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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故基本情况

（ 一 ） 2023年事故情况

2023年全国共发生化工事故115起、死亡159人，同比（127 

起、143人）减少12起、增加16人，分别下降9.4%、上升11.2%。

比2019年（164起、274人）减少49起、115人，分别下降29.9%、

42%。

其中一般事故104起、 死亡97人， 同比（120起、119人）

减少16起、22人， 分别下降13.3%、18.5%。

较大事故8起、 死亡29人（事故明细见附表1 ）， 同比（7 

起、24人）增加1起、5人， 分别上升14.3%、20.8%。

重大事故3起、 死亡33人（事故明细见附表1 ）， 同比增

加3起、33人。

2023年全国化工事故总起数下降， 但死亡总人数、 较大及

以上事故起数均同比上升， 重大事故阶段性反弹明显， 安全生

产形势依然严峻 。

（二） “ 十四五 ” 以来事故情况
“

十四五 ”

以来全国共发生化工事故364起、 死亡452人

（见表1 ），其中2021年122起、150人，2022年127起、143

人，2023年115起、159人， 化工事故起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由于2023年发生3起重大事故， 造成死亡人数增多 。

“

十四

五 ”

以来（2021年－2023年）与 “

十三五 ” 同期（2016年－2018

年，621起、723人）相比， 化工事故总起数 减少257起， 死亡

总人数 减少271人， 分别下降41.4%、37.5%。



表1 “ 十四五”以来化工事故情况

事故类型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2021 2022 2023 2021 2022 2023 

总数 122 127 115 150 143 159 

较大事故 9 7 8 35 24 29 

重大事故 。 。 3 。 。 33 

总数同比
一15.3% +4. 1% -9.4% 一15.7% -4. 7% + 11. 2%

变化率

2023年化工行业营业收入15.95万亿元， 较
“ 十三五”初

期2016年增加2.6万亿元、上升19.5%，事故起数减少111起、

死亡人数减少75人， 分别下降49.1%、32.1 % ( 2016-2023年情

况见表2）。

表2 2016年以来化工事故情况

年份 营业收入（万亿）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2016 13. 35 226 234 

2017 13. 78 219 266 

2018 12.40 176 223 

2019 12.27 164 274 

2020 11.08 144 178 

2021 14.45 122 150 

2022 16. 56 127 143 

2023 15.95 11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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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6年以来较大及以上事故情况

1.较大事故情况。全国化工行业 较大事故起数由2016年的

12起减少到2023年的 8起、下降33.3% （见表3 ）。 “ 十四五 ”

以来，年均发生较大事故 8.3起，比 “ 十三五 ” 时期的年均11.4 

起，减少3.1起，下降27.2%， 比 “ 十二五 ” 时期的年均16起，

减少7.7起， 下降48.1%。

2.重特大事故情况。 2016年以来， 全国共发生重特大化工

事故 10起， 年均发生1.25起， 相邻两起化工重特大事故之间

间隔时间最长的是2019年河南义马气化厂＂ 7 • 19”

事故 到2023

年辽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 “ 1 • 15”

事故， 间隔41个月。
“ 十四五 ”

以来， 年均发生重特大事故l起， 比 “ 十三五 ” 时

期的年均1.4起，减少0.4起，下降28.6%， 比 “ 十二五 ” 时期

的年均1.2起， 减少0.2起， 下降16.7%。

表3 2016年以来 较大及以上事故情况

时间
“十二五 ” 时期 “十四五 ” 时期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较大事故起数 12 15 11 9 10 10 7 8 

较大事
人

故
数

死亡 41 57 46 30 44 35 24 29 

重大事故起数 。 2 2 2 。 。 。 3 

特大事故起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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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故分布情况

（ 一 ）时间分布

2023年化工事故的高发时段是4月和12月，均发生14起，

比月平均数多4.4起， 而2月比月平均数少4.6起。 2023年随

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 各地抓发展拼经济劲头足，
“起步即冲

刺
”

，4月份全国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工率、 开车率较高，特

殊作业、检维修作业数量环比上升20%，安全风险较大，导致事

故增加；冬季气温较低， 不利于安全生产因素较多， 导致事故

多发，12月份42.9%的事故为中毒窒息事故（见附表2）。

从
“

十四五
”

以来事故时间分布图（图1）可以看出， 春节

后的3月、夏季的6 7月及冬季的12月事故均明显高于月平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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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十四五
”

以来事故时间分布

（二）类型分布

2023年化工事故中， 中毒和窒息事故28起、 41人， 分别

占24.3%和25.8%；火灾事故18起、 死亡18人， 分别占15. 7% 

和11.3%；高处坠落事故16起、 死亡24人， 分别占13.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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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爆炸事故13起、 死亡32 人， 分别占11.3%和20.1 %;

