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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中天东方氟硅材料有限公司“11·9”

一般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11 月 9 日 11 时 23 分许，位于衢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的中天东方氟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氟硅）

发生一起火灾事故，过火面积 9820m
2
，直接经济损失 498.9

万元。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造成重

大负面影响。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黄明第一时间与现场视频连线，要求科

学施救，避免救援伤亡，并派出消防救援局周天总工程师带

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省委书记袁家军、省长郑栅

洁、时任常务副省长冯飞、副省长高兴夫分别作出指示批示，

要求科学组织灭火，尽可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进一

步查明原因，举一反三，加强针对性管理。省委秘书长陈金

彪亲赴现场指导救援，省应急厅凌志峰厅长亲自坐镇指挥中

心指导调度事故救援，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守，并派出由分

管副厅长带队的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挥救援。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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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实施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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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办发〔2015〕32 号）的规定，11 月 9 日，衢州市人民政

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市人力社保局、市生态环境局、衢州智造新城管

委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中天东方氟硅材料有限公司“11•9”

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监委和

检察院派员参加，同时聘请化工安全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

作。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和领导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

员问询、模拟实验、检测鉴定、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

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

相关人员的责任。围绕应急管理部、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批

示指示要求，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

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中天氟硅“11•9”火灾事故是一起作

业人员对泄漏的有机硅高沸物处置不当导致起火燃烧进而

引发流淌火、大面积着火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2020 年 11 月 9 日 8 时 11 分许，中天

氟硅操作工万雪良、朱传仕进入 3 号堆场
①
第三通道中间位

①
中天氟硅厂区现状总平面布置图标注为“临时堆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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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进行倒桶作业时，发现一个浆液高沸吨桶底阀泄漏，泄漏

量约 20kg；8 时 17 分，朱传仕离开堆场赴五车间拉熟石灰

（氢氧化钙），用于中和处理泄漏在地面的浆液高沸；8 时

19 分，储运部班长钱芬到堆场巡检，确认泄漏情况后,向储

运部经理陈通报告并经同意后，安排叉车准备将泄漏的吨桶

运送至六车间进行处理；8 时 31 分，朱传仕带着熟石灰回到

堆场；8 时 32 分，叉车进入堆场，将吨桶举高之后，钱芬等

人发现泄漏更加严重，又重新放下，再次报陈通同意后，决

定就地进行倒桶作业，万雪良、朱传仕开始进行倒桶作业后，

钱芬随后离开；8 时 41 分，倒桶作业完成后，朱传仕、万雪

良用熟石灰中和地面上泄漏的有机硅高沸物，现场多次冒出

白烟；8 时 45 分，安全员陈斌巡检到现场，对现场作业人员

使用熟石灰进行中和冒白烟现象，没有提出异议，对冒烟现

场拍照后，将有关情况向安环部经理潘晓华及钱芬报告后离

开，潘晓华、钱芬对现场使用熟石灰中和的处理方式未提出

异议；9 时 03 分，员工在铲、扫中和混合物过程中起火，朱

传仕取用干粉灭火器灭火后开始现场清理；9 时 08 分，钱芬

接到安全员陈斌钉钉通知后回到堆场，查看后离开；9 时 28

分，万雪良、朱传仕将地面中和混合物铲扫到编织袋中，靠

放在现场浆液高沸吨桶边上；9 时 43 分，储运部班长李金峰

接到钱芬通知后到堆场，询问情况后离开，离开前未要求万

雪良、朱传仕将装有中和混合物的编织袋及时带离现场；10

时 23 分，万雪良、朱传仕完成现场作业后离开 3 号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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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时未将编织袋取走。此后无人进入堆场。

11 时 23 分许，编织袋中的混合物冒烟继而发生燃烧，将

浆液高沸吨桶引燃，大量有机硅高沸物泄漏加速燃烧并形成

流淌火，引发 3 号堆场着火；11 时 29 分许，火势蔓延到 2

号堆场、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工段、五车间厂房（含成品仓库）、

六车间
②
硅粉堆场等。

2.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事故发生后，衢州市委市政

府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科学有效开展现场救援处置工

作。成立了由市长汤飞帆为指挥长，市委副书记吴舜泽、常

务副市长陈锦标、市委宣传部部长钱伟刚、智造新城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刘根宏为副指挥长，各有关部门为成员的事故现

