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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公布 2020 年
全国应急救援和生产安全事故

十大典型案例

2020 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也是应急管理工作面临重大风险挑战、取得显著成效的一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忠实践行“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训词精神，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危急时刻逆向而行、勇往

直前，抗疫情、战洪水、化危机，始终奋战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地方，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特大灾害事故。在各级

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和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历年来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少、自然灾害因灾

死亡人数最少的成效。

日前，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减

灾委办公室对 2020 年各类突发灾害事故案例进行梳理，公

布了应急救援、生产安全事故各十大典型案例，认真总结

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的成功经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

各企业深刻吸取有关事故教训，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

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提升全社会应急意识、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2020 年全国
应急救援十大典型案例

1.重庆市渝北区加州花园小区居民楼火灾扑救

2020 年１月 1 日 16 时 55 分，重庆市渝北区加州花园

小区 A4 幢居民楼（共 30 层）2 层阳台发生火灾，火势蔓延

至 30 层阳台并窜至部分居民室内，造成多人被困。火情发

生后，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市

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派 42 辆消防车、250 余名指战员到场

处置。现场指挥部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确定“灭

救同步”的作战方案，采取“分区攻坚，逐户清理”的措

施，组织攻坚力量全力搜救疏散被困群众，全力堵截火势

蔓延扩大，明火于 1 月 1 日 20 时许被扑灭。经过全力扑救，

安全营救被困群众 68 人、疏散 200 余人，火灾未造成人员

伤亡。

主要经验：
按照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编成，精准调派高层建筑灭火

救援专业队到场处置。首战力量到场迅速，充分利用建筑

内部固定消防设施，第一时间组织攻坚力量深入建筑内部

救人灭火。采取“内攻近战、内外结合、上下合击、逐层

消灭”的战术措施，分层疏散被困群众，有效控制火势蔓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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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公交车站路面塌陷救援

2020 年１月 13 日 17 时 24 分许，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

南大街红十字医院公交车站一辆17路公交车进站上下乘客

时，路面突然塌陷，致使公交车和车站部分人员坠落。公

交车在下坠过程中砸断地下自来水供水管，水流冲击导致

塌陷区快速下陷，造成二次塌陷，又有部分人员坠落。当

地迅速调集应急、消防、公安、城管、交通、人防、矿山

救援队等专兼职救援力量 1000 余人进行救援。青海省消防

救援总队调派 27 辆消防车、129 名指战员到场处置，利用

生命探测仪搜寻、热成像定位、无人机侦察等装备器材搜

寻被困人员，采取稳固支撑与开辟救援空间、人工搜寻与

工程清障、持续搜救与交替换防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搜救

被困人员。经过 88 小时不间断搜救，共营救被困人员 22

人，找到 9名遇难者遗体。

主要经验：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成立了现场应急管

理处置组，多部门协同，对事故区域采取停气停水停电措

施，采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调用不同类型救援队伍协同

作战，并得到了社会各公益团队志愿者的支援，救援过程

科学有力有序。

3.福建省泉州市欣佳酒店“3·7”重大坍塌事故救援

2020 年３月 7 日 19 时 14 分，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欣

佳酒店所在建筑物发生坍塌，造成 71 人被困。事故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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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部门派出工作组连夜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应急处置工作。福

建省、泉州市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救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国家安全生产专业救援队伍、中交集团、地方专

业队伍、社会救援力量等共计 118 支队伍、5176 人参与抢

险救援。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派 10 个支队的重、轻

型救援队 1086 名指战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以及特

种救援装备到场处置。救援人员采取多种方式反复侦查，

确定被困人员方位，按照“由表及里、先易后难”的顺序，

合理使用破拆、撑顶、剪切等方式破拆建筑构件，多点作

业、逐步推进，全力搜寻营救被困人员。卫健部门调派 56

名专家赶赴泉州支援伤员救治，并在事故现场设立医疗救

治点，调配 125 名医务人员、20 部救护车驻守现场，及时

开展现场医疗处置、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经过 112 小时

的艰苦奋战，成功将 71 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其中 42 人

生还。

主要经验：
迅速启动重大灾害事故响应机制，第一时间成建制、

模块化调集消防救援专业力量到场实施救援。通过“以房

找人、以人找人、以物找人”等方法迅速定位，采取“纵

横结合、两侧并进”掘进方法，开展地毯式搜寻。针对被

埋压人员不同区域位置，采取“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交叉

搜寻定位、工程机械逐层剥离表层构件”的战术措施，发

挥专业装备优势。公安、住建、卫健、疾控、电力、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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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警部队等部门协同配合，为现场救援行动提供有力保