机械伤害事故13起、 死亡12 人， 分别占11.3%和7.5%；灼烫

事故7起、 死亡10 人， 分别占6.1%和6.3%；物体打击事故6

起、 死亡7 人， 分别占5.2%和4.4%；车辆伤害、触电、 拥塌事

故合计9起、 死亡11 人， 共占7.8%和6.9%；其他伤害事故 5

起、 死亡4 人， 分别占4.3%和2.5%。 （见图2 ) 

从事故类型的分布情况看， 中毒和窒息事故起数、 死亡人

数均最多， 爆炸事故起数居第五位、 死亡人数居第二位， 火灾

事故起数居第二位、 死亡人数居第四位， 高处坠落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均居第三位， 机械伤害事故起数居第四位、 死亡人数

居第五位，其次是灼烫、 物体打击、 车辆伤害、 触电、 明塌等

事故 。 中毒和窒息、 爆炸、 火灾等三类事故多数涉及危险化学

品，属于化工过程安全事故，共计59起、91 人，占全年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的51.3%和57.2%；其他事故属于职业安全事故，

共计56起、68 人，占48.7%和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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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3年化工事故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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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

以来，共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78起、 116人，

分别占21.4%和25.7%；爆炸事故58起、 死亡103人， 分别占

15.9%和22.8%；高处坠落事故51起、 死亡60人， 分别占14%

和13.3%；火灾事故50起、 死亡42人， 分别占13.7%和9.3%; 

机械伤害事故41起、 死亡39人， 分别占11.3%和8.6%；物体

打击事故22起、 死亡25人， 分别占6%和5.5%；灼烫事故15

起、 死亡17人， 分别占4.1%和3.8%；车辆伤害、 触电、 场塌

事故合计25起、死亡26人，共占6.8%和5.7%；其他伤害事故

24起、 死亡24人， 分别占6.6%和5.3%。 化工过程安全事故共

计186起、261人，占比51.1%、57.7%， 职业安全事故共计178

起、191人，占比48.9%、42.3%。

（三）地区分布

1. 2023年，事故起数排前七位的是山东（13起）、 山西（12

起）、宁夏（8起）、 辽宁（7起）、 河南（6起）、 黑龙江（6 

起）、 新疆（6起）。 死亡人数排前七位的是山东 （21人）、

辽宁（19人）、 山西 （12人）、宁夏（12人）、 内蒙古（12 

人）、 新疆（8人）、 安徽 （8人）。 2023年全国有11个统计

单位事故起数同比上升， 6个同比持平， 15个同比下降， 事故

起数上升数量居前的是山西（+8）、 河北（+5）、 山东 （十4）、

辽宁（+4）、 黑龙江（+3）、 重庆（+3）， 下降数量居前的是

云南（-5）、江西（-5）、湖北（-5）、安徽（-4）、江苏（-4）、

陕西（一的。死亡人数上升数量居前的是辽宁（+ 15）、山东（+ 11 ）、

内蒙古（+8）、 河北（+7）、宁夏（+4）， 下降数量居前的是

云南（-7）、陕西（-7）、江苏（-5）、江西（-4）、甘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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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4) （见附表3） 。

2023年，化工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上升的是河北、山西、

辽宁、 黑龙江、 浙江、 河南、 山东、 重庆、 贵州宁夏、， 双下

降的是上海、 江苏、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广西、

海南、 云南、 陕西、 青海 。

“十四五 ” 以来， 化工事故总起数排在全国前八位的是山

东（31 ）、 山西（21 ）、 云南（20）、 江西（18）、 湖北（18）、

宁夏（18）、 安徽（17）、 辽宁（16） 。 特别是云南、 宁夏、

新疆事故持续多发， 云南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排全国第14

位， 但事故起数2021年排第8, 2022年排第l, 2023年排第9;

宁夏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排全国第21位，但事故起数2022

年排第5, 2023年排第3；新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排全国

第18位， 但事故起数2022年、 2023年均排第5（见附表4） 。

2. 2023年共有10个地区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同比增加5

个地区 。 河北、 安徽、 江西、 四川｜、 浙江、 宁夏、 山东、 新疆

各发生1起较大事故 ；辽宁、 山东、 内蒙古各发生一起重大事

故（见图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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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3年化工较大及以上事故分布情况
j主：标注红色的省份为2023年发生l起化工重大事故的地区，

黄色为发生1起化工较大事故的地区 。

“十四五
”