场应急指挥部，通宵达旦在现场坐镇指挥。衢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接警后，立即组织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救援。应急、

公安、交警、交通、生态环境、卫健、电力、武警、智造新

城以及巨化集团、柯城区、衢江区和江山市等联动同步响应，

调集危化事故处置专家和专业救援队伍协同事故救援处置，

第一时间指令切断中天氟硅周边氢气、氧气等危险气体的管

网输送，同时将相关停气信息迅速告知给相关企业，要求各

受影响企业立即采取保护性停产措施，避免事故波及引发次

生灾害。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杭州、宁波、温州、金华 4 个

②
中天氟硅厂区现状总平面布置图标注分别是：“2号堆场”标注为“临时堆场二”； “甲基三甲氧基硅烷

工段”标注为“副产物综合利用厂房一”；“ 五车间厂房（含成品仓库）”标注为“成品仓库、硅酮胶车间”；

“六车间”标注为“固废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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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化工编队驰援，总队长、副总队长率总队全勤指挥部前

往现场，政委在指挥中心调度指挥。经过近 30 个小时的艰

苦奋战，火灾成功扑灭，转移化工原料 207 桶，甲类仓库、

储罐区、生产主装置和毗邻企业等重点目标得到安全保护。

生态环境部门在衢江区廿里镇、后溪镇，江山市上余镇，柯

城区黄家街道后川村、黄家村等五个地点设置空气监测点，

实时监测各项空气污染物指标。11 月 9 日 21 时 30 分监测结

果显示：距事故地下风向约 3 公里，颗粒物 PM10 监测浓度

为 134ug/m
3
；二氧化硫监测浓度为 0.026mg/m

3
；二氧化氮物

监测浓度为 0.047mg/m
3
，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要求。氯化氢手工监测浓度0.14-0.18mg/m
3
，