障。

4.湖南省郴州市列车脱轨侧翻事故救援

2020 年３月 30 日 11 时 40 分，受连日降雨影响，湖南

省郴州市永兴县境内京广线马田墟至栖凤渡站下行

K1855+778 处发生塌方，T179 次（济南-广州）旅客列车行

驶至该处时撞上滑塌体脱轨。机车及机后第 1 至 8 位车辆

脱轨，其中机后第１位脱轨颠覆起火。事故发生后，交通

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应急管理部、国铁集团等组成联合

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迅速组织

消防救援队伍 147 名指战员、28 辆消防车和铁路救援力量

到场处置。救援人员成立 2 个灭火攻坚组、4 个破拆救人组，

迅速出枪灭火，及时疏散抢救人员，对每节车厢进行三轮

搜救。经过全力奋战，搜救和疏散 128 名人员，妥善转运

525 名旅客，明火于 3 月 30 日 13 时 50 分被扑灭，铁路于

3 月 31 日 9 时 48 分恢复运行。

主要经验：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调集联动部门赶往

现场处置。针对现场火势发展和人员被困情况，及时组织

开展救人、破拆和灭火行动，全力营救被困人员，有效扑

灭火灾。各救援力量按照救人控火、伤员救治、铁路排险

等重点救援任务，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提高了综合救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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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塔山煤矿冒顶事故救援

2020 年 4 月 14 日 14 时 45 分，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

塔山煤矿井下 2205 巷距工作面 30 米处发生冒顶事故，掘

进工作面当班 13 人，8 人安全升井，5 人被困。事故发生

后，救援处置工作立即展开，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同队 105

人及其他专业力量投入救援。经过近 30 小时不间断全力施

救，5名被困人员于 4月 15 日 20 时 35 分全部安全升井。

主要经验：
坚持科学决策、安全救援，冒落区外围区域采取了锁

口支护、液压支护等有效措施控制冒落区域扩大，为成功

救援提供了安全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现场打

钻孔与被困人员进行联系，从心理上和身体上保证被困人

员健康状况良好。坚持科技支撑、综合施策，合理运用新

技术实施救援，利用高分子材料马丽散对通道上方的煤岩

进行了有效固化，确保了救援通道的安全。

6.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森林火灾扑救

2020 年 4 月 14 日 17 时 35 分，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

区尼西村附近发生森林火灾，林内腐殖质达 10 至 20 厘米，

极易燃烧，严重威胁附近村庄和民用炸药库安全。火情发

生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灭火工作，并紧急调派西

藏森林消防总队 400 人赴火场参加扑救。西藏自治区党委、

政府负责同志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处置工作。前线指挥部认

真研判分析火场态势，实施扑打清理和开设隔离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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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术，采取“控线、灭点、清中间”的战法迅速控制火

