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4·26”
中毒和窒息较大事故调查报告

2018年 4月 26日 20时 40分，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保

税区临港区域的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检维修作业时

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

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为 356万元人民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和《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2018年 4月 27日，市安全监管局组织市公安局、市总

工会成立了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4·26”中毒和窒息较

大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监察委派员参加，

并聘请相关专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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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调查取证、

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

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情况

1.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化永利公司）



渤化永利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 20日，为股份有限公司系国

有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103609732D，注册资本

30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义龙，注册地址：天津滨海新区

临港经济区渤海十路 3369号。经营范围：氨、甲醇、乙酸、异丁醇、

异丁醛、丁醇、硫酸、甲醛、丁醛、辛醇、聚甲醛、小苏打、纯碱、

氯化铵、丙酸的制造；普通货运；自有厂房租赁；设备租赁（汽车

除外）；仓储（危险品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化工技术咨询（不含中

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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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津）WH安许证字〔2012〕LG0002，有

效期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0月 20日，许可范围：氨（300000吨/年）、

甲醇（504000吨/年）、乙酸（200000吨/年）、异丁醇（48800吨/年）、

异丁醛（49080吨/年）、丁醇（170000吨/年）、硫酸（18000吨/年）

生产；中间产品：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280000吨/年）、甲醛（44400

吨/年）、丁醛（499540吨/年）、丙酸（500吨/年）生产。

2.张钢强与张朝阳组建的劳务队

张钢强（男，身份证号：410728197512174016，河南省长垣县

人）和张朝阳（男，身份证号：410728197703254019，河南省长垣

县人）组织的劳务队伍（以下简称张钢强劳务队）以中石化工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建公司）的名义在 2018年 3月实际承揽

了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合成氨运行部变换工段（以下简称事

故装置）的检维修工程。该工程计划在渤化永利公司 2018年停工检

修期间（2018年 4月 10日至 4月 30日）完成，双方未签订书面合

同。

3.张钢强劳务队与中石化建公司的关系

张钢强劳务队在 2016年和 2017年期间曾 11次代表中石化建公

司承揽了渤化永利公司部分检维修项目。2018年 3月，张钢强劳务

队又以中石化建公司的名义与渤化永利公司达成事故装置的检维修

协议。经事故调查组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钢强劳务

队在2018年渤化永利公司检维修工程的商务报价单上所使用的中石

化建公司公章系伪造。中石化建公司也未就渤化永利公司事故装置

的检维修工程授权张钢强劳务队参与投标及相关检维修工作。

（二）事故项目情况

1.总体情况

渤化永利公司按照消除设备隐患、恢复设备性能、保证设备本

质安全的要求，结合特种设备检测和公司改造项目进行 2018年停工

检修。全部检修项目 866项，其中重点项目 89项。特种设备检测：

压力容器 412台，压力管道 228条，安全阀 645套。

重点项目主要有热电 3#高压炉和 2#发电机大修，1#煤气化炉大

修，合成氨变换更换催化剂，一期丁辛醇净化槽保护剂更换及辛醇



加氢催化剂更换，醋酸优化项目改造对接，技措项目系统对接（3#

煤气化炉优化建设项目、蒸汽管网优化、11万站扩容、热电除氧器

蒸汽改造、空分后备系统等）。停检工作安排在 2018年 4月 10日开

始逐步停车，计划 4月 30日检修完毕开车运行。

2.事故涉及的装置情况

事故发生在该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合成氨运行部变换工段。煤化

工事业部所辖区域有日投煤量 2000吨煤气化炉两套、年产 50万吨

甲醇装置一套、年产 30万吨合成氨装置一套、年产 20万吨制气装

置一套、配套输煤系统一套，事业部下设储配运行部、煤气化运行

部、甲醇运行部、合成氨运行部、设备管理部、安全管理部、经济

技术部、生产管理部、质量管理部、综合办公室等。

此次煤化工事业部停产检修项目共计 414项，重点项目 43项，

主要有磨煤机大修、1#煤气化炉大修、CO压缩机大修、合成氨变换

炉 1#2#3#变换催化剂更换、合成氨气压机更换主气阀，甲醇气压机

大修、WSA冷凝器大修、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检测修复、安全阀校

验更换等。其中，压力容器检测 164台，涉及拆封头、开人孔；压

力管道检测 145条，检测 3445道焊口。按照该公司安排，停检工作

在 2018年 4月 10日开始进行。本次事故发生在合成氨 3#变换炉变

换催化剂更换后的气密性试验阶段。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年 4月 26日 19时 50分左右，张钢强劳务队人员葛雪峰

