全生产攻坚工作上推进不力,对医

药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工艺重点生产环节危险性认识不足、研究不够，对化工企业技改项目工

程设计安全重视不够、工作指导不够到位，建议给予诫勉谈话。 

 

（四）责成临海市安监局向临海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医化园区管委会向临海市人

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责成临海市人民政府向台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抄报台州市

安监局。 

 

七、事故的教训和整改措施建议 

 

本次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社会负面影响严重，教训深刻。为防范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提出如下建议措施： 

 

（一）强化生产作业岗位管理，坚决杜绝违章违规操作行为。华邦公司要特别重视关键岗位、

危险岗位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强岗位培训的考试考核力度，努力提升作业人员岗位操作

技能。要教育广大作业人员务必树立起“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的安全

责任意识，对安全培训不合格或安全责任意识不到位的员工，要坚决不予上岗作业。公司、

车间要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对班组作业人员执行劳动纪

律、作业规程的抽查、检查，全力消除违章指挥和违规作业现象。 

 

（二）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整治，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临海市人民政

府、头门港新区管委会和相关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严格按照国务院和省危

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要求，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综合治理。要加大落后

产能淘汰力度，按 10%-15%比例要求淘汰产能落后、工艺水平低、安全条件差的企业。要

积极部署开展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储存装置设计诊断和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升级核查，



对存在弄虚作假、擅自停用自控装置、提升改造整改不到位等行为的企业，坚决停产整顿，

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坚决予以关闭。行业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医药化工企业的监管

执法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要严厉打击；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依法督促整

改到位。 

 

（三）高度重视化工工艺关键节点管控，切实提升生产工艺本质安全。化工行业特别是精细

化工企业，要高度重视化工工艺反应温度、分解温度、绝热温升、失控温度、最大允许压力

（安全阀、爆破片的设定压力）等安全核心数据的采集，为生产工艺流程编写提供安全保障；

高度重视分离、蒸馏、干燥等化工单元操作的危险性，加强操作人员风险教育；高度重视未

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年版）的新品种和中间体的物性特征分析，确保科学管理、安

全使用；高度重视生产工艺本质安全设计，严格设计单位准入，严把审批关，坚决杜绝设计

能力差、技术薄弱的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化工项目设计业务；要加大安全投入，各个生产步骤

和生产环节必须要有安全科学的管控措施或安全设计，杜绝给员工有犯错的机会。 

 

（四）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安全意识。临海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认真开展

事故警示教育，提高基层干部、相关企业的安全生产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开展对企业

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发现险情、遇险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及时举报和曝光各类重大安全隐患、非法违法行

为，实现安全生产工作群防群治。 

 

（五）进一步加快规划编制,优化产业布局。临海市政府要加快医化产业安全发展规划编制，

科学设置危险化学品生产区域，优化危险化学品产业布局；加强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管控，全

面开展区域定量风险评估，科学确定区域风险等级和风险容量，提出并落实有效降低区域安

全风险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化工园区安全监管、危险源管控、人流物流管控、应急保障和



医疗救助“五个一体化”管理，有效防范和控制各类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 

 

（六）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切实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建设。临海市头门

港新区管委会、临海医化园区管委会应当进一步重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配强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切实改变医化园区管委会安全生产无行政分管领导局面。临海市政

府应建立医化园区安监局，按专业监管人员配比不少于在职人员 75%的要求，强化危化品

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切实承担起园区安全生产监管任务。要解决安全监管执法人员无法持证

问题，着力推进管委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提升基层安全生产监管能力水平。 

 

台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华邦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3”爆燃事故调查组 

 

2017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