以来山西发生3起较大事故、死亡11人，河北、

内蒙古、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陕西、 甘肃各发生2起。

2016年以来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较多的地区是山东（10起、 64

人）、 河北（10起、 57人）、 河南（6起、 33人）、 湖北（6 

起、 25人）、 辽宁（5起、 27人）、 内蒙古（5起、 25人）、

陕西（5起、 20人）、 四川 I cs起、 31人）。

3. 2023年全国每百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事故死亡率（以

下简称每百家企业死亡率）为1. 3，同比增加0. 1；青海、宁夏、

贵州、 黑龙江、 山西、 辽宁等6个省份每百家企业死亡率均大

于3，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 3）， 尤其是青海省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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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企业数量少，排全国第29位，但每百家企业死亡率连续

两年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较2022年（436

家、 第10名）增加83家，每百家企业死亡率同比（0. 9）上升

1. 4， 需关注企业数量增多带来的增量风险（见表4）。

表4每百家企业死亡率情况

死亡
危险化学品生产

每百家企业
序号 地区 企业数

人数 死亡率
（各地区排序）

青海 3 45 ( 29) 6. 6

2 宁夏 12 261 ( 20) 4. 5

3 贵州｜ 6 142 ( 26) 4. 2

4 黑龙江 7 181 (23) 3. 8

5 山西 12 352 ( 14) 3.4 

6 辽宁 19 586 ( 5) 3. 2

7 新疆 8 328 ( 17) 2.4

8 内蒙古 12 519 ( 10) 2. 3

9 重庆 4 181 (24) 2. 2

10 安徽 8 525 ( 9) 1. 5

11 甘肃 4 269 ( 19) 1. 4

12 玄南 4 281 ( 18) 1. 4

13 河南 6 450 ( 12 ) 1. 3

14 河北 7 549 ( 7) 1. 2

15 山东 21 1649 ( 1 ) 1. 2

16 吉林 85 ( 27) 1. 1

17 天津 2 175 (25) 1. 1

18 江西 5 582 ( 6) 0. 8

19 四川 4 529 ( 8) 0. 7

20 福建 2 341 ( 16) 0. 5

21 湖北 3 501 ( 11 ) 0. 5

22 上海 240 (21) 0.4 

23 陕西 2 421 ( 13) 0.4 
-9一



死亡
危险化学品生产

每百家企业
序号 地区 企业数

人数 死亡率
（各地区排序）

24 浙江 4 976 ( 3) 0.4 
25 湖南 342 ( 15) 0. 2
26 江苏 951 ( 4) 0. 1
27 西藏 。 6 ( 32) 。

28 北京 。 23 ( 31) 。

29 海南 。 24 ( 30) 。

30 兵团 。 75 ( 28 ) 。

31 广西 。 233 ( 22) 。

32 广东 。 1152(2) 。

（四）行业分布

1. 2023年化工事故行业分布情况。 从行业来看，2023年基

础化工原料行业36起、死亡60人，分别占事故总起数的31.3% 

和死亡总人数的37.7%；精细化工行业36起、 死亡37人，分别

占31.3%和23.3%；煤化工行业17起、死亡23人，分别占14.8%

和14.5%；化肥行业12起、 死亡13人， 分别占10.4%和8.2%; 

石油化工行业9起、 死亡21人， 分别占7.8%和13.2%；医药行

业3起、 死亡3人， 分别占2.6%和1.9% （见图的 。 化工子行

业中基础化工原料、 精细化工、 煤化工等事故高发的行业， 依

然是化工事故防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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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3年化工事故行业分布

2. 较大及以上事故行业分布情况。2023年的11起较大及重

大事故中，基础化工原料行业5起、 死亡32人，精细化工行业

2起、 死亡7人，煤化工行业2起、 死亡7人，石油化工行业1

起、 死亡13人，化肥行业1起、 死亡3人。

“十四五
”

以来，全国共发生27起较大及以上事故、 死亡

121人，其中精细化工行业12起、 死亡50人，分别占较大及以

上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44.4%和41.3%；基础化工原料行业6

起、 死亡36人， 分别占22.2%和29.8%；煤化工行业4起、 死

亡13人， 分别占14.8%和10.7%；化肥行业3起、 死亡9人，

分别占7.4%和7.4%；石油化工行业2起、 死亡13人， 分别占

7.4%和10.7%。

“十四五
” 以来， 全国化工行业共发生3起重大事故， 其

中基础化工原料行业2起，占66.7%；石油化工行业1起，占

（五）中央企业事故情况

2023年共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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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中央企业所属企业

发生8起化工事故、 死亡18人，占全年事故起数年口死亡人数的

7%、11.3%， 同比（11起、13人）起数减少3起、人数增加5

人。 其中，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事故3起、 死亡14

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发生2起、 死亡2人， 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事故l起、 死亡1人， 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公司发生事故1起、 死亡。人， 中国船舶集团公司发生

事故1起、 死亡1人（中央企业事故明细见附表5 ） 。

“十四五
”