安排雪强、谢顺成、汪设三名作业人员更换合成氨 3#变换炉顶部人

孔盖的垫片。在更换过程中，作业人员听到人孔盖发出漏气声，并

感到漏气压力较大，三人随即暂停作业。

20时 30分，谢顺成给班长谢峰拨打电话告知相关情况，谢峰与

项目副经理张朝阳随后赶到现场并登上合成氨 3#变换炉顶部人孔盖

附近的平台查看情况。在平台上张朝阳感觉到头晕，便让谢顺成等

四人先撤离现场。雪强、谢顺成两人通过合成氨 3#变换炉的竖梯下

到地面，谢峰在下竖梯的过程中从竖梯摔下（高约 10米），张朝阳、

汪设昏迷在合成氨 3#变换炉人孔附近的平台。

20时 40分，在附近经过的检修工刘洪军发现合成氨 3#变换炉

有人坠落后，立刻电话通知了渤化永利公司值班人员，值班人员立

即向公司应急救援中心和煤化工事业部领导电话报告。

渤化永利公司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对坠落者谢峰进行检查，

发现已无脉搏，确认死亡。同时，该公司先后派出 3人佩戴空气呼

吸器上到合成氨 3#变换炉顶部救援，但因通往合成氨 3#变换炉顶部

的竖梯安全护笼空间狭小，救援人员穿戴空气呼吸器后无法运送昏

迷人员，未能将人救下。后由临港消防大队使用消防云梯将在合成

氨 3#变换炉顶部昏迷的 2人救下，并送往天津市永久医院救治，张

朝阳、汪设二人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 7时 30分死亡，雪强、谢顺

成经治疗已康复出院。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接报后市安全监管局、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港保税区管委

会及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组成现场指挥部组织开

展救援工作，并于 23时完成现场救援工作。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受伤。

死亡人员：

谢峰,男，32岁，甘肃省人，身份证号 622425198508083816

张朝阳,男，41岁，河南省人，身份证号 410728197703254019

汪设,男，43岁，山东省人，身份证号 370922197408256951

受伤人员：

雪强，男，34岁，甘肃省人，身份证号 622425198309053817

谢顺成，男，34岁，甘肃省人，身份证号 622425198307213813

两名伤者因吸入一氧化碳气体入院治疗，目前已康复出院。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 3人死亡、2人入院治疗，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

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的规定统计，直接经济

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为 356万元人民币。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取证、检验鉴定，事故调查组认定：在 3#合成氨变换炉

气密性检修作业期间，事故装置上游的煤气化炉已开始点火运行，

因 3#合成氨变换炉与火炬之间管道上阀门关闭不严且未按照要求倒

升温氮气盲板，致使一氧化碳气体通过火炬总管进入了发生事故的

3#合成氨变换炉，并从炉顶部人孔溢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

因。

（二）间接原因

1.张钢强劳务队违法违规承包检维修项目

（1）不具备危险化学品设施设备检维修施工资质，使用伪造的

中石化建公司公章，违法承接危险化学品设备检维修工程。

（2）未落实渤化永利公司《检维修安全管理规定》和《检维修

作业安全监护规定》，在未办理作业票证的情况下，从事合成氨装置

3#变换炉更换人孔盖垫片作业。

（3）未对施工人员进行认真培训，检修作业未进行安全风险辨

识，未按照规定设专人监护，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

2.渤化永利公司在项目检修中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1）违反规章制度。开展合成氨变换工段系统气密性试验时，

