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昌磐恒科技有限公司“5·7”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5月7日22时25分，宜昌磐恒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导致6名员工中毒，直接经

济损失19.15115万元。

　　上述事故未按要求进行上报和调查处理，被群众举报。根据《湖北省安委办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

通知书》和市领导批示要求，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湖北省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规定，7月15日，宜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

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经信局等单位人员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对瞒报事故开展调查。同

时，邀请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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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有关人员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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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

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单位基本情况。宜昌磐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恒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583MA499U7N6L，成立于2019年7月8日，位于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港盛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华，经营

范围：3-巯基丙酸、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异噻唑啉酮、双氰胺、饲料添加剂、水处理剂、功能材料添加

剂、高分子材料及产品、化工产品（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公司主要构建筑物有综合楼（民建）、动力中心（丁类）、一车间（乙

类）、罐区（乙类、戊类）、一仓库及危废库（丙类）、消防水罐、循环水池、事故水池、雨水池、污水处

理等。公司共有员工93人，生产一线员工59人，设有安环部，配备安全总监及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该公司年产7500吨3-巯基丙酸系列新材料产品（1000吨四巯基丙酸季戊四

醇、1500吨异噻唑啉酮和5000吨3-巯基丙酸）生产项目，2019年7月17日取得枝江市发改局颁发的《湖北省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登记备案项目代码：2019-420583-26-03-033979），2020年1月2日取得宜昌市

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宜危化项目安审字〔2020〕1号），2020年6月29日取得宜

昌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宜危化项目安审字〔2020〕13号），项目设计单

位：中昊（大连）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湖北中建鸿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监理单位：

湖北同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枝江市分公司。该公司实际建成投产年产5000吨3-巯基丙酸项目，系一般化

工建设项目，生产的产品有3-巯基丙酸、双氰胺，该公司2021年8月19日组织试生产方案审查，2021年10月8

日正式投料试生产，2022年3月14日结束试生产，但未完成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三）事故车间情况。

　　1.事故车间概况。涉事车间为一车间，位于磐恒公司区域中部，为轻型门式钢架结构，总层1层，主要

设备有加成反应釜、水解釜、甩料釜、酸化釜、酸化盐酸计量罐、常压蒸馏釜、减压蒸馏釜、尾气吸收塔等

设备。

　　2.事发地点及相关设备情况。事故发生在一车间酸化岗位，涉事设备为酸化岗位1号酸化釜

（R0501A），位于一车间中部北侧。主要功能是使加成水解工序来的巯基丙酸钠与盐酸反应生成3-巯基丙酸

和氯化钠。



　　3.事发车间人员当班情况。磐恒公司实行两班两倒制，每班12小时，事发时为夜班，带班领导为分管生

产副总经理常永飞，车间主任为梁丽祥，车间副主任为田将愿、朱哲峰。事故发生时，一车间内共17人，分

别是叶卫祥（班长），裴华锋、陈菊春（配料岗位操作工），雷晓菲、吕华蓉（加成水解岗位操作工），杨

勇、陈才平、易礼红（甩料岗位操作工），彭文清、陈菊玲（烘干岗位操作工），姚芙蓉、何兴弟、焦锋杰

（酸化萃取岗位操作工），周传艳、彭蓉蓉、张荣、吕学美（常减压岗位操作工）。

　　（四）事故车间工艺流程。3-巯基丙酸项目工艺流程共分为投料、甩料、烘干、加成、水解、酸化、萃

取、常压溶剂回收、减压产品回收等工序。

　　1.加成工序。将计量罐内计量好的盐酸直接加入反应釜内，搅拌下硫脲由投料口加入反应釜，升温至

50℃全溶，控制在50℃，滴加丙烯酸。滴加完毕后保温反应3小时。该加成反应生成硫脲基丙酸盐酸盐。

　　2.水解工序。将上步反应得到的加成反应釜内的物料泵入滴加罐，反应釜内加入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