势，综合利用以水灭火、人工作业等多种技术手段打歼灭

战，跟进开展余火清理，强化后勤保障。扑打火线 14 公里，

清理烟点 6400 余处、站杆倒木 3900 余根，开设防火隔离

带 3.5 公里，实施了两次人工增雨。经过森林消防队伍、

消防救援队伍、公安、当地武警官兵、民兵和地方干部群

众等 2000 余人历时 4 昼夜持续扑救，明火于 4 月 18 日 17

时全部扑灭，受威胁的 389 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所有民

爆物品全部安全转运。

主要经验：
快速响应靠前指挥，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森林消

防指战员第一时间奔赴火场。前方指挥部科学研判、果断

决策，森林消防队伍在消防救援队伍、武警等力量协同配

合下，融合运用多种战法，泵车结合、以水灭火，打隔结

合、重点封控，成功将明火扑灭。预警及时安全托底，火

场风力风向变化无常，灭火安全员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

一线指挥员反应迅速、处置得当，组织人员快速转移至预

设安全区域成功避险，确保了人身安全。

7.沈海高速浙江温岭段“6·13”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
车重大爆炸事故救援

2020 年６月 13 日 16 时 41 分许，沈海高速浙江台州温

岭出口处，一辆载有 25.36 吨液化石油气、由宁波开往温

州的槽罐车发生爆炸，爆炸波及范围半径约 400 至 500 米，

造成一栋民房局部和两处厂房倒塌，600 余间房屋和多辆汽



8

车受损，多人伤亡并有人员在事故中失联。事故发生后，

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调集 7 支重型救援队、

3 支轻型救援队，共 100 辆消防车、547 名指战员，携带专

业搜救设备和 6 头搜救犬开展搜救。浙江省委、省政府负

责同志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处置工作，调动中交集团90余人、

挖掘机 4 台投入救援。现场救援共投入大型抢险救援设备

30 多台（套），出动各类救援车辆 151 辆、医疗救护车 38

辆、参与救援人员 2600 多人次。面对事故现场二次坍塌、

二次爆炸等次生灾害叠加的风险，救援人员将爆炸现场划

分为坍塌厂房区、受损居民区和槽罐车撕裂抛洒区，实施

交叉轮流搜救。经过 38 个小时的全力搜救，事故中 175 名

伤员全部获救，所有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并确认身份。

主要经验：
按照应急预案一次性调足重、轻型搜救编队和专业装

备到场开展救援，集中力量打通救援通道。针对失联人数

确定难、人员深度埋压定位难的实际，协调公安等部门全

方位搜集受灾区域人口户籍、手机信号、人物特征、亲属

关联等有效数据信息，确定被困群众人数和被埋压区域。

救援力量抢时间、抓战机，昼夜不歇、协同配合，为营救

人员赢得了宝贵时间。

8.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姜唐湖蓄洪区戴家湖涵闸重大
险情处置

2020 年７月 26 日 9 时 57 分，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姜

唐湖行蓄洪区戴家湖涵闸因闸门破损导致洪水外溢，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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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戴家湖内 8000 余名群众生命安全。险情发生后，国家

防总立即派出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紧

急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并持续跟踪调度、强化协调。

安徽省、阜阳市立即组织戴家湖区域内的群众转移。共出

动解放军、消防救援队伍、森林消防队伍、中国铁建、中

国电建、中国能建、干部群众等抢险人员 3487 人，以及挖

掘机 95 台、推土机 58 台、自卸车 96 台，采取封堵涵闸出

水口、构筑“养水盆”、填筑防洪闸侧月牙堤等应急处置

措施，全面开展抢险救援。经过持续 6 天的紧急抢险，涵

闸于 8月 1日上午彻底封堵，安全转移 8476 名受威胁群众，

成功解除了险情。

主要经验：
各救援力量模块化调派、成建制集结，快速响应投入

战斗。针对受灾群众点多面广、水流复杂的实际，采取舟

艇编队行进和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方式，全力营救疏

散被困人员。整合人员装备，设置排险、清灌、除草、清

理、安全等作战小组，梯次作战、立体推进，及时清除堤

坝灌木草丛。充分发挥卫星便携站、单兵图传、动中通移

动指挥车等侦察、通信作用，确保科学精准救援。

9.山西省临汾市聚仙饭店“8·29”重大坍塌事故救援

2020 年８月 29 日 9 时 40 分许，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

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造成数十人被困。事故

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立即派出

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工作。山西省、临汾市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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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人武及相关救援人员 900

