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县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停产车间
“8·12”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8月12日17时48分左右，在定安县新竹镇新序墟（红岗农场路口）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停

产车间发生一起切割废弃机械设备导致的爆燃事故，造成1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25.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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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联合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技术

分析、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和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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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

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定安鸿运木材及刨花板加工项目位于海南省定安县新竹镇新序墟（红岗农场路口）（地理位置：

E:110.175008,N：19.633776）。公司主要建设内容为原材料贮存库、制板车间、成品库、油炉车间、

机修磨刀房、危废间、食堂、办公宿舍楼以及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消防工程及污水处理工程等配套

工程，公司租用新序经济社的土地作为生产场地，总占地约21.5亩（14333.405㎡），建筑面积7666㎡

（其中生产车间约6735㎡），木材堆场面积5720㎡。公司不设制胶车间，所需脲醛胶直接市场购买。

项目经营范围为：桉木、相思木、木麻黄、松木木片的收购、加工及销售；刨花板加工及销售。原在职

职工57人。生产规模为木片16000tJa，刨花板30000m3/a，年生产天数为330天。2019年以后，制板

车间停产，生产线停用，设备废弃。

（二）涉事单位和个人基本情况

1.设备单位：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25*********，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海南省定安县新竹镇新序墟(红岗农场路口)，法定代表人：钟*

（身份证号码：4408821981********）,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3年8月20日，营业期

限：2013年8月20日至2043年8月20日。经营范围：桉木、相思木、木麻黄、松木木片的收购、加工及

销售；刨花板加工及销售。



2.废弃设备购买转卖方：肖**，男，50岁，身份证号码:4408831970********。

3.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冯**，男，27岁，身份证号码：4408831993********；吕*，男，

40岁，身份证号码：4409211980********。

4.事故死亡者：陶**，男，42岁，身份证号码：4522261978********。

5.事故受伤者：王**，男，47岁，身份证号码：4522261973********。

（三）设备的转让情况

1.2021年7月18日，以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为甲方和以肖**为乙方签订设备买卖合同，甲方将停

产的生产线设备卖给乙方。

2.2021年7月30日，厂方钟*、设备购买方肖**、设备拆除方冯**又以安全责任书的形式签订了三方

转让协议，肖**将从厂方购买的设备又转卖给冯**和吕*，并由冯**和吕*负责拆除。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7月30日，拆除方组织10名工人对已停产制板车间废弃的设备进行拆除。8月12日17时48分

左右，当事人陶**（死者）使用液化石油气切割设备切割拆除液压泵房4号泵管道时突发爆燃，现场过火

面积约80平方米。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刘峰松书记，李开文县长，李昌奋常委、副县长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迅速处置，查明

原因，做好善后工作，并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新竹镇人民政府、县应急管理

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公安局、县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救援处置。

2021年8月12日17时52分，定安县消防救援大队119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定安县新竹镇新序墟

（红岗农场路口）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消防车和消防

员前往救援。17时56分到达现场，18时13分明火被扑灭。

现场过火面积约80平方米，着火物为液压泵站，处置过程中发现一名被困人员（陶**），经现场

120医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18时45分处置完毕。

（三）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及应急、消防、资规、公安等相关部门在此次事故中反应快速、行动迅

速、指挥协调顺畅，配合默契、处置得当，善后工作稳妥，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衍生其他事故，应急处

置有效。

（四）事故善后情况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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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号）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迅速查明事故原因，追究相关责任，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和“实事求是、依法

依规、注重实效”的要求，经县政府同意，成立定安县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停产车间“8·12”事故联

合调查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总工会、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防救援大队、新竹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派员参加。联合调查组聘请专家并邀请

县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设备单位、废弃设备购买转卖方、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的相关负责人陆续赶到事发现场,对拆

除施工现场进行停工处理。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人员王**经定安县人民医院初步治疗后，8月12日转院

至解放军928医院继续治疗，于8月31日治愈出院。



2021年8月15日，陶**(死亡者)家属与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经协商达成共识，并签订赔偿协

议，陶**遗体于8月16日火化。

（五）人员伤亡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伤亡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事故死亡者：陶**，男，42岁，身份证号码：4522261978********，家庭住址：广西来宾市**区**

镇**村民委**村**号，死亡原因：火伤。

事故受伤者：王**，男，47岁，身份证号码：4522261973********，家庭住址：广西来宾市**区**

镇**村民委**街***号，经定安县人民医院初步治疗后，8月12日转院至解放军928医院继续治疗，于

2021年8月31日治愈出院。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对进行动火切割的设备和管道没有按规定的要求进行清洗和置换。

液压泵站的设备和管道在动火切割前未进行彻底清洗和置换处理，起火点的4号液压泵的管道中残

留着可燃性的液压油(丙B类可燃液体、可燃性：闪点[测试方法]:>204℃(399F)[ASTMD-92]、可燃极限

(在空气中%vol.):爆炸下限(LEL):0.9爆炸上限（UEL）:7.0)。当陶**（死者）使用气割枪对4号液压泵的

管道进行动火切割时，其炽热火焰(气割时，其火焰温度高达3000℃以上）将管道内的液压油加热气化

而产生高压，当管道被气割切穿时其内高温高压的液压油喷射而出，并遇明火、空气瞬间形成爆燃液流

向外及气割作业者方向喷射，而引发火灾事故。

2.违规进行气割危险作业

（1）按《气割作业安全技术标准》之规定：“气割工种属特种作业，作业人员须经有关部门培

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独立上岗作业。”气割作业人员陶**持有的却是失效熔化焊接与热切