以来， 中央企业事故数量仍然较多， 尤其是死

亡人数有所增加，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发生1起

重大和1起较大事故；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事故持续多

发，2021年发生事故2起、 死亡1人，2022年发生事故8起、

死亡10人，2023年发生事故1起、 死亡1人。

（六）检维修和特殊作业环节事故情况

2023年涉及检维修和特殊作业的事故为34起、死亡88人，

占事故总数的29.6%、55.3%， 较大事故中涉及检维修和特殊作

业的7起、 死亡26人，占较大事故的87.5%、89.7%, 3起重大

事故全部发生在检维修环节， 检维修和特殊作业风险管控依然

是化工安全管控的重点， 高危场所人员管控和异常工况处置是

防控风险的关键。

三、 典型事故案例

（一）辽宁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
＂ 1 · 15 ” 重大爆炸着火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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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5日13时 25分，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在炕

基化装置水洗罐入口管道带压密封作业过程中发生爆炸着火事

故， 造成13人死亡、 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8799万元。

事故直接原因是：事故管道发生泄漏， 在带压密封作业过程中

发生断裂，水洗罐内反应流出物大量喷出，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

炸性蒸气云团， 遇点火源 爆炸并着火， 造成现场 作业、 监护及

爆炸冲击波波及范围内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是法律意识缺失， 违法组织炕基

化项目建设， 委托不具备监理资质的单位承揽炕基化装置建设

工程的监理。 二是处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严重失衡， 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悬空。 未经设计变更将不符合设计文件规定材质的压

力管道投入使用，管道长期带
“

病
”

运行。 三是安全管理混乱，

制度规章执行流于形式， 作业 现场管理混乱，人员聚集， 点火

源管控不力。

（二）中化集团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 • 1 ” 重大爆炸着火事故

2023年5月1日8时 36分，位于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中化集团鲁西化工集团聊城鲁西双氧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双氧水 装置发生爆炸着火事故， 造成10人死亡、 1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5445. 31万元。 事故直接原因是：操作人员在 抽

吸成品罐内70%双氧水表面漂浮的少量工作液至工作液配制釜

时，大量抽入了70%双氧水，工作液配制釜内杂质引起高浓度双

氧水分解放热， 导致釜内温度升高、 双氧水分解加速、 压力升

高， 最终引发高浓度双氧水发生剧烈分解爆炸、 高浓度双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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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液体系发生剧烈凝聚相爆炸， 造成工作液配制釜粉碎性

解体。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是企业安全管理混乱， 抽油作业

管理混乱， 违规开展检维修作业， 未严格控制作业风险区域人

数， 导致事故伤亡人数扩大。 二是工艺变更管理不到位， 违规

取得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70%浓度双氧水安全生产许可，未履行

工艺变更管理手续， 未辨识出工艺变更带来的双氧水分解、 爆

炸、 火灾等风险， 未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 三是应急管理不到

位， 未专门针对配制釜等危险性较大的生产设施编制现场处置

方案， 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事故装置DCS操作人员不熟悉岗位

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四是集团公司安全管理层

层失守， 鲁西化工集团对下属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 未

按规定配备安全总监， 鲁西集团未认真督促鲁西化工集团及双

氧水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 • 7 ” 重大高压气体泄漏事故

2023年9月7日15时35分，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亿鼎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气化车间发生高压气体泄漏事故， 造成10

人死亡、 3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3394. 14万元。 事故的直接原

因是：压力仪表引压管堵塞，显示失真，造成作业人员重大误判，

在主管道内介质压力较高的情况下进行拆卸阀盖操作， 导致管

道内粗合成气瞬间泄漏喷出。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是安全管理不规范， 安全管理人

员配置不规范，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无证上岗， 安全生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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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缺失， 擅自改造合成气主管道压力表位置， 压力管道日常维

护保养严重缺失， 检维修作业时存在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 二

是风险分析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不到位， 开展检维修作业时，

对管道内高压、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气体存在的风险未辨识，

没有进行有效泄压、 放散、 清洗、 吹扫、 置换和隔离等操作。

三是作业现场人员大量聚集， 含有毒有害气体的中压管道铺设

在渣水五楼平台， 平台面积不到30平米，拆卸阀门时共聚集了

20名作业人员和非作业人员。

（四）浙江湖州长兴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8 • 15 ” 较大爆炸事故

2023年8月15日13时，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

城南工业园区的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中国中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单位）发生爆炸事故，造成 3人死亡、1人受

伤， 直接经济损失703万元。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因固体原料高

氯酸鲤堵塞力口盐气动阀， 当班操作员工采用工具凿、 刮、 挖等

危险作业方式进行疏通， 导致吸附有机溶剂的高氯酸乡里发生爆

炸。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是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 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不到位， 未按要求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 对