余人，出动大型救援装备车辆 20 余辆、救护车 15 辆，全

力搜救被困人员。经过 18 个小时持续救援，先后从废墟中

搜救出 57 名被困人员，其中 28 人生还。

主要经验：
联勤联动响应迅速，第一时间调集各有关力量到场实

施救援。现场指挥部科学评估、精准施救，分阶段、分区

域、分人员制定救援方案，采取搜救犬与仪器、人工与机

械配合作业的搜救方式，全力营救被困人员。蓝天、天龙、

晋煤救援队等多方社会力量协同救援，为救援行动提供有

效的人员、技术和装备保障。

10.湖南省怀化市沪昆高速雪峰山隧道火灾扑救

2020 年 10 月 25 日 1 时 53 分，沪昆高速湖南怀化境内

雪峰山隧道 K1376+600 处，一辆装载电动自行车的半挂车

起火，造成 33 辆车滞留，大量人员被困在隧道内。事故发

生后，国家相关部门迅速部署事故抢险救援、人员疏散、

风险防范等工作。湖南省、邵阳市立即组织应急、公安、

交通等有关方面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迅速调派 6 个支队 238 名指战员，以及消防机器人、大功

率水罐车、排烟车等 56 台（辆）专业设备现场处置，采取

固移结合、排烟散热、梯次推进、分段灭火等战术措施进

行救援，明火于 10 月 25 日 18 时 23 分被扑灭。经过全力

抢险救援，营救疏散隧道内司乘人员 65 人。

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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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次性调派足够力量，第一

时间疏散隧道内滞留人员，及时在隧道上风方向利用排烟

车交替正压送风排烟，组成多个攻坚小组深入隧道内部分

段实施灭火作业，为打通道路争取了时间。公安、高速集

团、隧道管理、货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快速响应，协同配

合，各司其职，提高了综合救援能力。

2020 年全国
生产安全事故十大典型案例

1. 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重大坍塌事故

2020 年 3 月 7 日 19 时 14 分，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欣

佳酒店所在建筑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29 人死亡、42 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5794 万元。

发生原因:
事故单位将欣佳酒店建筑物由原四层违法增加夹层改

建成七层，达到极限承载能力并处于坍塌临界状态，加之

事发前对底层支承钢柱违规加固焊接作业引发钢柱失稳破

坏，导致建筑物整体坍塌。

主要教训：
一是企业违法违规肆意妄为。欣佳酒店的不法业主在

未取得建设相关许可手续，且未组织勘察、设计的情况下，

多次违法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施工人员，在明知楼上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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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员住宿的情况下违规冒险蛮干，最终导致建筑物坍塌；

相关中介服务机构违规承接业务甚至出具虚假报告。

二是安全发展理念不牢。 鲤城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通过“特殊情况建房”政策为违法建设开绿灯，埋下重大

安全隐患；福建省有关部门及泉州市对违法建筑长期大量

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认识不足，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流

于形式。

三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执法严重不负责任。泉州

市、鲤城区的规划、住建、城管、公安等部门对欣佳酒店

未取得建设相关许可手续、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对外营

业等违法违规行为长期视而不见。

四是相关部门审批把关层层失守。泉州市、鲤城区消

防机构、公安等有关部门及常泰街道在材料形式审查和现

场审查中把关不严，使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蒙混过关、长期

存在。

2.沈海高速浙江温岭段“6·13”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
车重大爆炸事故

2020 年 6 月 13 日 16 时 41 分许，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境内沈海高速公路温岭段温岭西出口下匝道发生一起液化

石油气运输槽罐车重大爆炸事故，共造成 20 人死亡，175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9470 余万元。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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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车辆行驶至弯道路段时，未及时减速导致车辆发

生侧翻，罐体前封头与跨线桥混凝土护栏端头猛烈撞击，

形成破口并快速撕裂、解体，导致液化石油气迅速泄出、

汽化、扩散，遇过往机动车火花产生爆燃，最后发生蒸汽

云爆炸。

主要教训：
一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重不落实。瑞安市瑞阳

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无视国家有关危化品运输的法律法

规，未严格开展 GPS 动态监控、安全教育管理、如实上传

电子路单等工作，存在车辆挂靠经营等违规行为，GPS 监管

平台运营服务商违规协助企业逃避监管。

二是有关行业协会未如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

级评定工作。未发现企业自评报告弄虚作假、监控人员配

备不符合规定等问题，违规发放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

证明，违规将年度核查评定为合格。

三是事故路段匝道业主、施工、监理等单位在防撞护

栏施工过程中未严格履行各自职责，防撞护栏搭接施工不

符合标准规范和设计文件要求。

四是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固，安

全生产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地方政府交通运输、公安、

公路管理等部门，对危化品运输、公路建设养护、工程质

量监督等方面安全风险管控和监管执法存在漏洞。

3.湖北仙桃蓝化有机硅有限公司“8·3”较大闪爆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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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 日 17 时 39 分许，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