超过《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住区大气污

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 0.05mg/m
3
。根据智造新城沙溪

沟水质手工监测，pH 值水质呈酸性；江山港双港口自动监测

断面 pH 值为 7.8，水质正常。至 11 月 10 日凌晨 1 时，沙溪

沟水质 pH 值为 6.65，水质已恢复正常。11 月 10 日上午 7

点，颗粒物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指标均已符合环境

标准。11 月 16 日，9:00-11:00 黄家小学氯化氢浓度未检出，

厂界西南氯化氢浓度未检出，厂界西南 800 米氯化氢浓度未

检出，均达到标准要求。11:00 沙溪沟汇入江山港 pH 值为

7.33，COD 为 14 毫克每升，水质正常。

（二）燃烧现场情况。

本起火灾事故自 3号堆场起火，过火场所另有 2号堆场、



6

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工段、五车间厂房、六车间硅粉堆场及邻

近的部分物料输送管道和管廊架等。

1.3 号堆场。2019 年 3 月 1 日开工建设，浙江广茂建设

有限公司承建，造价 150 万元，同年 5 月 20 日建成，建成

之初系露天堆场；2019 年 5 月 26 日始搭建钢结构、彩钢瓦

棚，同年 10 月 9 日搭建完成，建设 3 号堆场主要用于堆放

有机硅高沸物等，事故中过火面积 4300 m
2
。事故发生前，3

号堆场堆放了 12 个品种、1144.79 吨的物料，包装容器分别

是塑料吨桶、200L 塑料桶、铁桶以及少量的 50L 塑料桶。12

个品种分别是：不合格 D3 约 6.84 吨、高沸物 6 约 40 吨、

含氢硅油 3 约 40 吨、交联物约 50 吨、歧化高沸 275.36 吨、

浆液高沸 392.1 吨、退高沸 148.94 吨、废 107 胶 9.8 吨、

酸胶皮 14.4 吨、水裂解车间水解物 29.45 吨、200#车间水

解物 125.4 吨、歧化高沸渣约 12.5 吨。上述物料中，不合

格 D3、高沸物 6、废 107 胶、酸胶皮系次品，含氢硅油系产

品，交联物、水裂解车间水解物、200#车间水解物、歧化高

沸、歧化高沸渣、退高沸系副产物，浆液高沸系中间产物。

3 号堆场物料在火灾中全部烧毁。

2.2 号堆场。系水泥硬化露天堆场，过火面积 2398 m
2
。

2017 年 9 月 15 日开工建设，浙江衢州银润建设有限公司承

建，造价 66.5 万元，同年 10 月 15 日竣工并投入使用，主

要用于堆放有机硅高沸物等。事故发生前，堆放了 4 个品种、

410.22 吨的物料，包装容器和 3 号堆场相同。4 个品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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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浆液高沸 94 吨、700#高沸 136.22 吨、200#车间水解物

142.5 吨、700#高沸渣约 37.5 吨。浆液高沸、200#车间水解

物属性和 3 号堆场相同，700#高沸、700#高沸渣系副产物，

上述物料在火灾中全部烧毁。

3.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工段、五车间厂房（含成品仓库）、

六车间硅粉堆场。过火面积分别是 200 m
2
、1910m

2
、420m

2
。

甲基三甲氧基硅烷工段设施设备部分损毁，五车间厂房部分

损毁，成品仓库内存放的纳米碳酸钙、白炭黑、炭黑等 127.68

吨物品全部损毁，六车间西面硅粉堆场全部烧毁。

（三）浆液高沸理化特性。

1.来源。中天氟硅有机硅生产装置主要工艺流程为：在

氯甲烷合成装置采用甲醇与氯化氢催化（催化剂氯化锌）合

成氯甲烷；以氯甲烷与硅粉为原料、铜粉为催化剂，在单体

合成装置-流化床中合成甲基氯硅烷混合单体，混合单体送

下道工序蒸馏。单体合成装置除产出混合单体外，另产出合

成高沸、废浆渣和废触体，废浆渣排到钢制浆渣罐内，用叉

车送至六车间，待浆渣罐内物料冷却后进行固液分离，所得

液相物料即为浆液高沸。

2.理化特性。浆液高沸经外送检测：（1）送英格尔检

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检测，浆液高沸燃点 80℃。（2）

上海化工研究院危险化学品鉴定结果：闭杯闪点 46℃，为易

燃液体。（3）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检验分析结果：

闭杯闪点 51.5℃，自燃温度 271℃，可持续燃烧；浆液高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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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遇湿易燃液体，遇空气中水份释放出 HCI 气体，形成酸

雾，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险。

3.类别。浆液高沸为中间产物，直接来源是合成装置再

沸器（洗涤塔釜），本源是合成装置合成反应的副产物，为

甲基氯硅烷混合单体为主的混合物，年产生量约 4000 吨,经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检测有 14 种组份。

事故前，中天氟硅对浆液高沸的处理方式是：将浆液高沸回

收到闪蒸罐，经过闪蒸后进入 700#现有装置中进行高沸裂解

出氯硅烷单体。中天氟硅现有装置对浆液高沸的处理能力

是：产出和回收处理处于微平衡（略有富余）状态。

（四）事故单位情况。

中天氟硅是一家有机硅生产企业，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由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95%）和巨化集团有

限公司（占股 5%）出资组建。法定代表人：邵向东，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800784436936U；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

绿色产业集聚区华荫北路 20 号；经营范围：有机硅单体装

置项目；有机硅单体副产物综合利用项目（含氢硅油、甲基

三甲氧基硅烷项目）；有机硅系列产品及相关新型材料的研

发；其他有机硅系列产品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现有职

工 528 人。安全生产许可证号：（ZJ）WH 安许证字（2019）

-H-1668；有效期：2019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

许可范围：年产：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环体（DMC）(D4 80-95%)

2.6 万吨、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 2 万吨、六甲基环三硅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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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D3 )0.2 万吨、一甲基三氯硅烷(M1)0.8 万吨、三甲基一