高氯酸鲤吸附有机溶剂后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敲击易引发分

解爆炸的安全风险未进行风险辨识并提出管控措施。 二是安全

监督管理缺失， 对员工长期违章作业、 违规行为未及时发现并

制止， 操作规程制定不规范， 未按规定对开停车装置制定开停

车方案及相关检查。 三是员工培训教育不到位， 未按规定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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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开展安全操作规程和异常处置的教育培训， 未针对高氯

酸乡里的危险特性开展岗位操作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一线员工的

安全意识薄弱。

（五）中国化学工程天辰泉fl·J新材料有限公司 “ 12 • 20 ”

产品分离单元爆炸着火事故

2023年12月20日8时13分，中国化学工程天辰泉州新材

料有限公司环氧丙炕装置产品分离单元粗产品缓冲罐V-4215区

域发生爆炸着火事故， 造成1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约493万

元。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粗产品缓冲罐出口管路气动调节阀故障

关闭， 导致粗产品缓冲罐超压发生泄漏， 可燃物料沿人孔法兰

泄漏至大气中达到爆炸极限， 泄漏物料高速冲刷产生静电引发

空间爆炸。高温引发粗产品缓冲罐内环氧丙炕和甲醇急剧气化，

造成粗产品缓冲罐超压爆炸。

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 一是安全意识薄弱， 在上游装置不

具备开车条件， 开车物料准备不足条件下，抢工期进行试生产，

在塔压超过高限时仍继续向后系统出料。 二是试生产管理不到

位， 试生产的方案编制、 组织实施不规范， 部分未明确异常处

置的操作步骤、 偏离正常工况的后果、 预防措施等， 开车前安

全审查执行不到位。 三是设计单位设备设施管道设计压力不合

理？ 设计要求未执行到位， 系统工艺设计风险辨识不到位。

四、 问题分析

2023年， 各地区、 各企业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16一



固化、 深化、 拓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成效， 扎实开

展危险化学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稳步推进
“

十四五 ”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化

工事故总量持续下降， 保持了全国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形势的总体平稳， 但是重大和较大事故均同比上升， 特别是发

生3起重大事故， 阶段性上升势头明显。 暴露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安全发展理念不牢， 一 些地方、 化工园区重发展、 轻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不强， 党政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

园区管理责任不落实，不具备条件盲目发展高风险的化工产业，

化工园区安全基础薄弱， 化工产业转移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

二是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部分企业法制观念安全意识淡薄，

重效益轻安全， 装置设施带
“

病
”

运行、
“ 三超一 抢 ” 等违法

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特殊作业、 检维修作业管理制度不健全不

落实， 作业现场人员聚集风险突出， 事故教训吸取不到位，导

致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三是本质安全水平不高， 不少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设计水平低， 安全投入不足， 自动化控制系统不完

善，从业人员素质技能不高。 高危细分领域专项治理中有22家

复产企业再次被责令停产整改。 四是监管执法不严不实， 部分

地区应急管理部门仍存在安全许可把关不严、 执法处罚
“

宽松

软虚 ” 等问题，2023年全国 应急管理系统实施行政处罚23.1 

万次、 同比上升12.4%， 化工同比下降7. 6%， 全国行政处罚率

为23.2%，化工仅为10.9%；化工产业转移专项整治工作中抽查

辽宁有超半数项目安全设施
“ 三同时

”

不规范。 五是有关中央

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部分中央企业存在安全管理弱化、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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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衰减的问题， 与中央企业
“

排头兵
”

要求不符。 中国中 化

所属企业发生3 起事故、死亡14人，其中包括鲁西新材料公司
“

5 • 1
”

重大爆炸和中蓝新能源材料公司
“8 . 四

”

较大爆炸事

故，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列中央企业第一位；中石化2022年

所属的茂名石化、 上海石化连续发生爆燃事故之 后， 今年元旦

前后，所属的齐鲁石化、 青岛石化又接连发生事故。

五、 2024年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研判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

十四五
”

规划目标

的关键一年， 也是全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

之年， 对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 我国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基础依然不牢固、事故下降进入平台期，

同时世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内外部不确定因素传导等影响，

都给2024年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带来风险挑战。一是持续关

注化工行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 据统计，2023年全年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制造业投资增速自2023年8

月以来呈现加快态势，化工行业投资增长超过10%。 目前各地试

生产项目较多， 如江苏现有试生产项目111个、 甘肃试生产项

目40个， 全国5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正在立项的化工项目有

804个、在建864个（涉及
“

两重点一 重大
”

的项目701个），

安全风险需高度关注。 一些非法生产组织者受利益驱使？ 抱有

侥幸心理， 无所畏惧，力口之部分地区思想上麻痹放松， 对废弃

厂房等非法违法
“

小化工
”

