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 

“2·5”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14 年 2月 5 日 10时 30分左右，顺义区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

司动力车间工人进入气浮罐实施清理作业过程中，造成 1人中毒窒息死亡，现

场救援过程中又造成另外 2名作业人员死亡。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办法》的规定，成立了由市安全监管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

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以及顺义区政府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

请市人民检察院同步参与，全面开展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同时，事故调查组

委托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情况及事故直接原因开

展技术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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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恩布拉科公司”）成

立于 1995 年，2006 年迁入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公司现有正式

员工 1800 人，劳务派遣工 400人，总经理路××（巴西籍）。该公司由巴西恩

布拉科公司绝对控股，注册资金 9415万美元，主要产品为高效节能环保电冰箱

压缩机，年产量约 860万台，年营业额约人民币 20亿元。 

（二）气浮罐基本情况 

发生事故的气浮罐为北京恩布拉科公司动力车间污水处理设备，上部敞

口，总高 4.6米，上部为直径 2.6米、高 2.6 米圆柱形，下部为高 2米圆锥

形，用于过滤和沉淀工业污水中悬浮颗粒物，使处理后的水质达到生活污水的

水质指标，设计污水处理量为每小时 13.5立方米。气浮罐污水经过 4道工序处

理后，处理完成的污水溢流至出水管道，刮泥装置对曝气后污水中的悬浮颗粒

物进行收集，流入气浮罐底部。 



气浮罐内污水处理属物理沉淀过程，在气浮罐底部、环形管道及出水管道

中易沉积大量淤泥，导致管道堵塞。动力车间在每年停产期间对气浮罐清理一

次，但未制定清理操作规程。依照惯例，作业人员将底部沉淀的污泥排出后，

使用高压水枪对管内壁和环形管道冲刷处理。按照北京恩布拉科公司有关规

定，进入气浮罐清理作业必须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要求，提前报公司环境健康安

全科审批。 

经调查，动力车间运行班组领班王××在春节放假前制定了春节期间气浮

罐清理工作计划安排，计划于 2014年 2月 5日、6日对气浮罐实施清理，但是

未履行向环境健康安全科报审危险作业程序。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2014 年 2月 5 日 9时 50分左右，现场作业负责人刘××带领贾××、康

××、赵××等 3人，实施气浮罐清理作业。贾××进入气浮罐内，卸下环形

管道可拆除部分后，发现管道堵塞，且结构复杂、难以清理。4人商议后决定

使用车间存放的浓度为 50%的硫酸清除管道内淤泥。 

随后，赵××从气浮罐旁的硫酸储存罐中取了 10升硫酸，由康××从气浮

罐外侧的出水口处将硫酸倒入，约 10分钟后，发现气浮罐内环形管道未完全疏

通，并伴有大量刺鼻气体产生。刘××安排贾××再次进入气浮罐内，将之前

拆卸的环形管道回装，以继续使用硫酸整体疏通环形管道。 

10 时 20分左右，贾××进入气浮罐后，随即晕倒在罐中。康××、刘×

×先后进入罐内施救时晕倒。赵××见状，急忙找来 2名维修工人，确认无法

施救后，等待救援。 

11 时 09分，顺义区消防支队接到北京市消防总队 119指挥中心调派命

令，迅速出警。11 时 20分，救援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后对被困人员实施救援。

11时 53 分，贾××、康××、刘××3人被救出，经送往地坛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死亡人员情况详见附件)。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导致现场作业人员硫化氢气体中毒是造成此次事故的

直接原因。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事发后对气浮罐内气体检测结果表明，硫化氢气

体浓度超标。经试验验证，气浮罐内沉淀的淤泥与 50％浓度硫酸混合后发生化

学反应，分解产生大量硫化氢气体。人员短期吸入大量硫化氢气体后，会导致



中毒反应，极高浓度时可在数秒钟后发生急性中毒死亡。经法医鉴定，死者符

合硫化氢中毒死亡。 

动力车间领班王××违反公司危险作业管理规定，在节假日派工前未到公

司环境健康安全科开具有限空间危险作业许可证，致使现场作业人员在未经公

司环境健康安全科许可、未检测含氧量及有害气体、未进行强制通风、未佩戴

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盲目进入气浮罐内开展清理作业；现场作业人员违反

公司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规定，未经环境健康安全科审批的情况下，擅自使用

硫酸用于气浮罐管道清理作业。 

（二）间接原因 

北京恩布拉科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 

一是未制定进入气浮罐清洗作业的操作规程。在公司已将进入气浮罐作业

纳入危险作业管理的情况下，未制定气浮罐清理作业操作规程，致使作业人员

擅自使用硫酸实施清理作业。 

二是未严格执行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维修部动力车间在制定节假日期

间进行气浮罐清理作业的工作计划时，未按照公司《危险作业许可管理制度》

的规定，到环境健康安全科办理危险作业许可审批，也未安排具有有限空间作

业资格的专业人员进行现场监护。 

三是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不健全。公司制定的《化学品安全管理》中缺乏

硫酸出库进入动力车间后的管理要求；动力车间未制定硫酸在车间内存放、使

用、用途变更等方面的管理细则，致使硫酸的使用环节无人监管。 

四是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工作存在漏洞。公司制定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