氯硅烷(M3)0.2 万吨、一甲基二氯氢硅烷(MH) 0.2 万吨、高

沸物（六甲基二硅烷 30%，六甲基环三硅氧烷 20%，六甲基

二硅氧烷 30%）0.4 万吨。二甲基二氯硅烷(M2)（中间产品）

8.2 万吨、氯甲烷（中间产品）5.92 万吨、氯化氢（中间产

品）4.2 万吨。年副产：共沸物(M3 50%，四氯化硅 50%)0.0

2 万吨、低沸物(二甲基一氯氢硅烷 25%，一甲基二氯氢硅烷

45%， 四甲基硅 20%) 0.08 万吨、硫酸 0.4 万吨、盐酸（18%）

4.7 万吨。

二、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认定，事故直接原

因是：3 号堆场吨桶底阀渗漏，桶内浆液高沸泄漏至地面，

现场作业人员使用熟石灰处理泄漏物导致起火燃烧，作业人

员用灭火器将火熄灭后，未燃尽的浆液高沸与熟石灰混合物

被装入编织袋捂成一堆，倚靠在一浆液高沸吨桶一侧。编织

袋内未燃尽的浆液高沸与熟石灰混合物经长时间反应放热

后，达到自燃温度，再次起火。起火初期未被及时发现，其

倚靠的塑料吨桶局部受热融化，浆液高沸流出，被明火点燃

且迅速向四周扩散，引燃堆场内存放的其它可燃介质，堆场

边沿设置的收集沟被燃烧产物堵塞充填，流淌火向堆场外部

扩散，导致火灾事故扩大。燃烧过程中，由于堆场内有机硅

高沸物以及其它可燃物热分解不彻底、燃烧供氧不足、燃烧

不完全，导致产生大量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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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高沸中加入熟石灰着火的机理：熟石灰主要组分氢

氧化钙呈碱性，非密封存放而含少量水份；浆液高沸检测出

的 14 种有机物组分中有二氯四甲基二硅烷、氯四甲基二硅

氧烷、氯甲基二甲基氯硅烷等 11 种属含氯有机物。在有机

化学中，氯原子是一种官能团，当氯原子连在碳上的时候可

以在碱性条件下发生水解反应（实质是取代反应），氯原子

水解成羟基，同时生成氯离子，与水中氢离子合成氯化氢，

反应放热。硅和碳都属于《元素周期表》中的 IVA 族，二者

性质相似，即当氯原子连在硅上的时候也可以在碱性条件下

发生水解反应、放热。反应放热达到了浆液高沸的自燃点

（271℃），导致浆液高沸起火燃烧。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

中天氟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在临时堆场长

期大量堆放具有可燃易燃的有机硅高沸物等介质，风险辨识

不到位，安全管理混乱，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③
规

定。未进行企业系统性的安全风险辨识，对浆液高沸燃烧危

险特性认识不足，对使用石灰进行中和处置泄漏浆液高沸可

能产生的危害未进行风险辨识、评估并制定相对应的处置措

施。

2.违反了《安生生产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④
规定。未建

③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

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
④
《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

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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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有效的机制，不能确保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安环部负

责人、储运部负责人等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职责，致使储

运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编制、审核、审

批、发布实施等的管理严重缺失。储运部编制的安全管理规

章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有机硅高沸物泄漏应急处置方

案未经任何审查审批流程即可在部门发布实施，制度、规程、

处置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可行性、可操作性无从保证。

储运部直接负责 2 号、3 号堆场的安全环保消防管理，未根

据堆场存放大量有机硅高沸物的实际情况，编制堆场安全管

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编制储运部视频监控值守制

度，未明确值守人员及值守岗位职责。负有领导管理职责的

中天氟硅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安环部负责人等均未及时

发现并纠正储运部上述不符合安全生产职责规定的行为。

3.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⑤
规定，未健

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建立的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中无堆放大量有机硅高沸物的 2 号、3 号堆