液，40℃下同时滴加硫脲基丙酸盐酸盐和氢氧化钠溶液。滴加完毕升温至90℃保温2小时。保温结束先用循

环水降温至50℃以下转料，继续降温至0℃离心甩出双氰胺，母液转入酸化。

　　3.酸化工序。巯基丙酸钠母液泵入至酸化釜，控温30℃下滴加31%盐酸，巯基丙酸钠与盐酸反应生成3-

巯基丙酸和氯化钠。酸化后的反应液进入下步萃取工序。

　　4.萃取工序。本项目采用氯仿作为萃取剂，酸化液和氯仿通过泵入高速离心萃取机进行萃取。水相通过

四级萃取后进入废水预处理工序。氯仿萃取后的有机相转入待蒸储罐。

　　5.常压回收溶剂工序。有机相泵入蒸馏釜，首先常压蒸馏回收氯仿，温度控制在60-100℃，蒸完溶剂后

釜内的物料泵入减压蒸馏釜。

　　6.减压回收产品工序。脱完溶剂后的巯基丙酸粗品，通过降膜蒸发器、石墨冷凝器、罗茨真空机组进行

减压回收水及前馏，之后通过减压蒸馏回收产品。3-巯基丙酸减压蒸馏过程中，压力在≤0.098MPa，温度控

制在125-133℃，蒸馏8小时。

　　（五）事故实际生产工艺。以原工艺酸化回收料为原料，经过溶解中和、过滤、还原酸化、萃取、常压

溶剂回收、减压产品回收等工序。

　　1.溶解中和工序。在加成反应釜内加入2000kg水，开启搅拌,投入回收料3,3-二硫代二丙酸溶解，投料

完毕滴加液碱，控制PH值12-13时停止滴加，此时釜内物料主要为3,3-二硫代二丙酸钠和过量的液碱。

　　2.过滤工序。根据上步使用液碱量计算使用的锌粉量，加入锌粉至反应釜，蒸汽升温至80-85℃，保温6

小时，过程中监测PH值，PH值小于13时，补充少量液碱；保温完毕降温至20℃，过滤，将滤液泵入酸化釜。

　　3.还原酸化工序。控制酸化釜内滤液温度30℃下，滴加31%盐酸，3,3-二硫代二丙酸钠在锌粉条件下，

还原成3-巯基丙酸钠，随后与盐酸反应生成目标产物3-巯基丙酸。

　　后续萃取、常压溶剂回收、减压产品回收等工序与原工艺一致。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2022年5月4日8时，车间根据生产部安排，按照回收料处理工艺（主要成分为

3,3-二硫代二丙酸，3-巯基丙酸，3-巯基丙酸聚合物，通过还原水解转化为3-巯基丙酸），将约2071kg回收

料投入到已加2000kg水的加成9#釜中。车间主任梁丽祥根据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常永飞要求工艺控制要求滴加

液碱控制PH值为12-13，同时加入锌粉130kg，本批在滴加过程中液碱用量比前面3批的液碱平均量约多用

300kg（由于3，3二硫代二丙酸的含水量差别较大，每批的液碱用量不同）。当班操作工张梅芳、毛国芹进



行滴加液碱、控制PH操作。18时10分开始加入液碱，复核时加入液碱1329kg，当班操作工检测PH值为12-

13，车间主任梁丽祥将情况汇报给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常永飞，得到指示继续搅拌，监测PH值，等候下一步处

理。期间多次监测PH值为12-13。

　　2022年5月6日8时，车间主任梁丽祥接到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常永飞指示，可以继续生产。因回收料不能

完全反应回收，车间主任梁丽祥根据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常永飞的指令，安排班长张羽11时30分至12时35分加

入锌粉160kg，12时35分至16时40分升温至80℃，16时40分至22时40分在80-85℃反应6小时，开始开循环水

降温。

　　2022年5月7日3时50分降温至30℃左右停机，下午过滤至酸化1#釜。

　　2022年5月7日公司夜班生产正常运行，一车间酸化1#釜为回收料，在22时10分左右开始滴加盐酸酸化，

滴加流量约1000L/小时（流量计显示），温度控制在10-20℃。

　　22时20分，当班操作工姚芙蓉发现酸化1号釜PH值检测孔处冒烟较大，酸化1号釜PH值检测孔处的用来密

闭的胶塞有跳动。

　　22时25分，酸化1号釜胶塞剧烈浮动。泄露事故发生。

　　（二）应急救援情况。

　　22时26分，酸化岗位操作工姚芙蓉发现情况后，用对讲机向班长叶卫祥报告情况，酸化岗位操作工何兴

弟将1号反应釜胶塞盖严，突然胶塞被气体冲开，1号反应釜发生冲料冒烟，泡沫状液体沿釜壁流出，何兴弟

随之晕倒在1号反应釜东北侧。

　　22时27分，姚芙蓉立即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叶卫祥呼喊“何兴弟晕倒了”，班长叶卫祥在赶到酸化二楼平