镇仙桃市蓝化有机硅有限公司甲基三丁酮肟基硅烷车间发

生爆炸事故，造成 6 人死亡、4 人受伤。

发生原因:
操作工在清理分层器内物料时，没有彻底将分层器底

部物料排放至萃取工序，导致超量的丁酮肟盐酸盐进入产

品中和工序、放入 1#静置槽，致使“反应下移”，反应热

量在静置槽中累积，静置槽没有温度监测及降温措施，丁

酮肟盐酸盐发生分解爆炸。

主要教训：
一是事故企业安全意识淡薄、法治意识缺失。事故车

间未经正规设计和验收，违法组织生产，未制定分层器工

序操作规程；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对丁酮肟盐酸盐危险

特性认识不足；设备设施部件和自动控制系统存在缺陷，

从业人员学历资格达不到要求，对异常工况处理不当。

二是地方政府安全发展红线意识不强。履行安全生产

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对事故企业违法组织生产监督检查

不力，全面摸排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工作不彻底。

4.山西临汾聚仙饭店“8·29”重大坍塌事故

2020 年 8 月 29 日 9 时 40 分许，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

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29 人死亡、28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164.35 万元。

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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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仙饭店建筑结构整体性差，经多次加建后，宴会厅

东北角承重砖柱长期处于高应力状态；北楼二层部分屋面

预制板长期处于超荷载状态，在其上部高炉水渣保温层的

持续压力下，发生脆性断裂，形成对宴会厅顶板的猛烈冲

击，导致东北角承重砖柱崩塌，最终造成北楼二层南半部

分和宴会厅整体坍塌。

主要教训：
一是聚仙饭店经营者长期违法占地，多次通过不正当

手段取得未经审批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拒不执行

原襄汾县国土资源等部门的行政处罚和人民法院的裁定。

二是聚仙饭店经营者先后 8 次违规扩建，从未经过专

业设计、无资质且不按规范施工，也从未经过竣工验收，

仅依靠包工头和个人想法，建设全程无人管无人查，房屋

质量安全无保障。

三是聚仙饭店经营者擅自将自建农房从事经营活动，

未对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四是襄汾县陶寺乡政府和陈庄村“两委”未认真履行

属地管理职责，对农村自建房改为经营活动场所的管控缺

失，未按要求对擅自改建扩建加层、野蛮装修和违法违规

建房等进行重点排查整治。

五是临汾市襄汾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行政审批和监管执

法不严。违规将加盖政府公章的空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

用证提前发给各乡镇，违规对过期证照办理延期；在政府

开展的多轮打击违法占地、非农建设整治等行动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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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均未对该饭店长期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有效制止

查处。

5.甘肃白银甘肃宏达铝型材有限公司“9·6”较大生
产安全事故

2020 年 9 月 6 日 2 时 22 分许，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甘

肃宏达铝型材有限公司熔铸车间发生一起冷却水闪蒸事

故，造成 4人死亡，6人受伤。

发生原因：
熔铸车间作业工人发现铸造过程出现异常情况后，在

采取加铝饼、调速等降温方法效果不明显时，未及时终止

作业，导致铝合金棒拉漏，大量高温铝液进入冷却竖井，

冷却水瞬间汽化并发生剧烈的铝粉氧化反应，产生的混合

气体体积在相对密闭空间急剧膨胀，聚集的能量突然释放

形成冲击波，导致事故发生。

主要教训：
一是企业安全制度落实不到位、内容不科学。安全培

训制度未落实，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不足，三级安全培训教

育不到位；违法采用 12 小时两班连续工作制度，熔铸车间

安全管理缺失；工作制度不合理导致夜班生产作业调度不

畅、安全监管失位，当班班长发现现场违规问题纠正不及

时，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状况处置失当。

二是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熔铸车间风险等级与安全

管理措施不匹配，隐患排查治理未闭环；制定的熔铸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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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操作规程缺少具体操作程序和步骤、岗位主要危险有害