程》中的应急救援部分缺乏针对性；日常工作中，未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开展事

故应急演练，导致事故发生后，作业人员盲目施救。 

五是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虽对员工实施了三级安全培训教育，但一线作

业人员安全意识淡漠，明知气浮罐上张贴“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到环境健康安全

科申请”的标识，在未办理审批的情况下，违规使用危险化学品进入气浮罐实

施清理作业。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一）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北京恩布拉科公司维修部动力车间领班王××,违反公司《危险作业许可

管理制度》（SOP005014）中第 2.2.5条，的规定，制定节假日期间工作计划

后，未到环境健康安全科办理危险作业许可审批, 致使现场作业人员在未经公

司环境健康安全科许可、未检测含氧量及有害气体、未进行强制通风、未佩戴

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气浮罐内开展清理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气浮罐清理作业现场负责人刘××，违反公司《化学品安全管理》中危

险化学品使用审批的规定，在未经环境健康安全科审批的情况下，擅自改变硫

酸使用用途，用于气浮罐清理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违

法犯罪，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 

（二）给予行政处罚人员及单位 

1.北京恩布拉科公司总经理路××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安全

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组织制定气浮罐清洗作业操作规程；对现场作业监督检

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气浮罐清理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未针对有限空间

事故组织应急演练，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17条第

（二）、（四）、（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81条第 2款，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予其 5

万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2.北京恩布拉科公司对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教育和督

促本企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在本单位

实施有限空间危险作业过程中，未确认现场作业的安全条件，未就危险因素、

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向作业人员详细说明，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 21、36条和《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 39条第（一）、

（三）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第 37条第（二）项，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给予其 23 万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三）追究行政责任人员 

1.北京恩布拉科公司维修部动力车间科长骆××，作为本车间负责人，未

针对气浮罐清理作业组织制定操作规程，对相关人员未办理危险作业许可的行

为管理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 12条第（一）、（七）项和第 17条第二款的规定，

责成北京恩布拉科公司给予其撤职处分。 



2.北京恩布拉科公司维修部经理王××，作为本单位分管动力车间的负责

人，对动力车间作业人员的违章指挥、违规操作、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等安全

隐患失管失查，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

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 12条第（一）、（七）项和第 17条第二款的规

定，责成北京恩布拉科公司给予其撤职处分。 

3.北京恩布拉科公司副总经理冯××，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公司员工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工作存在漏洞的情况失管

失查，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 12条第（七）项和第 17 条第二款的规定，责成北京恩布拉

科公司给予其警告处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北京恩布拉科公司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举一

反三，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进一步完善操作规程，消除生产作业过程中的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

现象，确保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有章可循。应当全过程、全环节梳理企业各个岗

位安全风险因素，查找安全管理缺失、执行规章制度缺失等现象，加强风险控

制和监督检查，逐一建立台帐，规范工作流程，杜绝作业过程中的违规操作。

特别是针对气浮罐清理等危险作业，应当组织制定操作规程，明确工作岗位职

责和作业流程。 

（二）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机制，加强对安全隐患的监督检查。重

点要强化对有限空间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主要负责人应当认真组织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安全责任制体系，厘清生产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的工

作职责，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生产部门各岗位安全管理职责，消除作

业过程中各类安全隐患。 

（三）制定和细化危险化学品使用管理标准和规范。认真分析和查找危险

化学品各环节中的安全管理工作，建立使用登记制度，规范危险化学品在使用

环节的管理，建立工艺流程以外使用危险化学品审批、审核和安全论证制度，

杜绝未经许可善自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现象。 

（四）进一步完善企业应急救援管理工作，增强事故应急预案的针对性，

定期组织实施应急预案演练，切实提高全体员工的危险因素辨识和应急处置能

力，避免盲目施救行为。 



（五）加强全体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建立安全培训教育成效评估、

考核工作机制，特别是对生产一线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要有针对性，使之

对本岗位操作规范、安全风险、应急处置了解清楚，以提高一线作业人员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杜绝“三违”现象。 

  

附件：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身份证号码 法医鉴定结论 

1 刘宇 男 30 岁 北京市 110108198404244617 
符合硫化氢中毒

死亡 

2 康新越 男 26 岁 北京市 110222198710162452 
符合硫化氢中毒

死亡 

3 贾福利 男 43 岁 北京市 110228197105294936 
符合硫化氢中毒

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