易发点位排查不深入， 非法违法生

产易死灰复燃，今年1月20日就发生了山东荷泽非法生产窝点

爆炸火灾事故，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 二是持续关注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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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企业安全风险。 从2023年各专项检查督导情况来看，

部分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存在漏洞短板、隐患问题整改质量不高。

高危工艺企业自动化水平依然不高，据统计仍有近 一 半的硝化

企业未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涉及化工产业转移的部分地区新建

项目安全准入把关不严， 试生产安全风险防控不到位。 三是持

续关注化工老旧装置安全风险。 目前全国共排查出化工老旧装

置1573套，其中高风险和较高风险177套。 从督导检查、 典型

事故情况看，前期企业自评、 地方和中央企业深度评估不平衡，

工作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高风险装置未被评估出来。 装置淘汰

退出的刚性措施不够明确完善， 部分企业退出或整改提升意愿

不强，一 些不具备安全条件的装置设备未被淘汰或改造，带
“

病
”

运行生产使用。 四是持续关注液化烽储罐区和大型常压储罐等

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 液化炬储罐区和大型常压储罐等能量集

中、 安全风险高， 一 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近年来发生了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
“

1 • 7
”

罐区碳四

泄漏爆炸火灾事故、 金誉石化公司
“

6 • 5
”

罐车泄漏重大爆炸

着火事故、 山东石大科技
＂

7 • 16
”

液化炬球罐泄漏火灾爆炸事

故、 中石化茂名石化公司
“

6 • 8
”

乙烯泄漏着火事故等。 随着

我国液化炬生产量和使用量不断上升， 液化炬储存呈现出规模

大型化和类型多样化的特点， 大型常压储罐设施标准要求低、

数量多，防控液化炬储罐区和常压储罐等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

是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重要抓手。 五是持续关注检维修和特

殊作业安全风险。据统计，美国化工行业有60%以上的重大事故

都发生在非正常生产时间。 2023年的8起较大事故中有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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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更是全部都发生在检维修、特殊作业环节。 2024年化

工装置的检维修、特殊作业数量仍会维持在高位， 需引起高度

关注， 尤其重点关注异常工况处置管理以及高危场所人员聚集

风险管控。

各地区、 各企业单位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
“

十四五
”

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方案， 认清当前严峻复杂形势， 坚持远

近结合和标本兼治， 以
“

一防四提升
” （防范重大安全风险，

才是升本质安全水平、 人员技能素质水平、 信息化智能化管控水

平、安全监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 实施好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强化人防、 技防、 工程防和管理

防， 以
“

时时放 J心不下
”

的责任感和
“

事事心中有底
”

的执行

力， 发扬顽强的斗争精神和
“

严细实
”

的工作作风， 抓实抓细

2024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落实。 要学习借鉴江苏、 浙江

等地做法， 建立完善并实施定期安全风险研判机制， 结合本地

区、 本企业实际， 结合历史上发生的重特大和典型事故教训，

精准分析研判国内外形势、 政策方针、行业经济运行、 气候变

化、特殊时段等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采取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注重责任落实、注重监管执法、 注重基层基础， 杜绝
“

事后发

力
”

思想， 加快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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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2023年化工较大及重大事故情况

序 事故
事故单位

事故 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

发生
号 时间 地点 人数 环节

事故管道发生泄漏，
在带压密封作业过
程中发生断裂，水洗
罐内反应流出物大

1月
盘锦浩业

辽宁省
量喷出，与空气混合 检维

化工有限 13 形成爆炸性蒸气玄 修环15日 盘锦市
公司 团，遇点火源爆炸并 斗1手3－ 

着火， 造成现场作
业、监护及爆炸冲击
波波及范围内重大
人员伤亡。

双氧水装置工作液
配置釜用于回收工
作液时， 吸入大量

鲁西双氧 70%浓度双氧水， 釜
检维5月1 水新材料 山东省 内杂质造成双氧水

2 10 修环日 科技有限 聊城市 剧烈分解，引发配置
斗丁t

公司 釜超压爆炸，造成现
场人员伤亡，并波及
相邻企业辛醇储罐
及部分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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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事故
事故单位

事故 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

发生
号 时间 地点 人数 环节

压力仪表引压管堵
塞，显不失真， 造成

鄂尔多斯
作业人员重大误判，

内蒙古 在主管道内介质压
市亿鼎生 检维

9月7 自治区 力较高的情况下进
3 态农业开 10 修环

日 鄂尔多 行拆卸阀盖操作，管
发有限公 斗-p

斯市 道内粗合成气瞬间
司

泄漏喷出，导致作业
平台上大量人员高
处坠落。

信诺立兴 在硫酸纳废水罐更

3月8
（黄拌

河北省
换进料管道作业过 检维

4 市）集团 4 程中，在罐顶违规动 修环
日 黄拌市

股份有限 火作业，引发废水储 斗
节

手－

公司 罐闪爆。

作业人员违反受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规定，在未采取有效
安全隔离措施、未进
行有效通风、未进行