未按照《停工检修计划大纲》的规定在合成氨装置气密前倒升温氮

气盲板。

（2）对承包商审核把关不严。公司承包商管理制度没有对承包

商资质准入做出明确要求，建立检维修外协单位名录时未进行认真



核查，对其资质材料不完整、双方确认函过期等明显问题未能发现；

对招投标文件、合同等材料审核不细致不严谨，未能辨别真伪，甚

至未与承包商签订正式合同。

（3）特殊作业管理混乱。公司为了赶工期、抢进度而轻视流程、

疏于细节，对检维修之前未按照规定开具作业票的情况未进行管理；

公司以包代管，施工人员作业期间无人监护，“双监护”制度形同虚

设；煤气化装置开车时，各工段、各单位间未做到整体联动、信息

畅通，危情预判和告知缺位。

（4）应急管理不到位。应急预案内容不充分、针对性不强，应

急设备配备不齐全，现场应急救援不力，事故发生后长时间未能将

昏迷人员从工作台救下。

（5）安全教育培训走过场。对承包商检维修作业人员的安全教

育培训和考核流于形式、内容空泛，甚至有多名未参加教育培训考

核的人员从事检维修作业，对施工部位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不知

情、不掌握。

（6）未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在检维修期间，安全管理人员

对发现的问题只是进行口头教育，未按照企业内部规定予以处罚，

隐患治理未实现闭环，问题整改未落到实处。

3.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渤化集团）对所属

企业安全生产督促指导不力，红线意识不强，对渤化永利公司存在

的重生产轻安全、赶工期抢进度等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以人



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对渤化永利公司检维修期间的安全

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及时、不严格。

4.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属地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1）临港经济区相关职能划转保税区后，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监管力量没有做到及时调整和加强。

（2）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监管局在临港经济区安全生产执法力量

配备不足，对临港区域的企业虽然组织开展了检查，但对渤化永利

公司承包商管理和特殊作业管理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整改不力。

（3）天津港保税区科工局对其重新修订的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楚，未能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行业管

理职责，推动工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4·26”中毒和

窒息较大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刑事责任追究情况

1.张朝阳，张刚强劳务队伍项目副经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鉴于在事故中死亡，公安机关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2.张钢强，张刚强劳务队伍项目经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

已由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建议公安机关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其

刑事责任。



3.田海明，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合成氨运行部部长，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已由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建议公安机关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责任人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建议

对下列人员予以处分：

1.王义龙，渤化永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董事长。作为

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法规规定的

安全生产职责，对各部门安全工作的督促考核不力，组织制定应急

救援预案时未充分考虑企业可能存在的应急险情，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2.庞栓林，渤化永利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安委会主任，对

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有效履行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法规

规定的安全生产职责，对各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检查不

力，隐患排查督促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

议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3.李树旺，渤化永利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设备部工作，兼任煤气

化事业部总经理，对煤气化事业部全面负责，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

职责，未认真组织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技术管理人员流失

后，未及时补充配备；督促检查考核各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基础工作不力；在检维修期间多次检查出的作

业票问题督促整改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政务撤职处分。

4.崔玉春，渤化永利公司设备工程部部长，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

职责，对分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指导督促不到位，建立检维修外协

单位名录时，未组织有关人员对外协单位的资质及有关材料进行认

真核查，造成名录中的部分外协单位存在资质材料不完整、双方确

认函过期等问题；对招投标文件、合同等材料的审核不认真，未发

现部分材料存在的错误，存在先施工再签合同的管理漏洞，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5.李斌，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

全面负责事业部的综合管理工作。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在检

维修期间督促检查安全工作不认真不细致，组织落实公司的《检维

修安全管理规定》和《检维修作业安全监护规定》不到位，对事故

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6.雷志雄，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副总经理，分管设备管理

部，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检维修外协单位的选择、合同签

署、施工管理等环节把关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

议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7.陈佐继，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副总经理，分管办公室、

安全管理部，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对分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指导督促不到位，对事业部内各部门开展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督促考