因素等；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不健全，安全管理职责边界不

清，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

三是监管部门安全检查专业力量不足，未能及时发现

熔铸车间铸造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和存在的问题。

6.渤海海峡老铁山水道“9·18”重大水上交通事故

2020 年 9 月 18 日 4 时 19 分许，渤海海峡老铁山水道

发生一起商船与渔船碰撞的重大水上交通事故，造成渔船

沉没，渔船船员 10 人全部失踪，直接经济损失约 300 万元。

发生原因：
渔船违反避碰规则，外籍商船未能采取安全航速航行，

两船会遇构成紧迫局面后，均未采取有效的避碰行动，最

终发生碰撞。

主要教训：
一是渔船船员安全意识不高，安全技能不足，在事故

中未履行避让义务。

二是渔船自动识别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致使无法在商

船的电子海图系统上显示本船位置和动态。

三是商船过度依赖自动驾驶设施设备，忽略对雷达、

视觉等其他有效瞭望手段的使用，导致未能及时识别和发

现渔船。四是商船在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未能第一时间

救助遇险渔民，扩大了事故损失。五是渔港源头监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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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能对出港作业渔船实施有效检查，致使渔船配员不

符合法定要求。

7.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松藻煤矿“9·27”重大
火灾事故

2020 年 9 月 27 日 0 时 20 分，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

公司松藻煤矿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16 人死亡、42 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2501 万元。

发生原因：
松藻煤矿二号大倾角运煤上山胶带下方煤矸堆积，起

火点 63.3 米标高处回程托辊被卡死、磨穿形成破口，内部

沉积粉煤；磨损严重的胶带与起火点回程托辊滑动摩擦产

生高温和火星，点燃回程托辊破口内积存粉煤；胶带输送

机运转监护工发现胶带异常情况，电话通知地面集控中心

停止胶带运行，紧急停机后静止的胶带被引燃，胶带阻燃

性能不合格、巷道倾角大、上行通风，火势增强，引起胶

带和煤混合燃烧；火灾烧毁设备，破坏通风设施，产生的

有毒有害高温烟气快速蔓延至 2324-1 采煤工作面，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

主要教训：
一是松藻煤矿重效益轻安全。该矿职工已经检查出二

号大倾角胶带巷浮煤多，下托辊、上托架损坏变形严重等

问题和隐患，并向煤矿矿长等管理人员进行了报告，但该

矿矿长毫无“红线”意识，为不影响矿井正常生产未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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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而是计划在国庆节停产检修期间更换，并要求整治

工作不能影响胶带运煤，让胶带运输机“带病运行”。

二是矿井安全管理混乱。二号大倾角运煤上山胶带防

止煤矸洒落的挡矸棚维护不及时，变形损坏，皮带运行中

洒煤严重，皮带下部煤矸堆积多、掩埋甚至卡死下托辊，

少数下托辊被磨平、磨穿，已磨损严重的皮带与卡死的下

托辊滑动摩擦起火；煤矿没有按规定统一管理、发放自救

器，有的自救器压力不够。

三是重庆能源集团督促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对所属煤矿安全实行四级管理，职能交叉、职责不

清，责任落实层层弱化。

8.山西太原台骀山滑世界农林生态游乐园有限公司
“10·1”重大火灾事故

2020 年 10 月 1 日 13 时许，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小山

沟村台骀山景区冰雕馆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13 人

死亡、15 人受伤。

发生原因：
当日景区 10kV 供电系统故障维修结束恢复供电后，景

区电工在将自备发电机供电切换至市电供电时，进行了违

章带负荷快速拉、合隔离开关操作，在照明线路上形成的

冲击过电压击穿装饰灯具的电子元件造成短路；火车通道

内照明电气线路设计、安装不规范，采用的无漏电保护功

能大容量空气开关无法在短路发生后及时跳闸切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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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短路电流造成电子元件装置起火，引燃线路绝缘层