割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2015年1月23日至2021年1月23日）。

（2）按《气割作业安全技术标准》之规定：“对受压容器、密闭容器、各种桶、管道等沾有可燃

气体和溶液的工件进行作业时，必须事先进行检查，并经过冲洗除掉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解

除容器及管道压力，消除容器密闭状态（敞开口、打开盖），再进行气割作业。”

据调查，在切割作业前施工方并没有对液压泵站的设备和管道进行彻底清洗和置换处理。

（3）按《气割作业安全技术标准》之规定：“气割作业人员工作前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操作时

（包括清渣人员）都必须戴好防护眼镜和面罩。扣紧衣领，扎紧袖口，戴好防火帽。”据事故调查，陶

**（死者）和王**（伤者）均没有按上述规定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才造成伤亡事故的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

（1）企业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职责不明确，责任不落实。

企业负责人未履行法定职责，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在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明确各岗

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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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企业未能教育和督促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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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监督、教育

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未编制合理全面的应急预案，未严格执行作业票制



度，未对作业票内的相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和确认；未能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未认真开展安全培训，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未定期组织动火等危险作业应急演练。

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未按要求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尤其是动火作业培训教育不到位，缺少

应急救援知识宣传、培训和演练。

（4）将生产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

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四十六条，将生产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肖**，肖**又转包给同样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冯**和吕*，存在以包代管的

现象，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

2.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冯**、吕*）

作为项目设备拆除施工方，对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临时招聘的施工人员并

不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未认真开展安全培训，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未定期组织动火等

危险作业应急演练且安全及个人防护设施不完善，不具备设备拆除动火施工的安全生产条件，间接导致

事故的发生。

3.废弃设备购买转卖方（肖**）

作为设备拆除项目转包方，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存在以包代管的现象，未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施工人员违章作业，而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责任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该企业将生产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企业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四十六条，将生产设备拆除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个人肖**，肖**又转包给同样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冯**和吕*，存在以包代管的现象，未严格

执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建议由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版）第一百条之规定，对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及公司的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进行查处。

（二）对责任个人的处理建议

1.陶**：违规进行气割危险作业，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陶**对这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

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冯**、吕*）：作为项目设备拆除施工方，对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临时招聘的施工人员并不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资质，未认真开展安全培训，

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动火施工作业前未认真严格进行技术交底，未定期组织动火等危险作业应急

演练且安全及个人防护设施不完善，不具备设备拆除动火施工的安全生产条件。

冯**、吕*对这起事故负有间接责任，并导致他人造成损害，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2014版）第一百条之规定，由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废弃设备购买转卖方（肖**）：作为设备拆除项目转包方，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存在以包

代管的现象，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



肖**对这起事故负有间接责任，并导致他人造成损害，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版）第一百条之规定，由他与废弃设备实际购买及拆除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事故教训及防范措施

涉事企业未能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风险意识淡薄，没有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

价”的安全生产红线，风险管控、风险防控意识不强。定安县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停产车

间“8·12”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轻伤，不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损失，也造成了一定社会影

响，为认真吸取教训，有效预防和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现提出如下防范措施：

（一）定安鸿运木业有限公司

1.从该起事故中也暴露了该企业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着较大问题，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要

切实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决不能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2.事故发生单位要切实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应急技能培训应重视常用急救常识与常用急

救技能方面的内容。提高岗位员工的事故先期处置能力。

3.应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员工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要抓班组、抓现场、抓细节，完善危险作业审

批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4.加大安全生产投入，配备应急装备、器材等个体防护用品，加强技能培训演练，提高事故预防和

科学施救能力，坚决类似杜绝盲目施救及应急处置不当所导致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二）政府相关部门

1.进一步加强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有关部门要认真吸取事件教训，进一步加强对动火作业的安全管

理，督促企业深入开展动火作业等危险作业排查隐患，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剖析事故案例，以事故教训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2.全面查漏补缺，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相关部门应立即组织对涉及动火作业的企业以及危

险化学品、燃气等重点单位、重点区域、重点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立即制定整改措

施，要督促相关单位建立并落实危险作业审批制度。

3.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要督促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和相关技术标准，制

定针对性强的应急预案，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类企

业尤其是从事危险施工和作业的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为从业人员配备必要的自救器、呼吸防护用品等

个人防护装备，配备安全有效的救援装备，提高事故处置能力。

4.严格执法检查，推动安全管理制度落地见效。相关部门要以充分发挥执法的惩戒和震慑作用。对

存在“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行危险作业”、“未对危险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置明显安全警

示标志”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及未对危险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未实行专人监护作业，未制定应急预案或定期进行演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

严格依法实施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