核不到位，对检维修期间各部门落实《检维修安全管理规定》和《检

维修作业安全监护规定》情况的检查不到位，对经常发生的不开作

业票施工或作业票不规范等行为未能有效查处和彻底整改，组织开

展事业部特定危险因素辨识不充分，未能制定针对高处中毒和窒息

的应急救援处置方案，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给予

政务记过处分。

8.刘刚，渤化永利公司煤化工事业部设备管理部部长，未有效履

行安全生产职责，在检维修及外协单位的管理方面存在失职行为。

在选择检维修外协单位时，未对其资质、授权委托书等材料进行认

真审查；在未与外协单位签订合同且无有效约定文件的情况下使用

外协单位施工人员从事检维修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

任，建议给予政务撤职处分。

9.刘长怀，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监管局副局长（原临港经济区安全

监管局局长），分管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监管局危化科和应急科，负责

临港区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临港区域的企业虽然组织开展了检查，

但对渤化永利公司承包商管理和特殊作业管理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

整改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

（三）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给予处理的其他建议

1.渤化永利公司对检维修开车气密试验的风险管理不到位，气密



方案不详实；对检维修外协单位的管理混乱，落实公司《检维修安

全管理规定》和《检维修作业安全监护规定》不到位，安全作业票

签批管理混乱，对无证作业的外协单位监管不力，落实“双监护”

制度不到位；应急处置不当，建议由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监管局依据

《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渤化永利公司处以玖拾玖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义龙处以

2017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总经理庞栓林处以

2017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2.渤化集团对下属企业渤化永利公司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有

关规章制度的情况督促检查考核不力，建议责成渤化集团向市国资

委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3.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对辖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

力度不够，建议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做

出深刻书面检查。

4.中石化建公司于 2016年、2017年 11次委托张刚强劳务队伍

承接渤化永利公司的检维修作业施工项目，而对 2018年 3月以来该

劳务队违法承接渤化永利公司检维修项目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制止，

对劳务队伍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建议由市安委会办公室通报市建

委及河北省安委会办公室，并抄送应急管理部。

5.秦宝坤，天津港保税区安全监管局局长，临港经济区并入天津

港保税区后，未及时充实危化科执法检查人员，不能保证正常的执



法检查，建议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在班子

民主生活会上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6.李金辉，天津港保税区科技和工业创新局局长，临港经济区并

入天津港保税区后，科工局职责重新修订，负责天津港保税区工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但在日常工作中推动辖区内工业领域的安全

生产工作不力，建议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

在民主生活会上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渤化永利公司

1.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公司党政领导班子要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以

此次事故为戒，对全员开展警示教育，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明确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

一名员工。

2.要进一步加强承包商管理。严格承包商资质审核，不得将检维

修工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坚决杜绝层层转包

和“以包代管”；加强对承包商的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厂

作业；严格对承包商施工方案的审查，做好作业安全交底，并安排

具备监护能力的人员负责检维修全过程现场监护。

3.要加强安全培训教育。强化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依法制定教

育培训计划，加强考核评估工作，建立培训档案。

4.要强化危险化学品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加强检维修时特殊作业

的风险辨识与管控，充分认识进入受限空间、动火等特殊作业的重

大风险，对所有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动火、进入受限

空间作业、节假日期间特殊作业全部进行升级管理，分管负责人必

须亲自组织对现场作业安全条件进行严格确认，确保作业安全；严

格按照《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30871-2014）执

行作业票审批制度，全面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分析，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等规定检测受限空间等作业场所可燃气体浓度、有毒气体浓度、

氧含量，切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强化全过程监控。

5.要注重提升本质安全。要对规章制度、工艺规程、岗位操作法、

检维修大纲等进行排查、细化，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应急救援预案与装备建设、检维修大纲等，加强落实

情况的检查考核工作，确保责任制及规章制度有效执行，提高本质

安全水平。

（二）渤化集团

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并结合本次事故暴露的安全

管理制度不健全，施工项目管理混乱、施工过程中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等问题，做好以下工作：一要牢固树立和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



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全

集团逐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二要深刻反省、吸取教训，举

一反三在全集团查找问题隐患，严格落实整改；三要大力推动所属

各个企业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力量对所属企业进

行不间断的督促检查，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等，健

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明确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将安全责任

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

（三）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明晰各级、各有关部

门的安全生产职责，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要加强危险化学品

企业监管力量，保证监管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满足危险化学品企

业的监管工作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扎实开展专项治

理排查，有效防范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

全市各区、各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辨

识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日常安全管理，强化承包商安全

管理，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认真按照“隐患就是事故，事故

就要处理”，和“铁面、铁规、铁腕、铁心”的要求，建立完善严密、

严厉、严格的责任体系，从严查处各类隐患和问题，从严执法，严

肃问责，切实维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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