安徽金星
气体检测、未按标准

安徽省 要求佩戴个体防护 检维
3月 铁白（集

5 马鞍山 5 装备的情况下，进入 修环10日 团）有限
币 1号泥浆桶内作业， 斗

节
争

公司
因吸入硫化氢等有
毒气体导致事故发
生；施救人员在未做
好个体防护的情况
下盲目施救，造成伤
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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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事故
事故单位

事故 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

发生
号 时间 地点 人数 环节

在受限空间作业未
经审批、安全防护措
施不到位的情况下，

九江金久
擅自组织作业人员

5月 江西省 进入裂解炉内作业， 生产
6 再生资源 3 

23日 九江市 造成2人晕倒在炉 环节
有限公司

内。车间主任在无任
何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盲目施救，导致事
故扩大。

一号车间抬包工在
不熟悉叉车功能的

7月
什方�市锐

四川省
情况下擅自驾驶，致

生产
7 城化工有 3 叉车突然倒车，造成23日 德、阳市 环节

限公司 一号车间围墙呀塌，
导致3名在围墙外
休息的职工死亡。

因固体原料高氯酸
生里堵塞力口盐气动阀，

浙江中蓝 当班操作员工采用
检维

8月 新能源材 浙江省 工具凿、刮、挖等危
8 3 修环15日 料有限公 湖州市 险作业方式进行疏 斗节-I-

司 通，导致吸附有机溶
剂的高氯酸鲤发生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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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事故
事故单位

事故 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

发生
号 时间 地点 人数 环节

企业在在建的乙二
醇储罐违规储存工

宁夏畅亿
宁夏回

业废水，保温工程施
清洁能源 工单位组织无特种10月 族自治 生产9 有限公司 4 作业资格人员在罐24日 区银川 环节
（原鲍鹏 顶违规动火作业，引

币
公司） 燃罐内集聚的易燃

易爆气体，导致爆燃
事故发生。

企业3号泡花碱生
产线的窑炉空气蓄

山东莱川、｜、｜
山东省

热室在拆除过程中，
检维11月 福利泡花 空气蓄热室上面的10 烟台市 4 修环15日 碱有限公 钢质拉筋因应力或

莱州市 斗节卡

司 腐蚀老化等原因突
然断裂，导致蓄热室
穹顶塌落。

锅炉在调校安全阀

新疆维
过程中，频繁调整操
作，在锅炉炉温低于

吾尔自
设计温度的情况下，

新疆庆华 治区伊 检维12月 继续给锅炉给煤，致11 能源集团 犁哈萨 3 修环9日 使锅炉内燃烧不充
有限公司 克自治 斗节卡

分，产生可燃气体聚
川、｜伊宁

集发生闪爆，锅炉高
币

温煤粉和蒸汽喷出
导致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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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十四五
”

以来化工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月份分布

月份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平均值

起数 人数 起数 人数 起数 人数 起数 人数

一 9 12 10 11 8 21 9 15 

一 12 18 6 9 5 5 8 11 

一 11 11 17 15 12 18 13 15 

四 7 10 14 12 14 13 12 12 

五 7 4 16 21 7 16 10 14 

／＼ 
12 19 13 21 9 10 11 17 

七 12 12 11 9 11 11 11 11 

／＼－ 11 11 7 8 9 12 9 10 

九 10 10 9 8 12 22 10 13 

十 10 14 10 13 8 8 9 12 

十一 8 10 5 8 6 9 6 9 

十二 13 19 9 8 14 14 12 14 

合计 122 150 127 143 115 159 12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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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2023年化工事故分地区情况表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较大及以上

地区 事故

2023 2022 ± ±% 2023 2022 ± ±% 起数 人数

北京 。 。 。 。 。 。 。 。

天津 。 。 2 100 。 。

河北 5 。 5 6 。 6 4 

山西 12 4 8 200 12 9 3 33. 3 。 。

内蒙古 4 6 一2 -33.3 12 4 8 200 10 

辽宁 7 3 4 133. 3 19 4 15 375 13 

吉林 。 。 。 。 。 。

黑龙江 6 3 3 100 7 3 4 133. 3 。 。

上海 4 3 75 4 3 75 。 。

江苏 5 -4 -80 6 一5 -83. 3 。 。

浙江 4 3 33. 3 4 3 300 3 

安徽 3 7 -4 -57. 1 8 9 一11. 1 5 

福建 3 5 2 40 2 4 2 50.0 。 。

江西 4 9 5 55.6 5 9 4 44.4 3 

山东 13 9 4 44.4 21 10 11 110 2 14 

河南 6 4 2 50 6 5 20 。 。

湖北 3 8 -5 -62.5 3 7 -4 一5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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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较大及以上