及聚氨酯保温材料，进而引燃聚苯乙烯泡沫夹芯板隔墙及

冰雕馆内的聚氨酯保温材料。

主要教训：
一是企业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未取得有

关部门行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长期进行违法占地、违法

建设等活动。

二是企业在游乐场馆建设中没有使用正规的设计、施

工、监理、验收单位进行建设，致使电气线路敷设、接地

短路保护和逃生通道、安全出口的设置等不符合安全要求，

甚至人为封堵冰雕馆安全出口。

三是企业违规在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

等易燃可燃保温材料。

四是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整改走过场，安全管理流于形

式。

五是地方政府没有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有关

部门安全监管责任不落实。

9.湖南衡阳源江山煤矿“11·29”重大透水事故

2020 年 11 月 29 日 11 时 30 分，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导子煤业有限公司源江山煤矿发生重大透水事故，造成 5

人死亡、8 人失联，直接经济损失 3484.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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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原因：
源江山煤矿超深越界在-500m 水平 61 煤一上山巷道式

开采急倾斜煤层，在矿压和上部水压共同作用下发生抽冒，

导通上部导子二矿-350m 至-410m 采空区积水，大量老空积

水迅速溃入源江山煤矿-500m 水平，并迅速上升稳定至

-465m，导致井巷被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主要教训：
一是源江山煤矿长期超深越界，盗采国家资源。该矿

2011年以前就已经越界开采，2019年底就超深越界至-500m

水平；通过篡改巷道真实标高、不在图纸上标注、井下设

置活动铁门密闭、不安装监控系统和人员定位系统等方式

逃避安全监管，长期盗采国家资源。

二是源江山煤矿违法组织生产。该矿在安全生产许可

证注销、地方政府下达停产指令、等待技改期间，擅自拆

除提升绞车和入井钢轨封条、切断主井井口视频监控电源，

昼停夜开，仅 2020 年就生产出煤 5.56 万吨。

三是源江山煤矿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工艺，以包代管，

生产组织混乱。该矿采用巷道式采煤，坑木支护，采掘布

局混乱，多头作业，通风系统不健全，未形成 2 个安全出

口，有的采煤工作面使用压风管路通风；将井下采掘作业

承包给多个私人包工队，以包代管，仅事故区域就有 3 个

包工队。

四是源江山煤矿在老空水淹区域下违规开采急倾斜煤

层。该矿在-500m 水平 61 煤采掘期间，明知工作面上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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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区存在积水，仍然心怀侥幸，冒险蛮干，在老空水淹没

区域下违规开采急倾斜煤层。

五是源江山煤矿违规申领火工品且管理混乱。该矿明

知其属于停工停产待建矿井，多次借整改之名违规向耒阳

市公安局民爆大队申领火工品；在公安机关清缴火工品期

间，擅自拆除民爆物品仓库封条，使用火工品组织生产，

并采取多领少用的方式，违规处置剩余火工品。

10.重庆永川吊水洞煤业有限公司“12·4”重大火灾
事故

2020 年 12 月 4 日 17 时 17 分，重庆市胜杰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杰回收公司）在重庆市永川区吊

水洞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吊水洞煤矿）回收设备时发

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 23 人死亡、1 人重伤，直接经济损

失 2632 万元。

发生原因：
胜杰回收公司在吊水洞煤矿井下回撤作业时，回撤人

员在-85m 水泵硐室内违规使用氧气/液化石油气切割 2#、

3#水泵吸水管，掉落的高温熔渣引燃了水仓吸水井内沉积

的油垢，油垢和岩层渗出油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烟气，

在火风压作用下蔓延至进风巷，造成人员伤亡。

主要教训：
一是吊水洞煤矿未按上报的回撤方案组织回撤作业。

上报给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撤出井下设备报告及回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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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隐瞒了已将井下回撤工作交由胜杰回收公司组织实

施的事实，且上报的回撤方案中未将井下水泵列入回撤设

备清单，但实际对水泵进行了回撤。

二是胜杰回收公司不具备煤矿井下作业资质，井下设

备回撤作业现场管理混乱，安排未取得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证的人员在井下进行切割作业，在-85m 水泵硐室气割水管

前，未采取措施清理或者隔离焊碴、防止飞溅掉落到存有

岩层渗出油的吸水井的措施。

三是吊水洞煤矿和胜杰回收公司安全管理混乱。未落

实煤矿入井检身制度，入井人员未随身携带自救器，隐患

排查治理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