场的隐患排查治理内容。对高沸包装桶老化破损（及其泄漏）

的隐患不重视，仅以经常性的堆场内倒桶作业代替老化破损

包装桶的更新，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除隐患。

4.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⑥
规定。未

⑤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

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⑥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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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

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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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要求对外聘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

能保证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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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对外聘的作业人员未经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合格，即安排上岗作业。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陈通，系中天氟硅储运部经理，负责储运部所有事务，

火灾事故发生在储运部下属堆场。根据中天氟硅的安全管理

责任制度，部门经理对其负责部门的安全生产和员工健康负

有领导责任。陈通存在未采用中天氟硅安全评价报告中关于

有机硅高沸物泄漏处置的流程，自行制定可以用熟石灰进行

中和的处置预案并组织操作工进行学习，对员工用熟石灰中

和泄漏有机硅高沸物等安全隐患存在失职。该事故中，陈通

接到储运部班长钱芬关于 3号堆场浆液高沸泄漏的汇报之后

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后 3 号堆场因浆液高沸中和

混合物未及时清理引发火灾事故。陈通安全监管责任履职不

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已被公安机关取

保候审）。

2.潘晓华，中天氟硅安环部经理，负责安环部所有事务。

根据中天氟硅安全管理责任制度，中天氟硅安全生产责任制

归口安环部管理，对中天氟硅所有部门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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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潘晓华未认真履行中天氟硅安全评价报告中关于有机

硅高沸物泄漏处置的流程，对储运部上报备案的可以用熟石

灰进行中和的处置预案审核把关不到位，对储运部操作人员

日常使用熟石灰进行中和处置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和整改等

情况存在失职。该事故中，其接到安环部安全员陈斌关于 3

号堆场吨桶内浆液高沸泄漏并伴有烟雾的报告后，未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后 3 号堆场因浆液高沸中和混合物未及时清理

引发火灾事故。潘晓华安全监管责任履职不到位，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万雪良，中天氟硅外聘操作工，系 3 号堆场事发当日

倒桶操作工。事故发生前，其发现浆液高沸泄漏后用熟石灰

进行中和处置时发生冒烟起火，在扑灭后未及时汇报情况，

后将处置后的混合物装入编织袋放置在吨桶旁便离开现场，

编织袋内混合物反应发热自燃导致事故发生。其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已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4.朱传仕，中天氟硅外聘操作工，系 3 号堆场事发当日

倒桶操作工。事故发生前，其发现浆液高沸泄漏后，到六车

间拉熟石灰进行中和处置，中途发生冒烟起火，在扑灭后未

及时汇报情况，后将处置后的混合物装入编织袋放置在吨桶

旁，便离开现场，编织袋内混合物反应放热自燃导致事故发

生。其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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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已被公安机关取

保候审）。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邵向东，中天氟硅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直接分管安

全生产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

（二）（三）（五）（六）
⑦
项的规定，建议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二条第（一）项
⑧
的规定，对其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政处罚。

2. 钱芬，中天氟硅储运部班长。事故发生在其所直接

管理的班组，对浆液高沸泄漏的隐患未全程在场组织彻底消

除；未按要求对万雪良、朱传仕两人开展教育培训，未经考

核合格即安排上岗。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六）项的规定，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建议依法撤销其安全生产

管理员资格证，并责令中天氟硅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3.陈斌，中天氟硅专职安全员。在巡检中未对员工的现

场处置提出异议，未要求员工将现场中和物带离现场，消除

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

⑦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

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

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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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⑧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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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六）
⑨
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三条
⑩
规定，建议依法撤销安全生产管理员资

格证。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中天氟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主体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⑪的

规定，建议给予 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内部处理的人员。

1.秦强，中天氟硅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全公司财务管理，

兼管储运部工作。其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具备相应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对储运部安全生产的有关工作

不清楚、不掌握，本职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不到位。责令中

天氟硅对其作出严肃处理。

2.李金峰，中天氟硅储运部地磅组长。事故发生在其所

在小组，对发现的有机硅高沸物泄漏的隐患未在场组织彻底

消除，岗位职责履行不到位。责令中天氟硅对其作出严肃处

理。

（五）建议依法依规作出问责的单位。

⑨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

正违章 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⑩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⑪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