地区 事故

2023 2022 ＋ ±% 2023 2022 ＋ ±% 起数 人数

湖南 2 5 -3 -60 4 -3 一75 。 。

广东 2 100 。 2 一2 -100 。 。

广西 。 3 3 100 。 3 3 100 。 。

海南 。
一100 。

一100 。 。

重庆 4 3 300 4 3 300 。 。

四川 3 4 一25 4 3 33. 3 3 

贵州 4 2 2 100 6 3 3 100 。 。

云南 5 10 一5 一50 4 11 一7 -63.6 。 。

西藏 。 。 。 。 。 。 。 。

陕西 5 4 80 2 9 7 77.8 3 

甘肃 3 3 。 。 4 8 -4 一50 。 。

青海 3 6 -3 -50 3 5 一2 40 。 。

宁夏 8 7 14. 3 12 8 4 50 4 

新疆 6 7 一14.3 8 8 。 。 。 。

新疆
。 。 。 。 。 。 。 。

兵团

总计 115 127 -12 -9.4 159 143 16 1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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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十四五
”

以来各省份事故起数及排名表

地区
生产 位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总数

企业数 次 起数 位次 起数 位次 起数 位次 起数 位次

北京 23 31 。 30 。 29 。 28 。 31 

天津 175 25 4 14 24 23 6 26 

河北 549 7 4 14 。 29 5 8 9 20 

山西 352 14 5 8 4 14 12 2 21 2 

内蒙古 519 10 4 14 6 8 4 10 14 10 

辽宁 586 5 6 6 3 18 7 4 16 8 

吉林 85 27 2 21 24 23 4 27 

黑龙江 181 23 2 21 3 18 6 5 11 16 

上海 240 21 2 21 4 14 23 7 24 

江苏 951 4 5 8 5 10 23 11 16 

浙江 976 3 7 3 3 18 4 10 14 10 

安徽 525 9 7 3 7 5 3 15 17 7 

福建 341 16 5 8 5 10 3 15 13 14 

江西 582 6 5 8 9 2 4 10 18 4 

山东 1649 9 9 2 13 31 

河南 450 12 4 14 4 14 6 5 14 10 

湖北 501 11 7 3 8 4 3 15 18 4 

湖南 342 15 2 21 5 10 2 21 9 20 

广东 1152 2 6 6 24 2 21 9 20 

广西 233 22 27 3 18 。 28 4 27 

海南 24 30 。 30 24 。 28 29 

重庆 181 24 4 14 24 4 10 9 20 

四川 529 8 5 8 4 14 3 15 12 15 

贵州 142 26 27 2 23 4 10 7 24 

云南 281 18 5 8 10 5 9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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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6 32 。 30 。 29 。 28 。 31 

陕西 421 13 5 8 5 10 23 11 16 

甘肃 269 19 8 2 3 18 3 15 14 10 

青海 45 29 2 21 6 8 3 15 11 16 

宁夏 261 20 3 20 7 5 8 3 18 4 

新疆 328 17 2 21 7 5 6 5 15 9 

新疆
75 28 27 。 29 。 28 29 

兵团

-29一



附表5

2023年中央企业化工事故明细
序 事故

事故单位 事故地点
死亡

隶属单位
号 时间 人数

中化重庆洁陵 重庆市清陵区
中国中化控

2月12日 股有限责任
化工有限公司 白涛工业园区

公司

中船（郎郭）派
河北省郎郭市 中国船舶集2 4月6日 瑞特种气体股份

肥乡县 团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 黑龙江省大庆 中国石油天
3 4月13日 股份有限公司 市高新区宏伟 然气股份有

大庆炼化分公司 园区 限公司

聊城鲁西双氧水 山东省聊城市 中国中化控
4 5月1日 新材料科技有限 聊城高新技术 10 股有限责任

公司 产业开发区 公司

浙江中蓝新能源 浙江省湖州市
中国中化控

5 8月15日 3 股有限责任
材料有限公司 长兴县

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
辽宁省辽阳市

中国石油天
6 9月4 日 股份有限公司 然气股份有

宏伟区
辽阳石化分公司 限公司

12月20 中化学天辰（泉
福建省泉州市

中国化学工
7 州）新材料有限 。 程集团有限日 泉港区

公司 公司

12月23 中国石油化工股
山东省淄博市

中国石油化
8 份有限公司齐鲁 工股份有限日 临淄区

分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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