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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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智造新城管理委员会对辖区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日常安全监管不到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不深入。

责成向衢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五、事故教训及防范整改措施

（一）中天氟硅应切实增强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要按照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对相关物料委托

资质单位进行危险理化特性检测、鉴定，并依据相关结果编

制或修改 SDS，落实反应风险评估要求，据之制定相应的安

全防范措施，办理相关行政审批、登记手续。针对浆液高沸

及其它物料，如 700#高沸、岐化高沸、精馏高沸、合成高沸

等危险危害性质，委托有资质单位设计专门的储存场所，配

套设计相应的消防、安全和环保设施，履行建设项目“三同

时”手续。严格包装桶质量控制管理，严防包装桶泄漏,并

在包装桶下加垫托盘。制定针对性的泄漏应急处置方案，配

备相应的应急设备设施、应急物资，定期开展演练，提升一

线员工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危

险场所现场巡检工作，落实危险场所视频监控要求和值守人

员职责。禁止在储存区进行浆液高沸等易燃物料的倒桶作

业，结合岗位实际情况，细化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使之更具

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积极参与国内外有机硅生产企业交流

合作，优化生产工艺，提高单体得率，从源头上减少各种有

机硅高沸物的产生量。同时开展对单体合成过程中所产生的

岐化高沸、精馏高沸、合成高沸、浆液高沸等综合利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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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合成橡胶沥青等），变废为宝。对以下内容进行风险评

估和设计：“单体合成工段合成料液（甲基氯硅烷混合单体+

高沸）在洗涤塔进行分离，高沸与浆渣一起排至闪蒸罐闪蒸

（闪蒸罐由 230～240℃的导热油加热），闪蒸出来的高沸即

合成高沸，送往罐区进行下一道工序处理；剩余浆渣排到钢

制浆渣罐内，用叉车送至六车间，待浆渣罐内物料冷却后进

行固液分离，所得液体为浆液高沸，固体则在六车间进行回

收。”

（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建立健全由属地管理部

门、规划、住建、应急、环保、消防等部门组成的定期联合

执法机制，及时发现并处置生产经营单位未批先建、乱搭乱

建等的行为，对联合执法中发现的问题，落实到部门，定点

到人，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

头上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需要停

产整改的事故隐患，要坚决予以停产整顿；对整改无望的，

该关闭的要坚决提请政府予以关闭。各相关监管部门要改进

工作作风，有分有合，各司其职，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

认真履行部门监管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切实提高生

产经营单位安全运营能力。

（三）全面开展化工行业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夯实

安全生产基础，提升本质安全生产水平。 一是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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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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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

见》精神，深刻吸取化工行业生产安全事故教训，研究制定

方案，坚持以“园区化、专业化、智能化”为方向，按照“减

存量、控增量、提本质”要求，严格落实源头管控措施，夯

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进全市化

工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二是开展有机硅行业专项

大检查。结合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危化品全

生命周期安全重点整治、涉爆炸性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危

化品运输安全“铁拳整治”及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

等工作部署，深入开展全市有机硅生产企业事故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行动。三是加快高新园区消防水源建设。衢州智造新

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要结合自来水管网改造、主城区建设和

城市消防专项规划，按标准加快新（改、扩）建市政消火栓，

在园区各企业消防水池增设消防车取水口和相关取水设施，

在园区附近开发天然消防水源，设置取水平台，方便消防车

停靠取水，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将施工图纸设计和审核的

内容延伸到消防水源的进户情况，审核时首先要考察市政管

网或重要河道枢纽，全程监督设计单位、审图公司、监理部

门直至建设单位是否合理设置消防水源。四是加强危险废物

管理。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危险

废物（包括固体废物）、废弃危化品环境监管体系，强化危

险废物从产生、贮存、转运到利用处置全过程监管。采取有

效措施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主体责任，开展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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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风险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提升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处

置单位的规范管理水平。

衢州市人民政府中天东方氟硅材料

有限公司“11·9”火灾事故调查组

2021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