台时，也昏迷倒在二楼楼梯口。姚芙蓉大声呼叫周边人员撤离，并离开二楼向车间领导汇报。

　　22时26分至27分，常减压岗位操作工张荣和酸化岗位操作工焦锋杰到现场救人，2人进入一车间将叶卫

祥从酸化工序二楼扶下楼梯，在酸化工序一楼楼梯口三人先后倒地。烘干岗位操作工彭文清见状立即穿戴防

毒面具准备实施救援，在穿戴劳动防护用品过程中倒地，后经其他岗位人员救出后清醒。

　　22时28分左右，常减压岗位操作工周传艳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进入现场将张荣拖出车间，分管生产副

总经理常永飞未佩戴空气呼吸器深憋一口气将焦锋杰拽出车间。

　　22时29分左右，常减压岗位操作工周传艳和车间副主任田将愿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将叶卫祥抬出车

间。

　　22时29分，磐恒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建华接到事故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

　　22时30分，车间主任梁丽祥拨打120急救电话。

　　22时34分，常减压岗位操作工周传艳再次进入现场将酸化工序2楼平台的何兴弟救出。

　　经确认被困人员张荣、焦锋杰、叶卫祥、何兴弟全部被救出后，常永飞安排车间主任及维修人员紧急停

产。参与救援的周传艳、彭文清等相继出现呕吐症状。随后中毒人员被抬至车间外草地空气新鲜处等待120

救援。

　　（三）事故信息报告及善后处置情况。5月7日23时01分，磐恒公司安全总监杨永明向枝江市应急管理局

和枝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报告事故。接到报告后，枝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李剑峰、分管领导黄剑和枝江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立即派员赶往现场，开展善后处置工作。现场处置结束后，枝江市应急管理局未向宜昌市应急



管理局报告事故。5月8日上午，枝江市应急管理局责令磐恒公司暂时停产整顿，并组织企业开展事故调查工

作。5名中毒人员（叶卫祥、何兴弟、焦锋杰、彭文清、周传艳）被120送往枝江市人民医院救治，分别于5

月16日、5月30日、5月30日、5月30日、6月3日康复出院；张荣中毒较重于5月8日凌晨1点被转至宜昌市中心

人员医院救治，6月16日康复出院。

　　（四）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评估情况。事故发生前，磐恒公司负责人对变更生产工艺管理不到位，对存

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应急准备不充分。事故发生后，磐恒公司应急救援过程中存在盲目施救，造成救

援人员相继中毒。在救援处置中，磐恒公司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电话，中毒人员送医救治及时，所幸未造成

人员死亡。接到事故报告后，枝江市应急管理局、枝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预案，赶

赴现场实施善后处置，现场处置中未发生次生事故，整个善后处置及时、有效。枝江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李剑

峰认为中毒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磐恒公司“5·7”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6名员工（班长叶卫祥、酸化岗位操作工何兴弟、焦锋杰，烘

干岗位操作工彭文清，常减压岗位操作工周传艳、张荣）中毒受伤，未造成人员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9.15115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在对回收料3，3-二硫代二丙酸进行还原处理过程中，过滤锌粉时，由于板框压滤机

穿滤，造成部分锌粉和滤液均转入到酸化釜。在加盐酸酸化过程中，滴加速度过快，造成反应液局部呈强酸

性，在酸性条件下，锌粉和巯基丙酸盐发生还原反应，巯基还原成剧毒气体硫化氢，同时，锌粉和盐酸反应

产生氢气。生成的氢气和硫化氢气体积累到一定压力后，顶开反应釜口密闭的胶塞，硫化氢夹裹着反应液溢

出，是造成人员中毒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事故实验模拟情况：

　　在磐恒公司四楼实验室，对生产现场的操作进行了模拟实验：在烧瓶中加入一定配比的巯基丙酸和液碱

的水溶液，加入少量的锌粉，搅拌，加热升温，用硫化氢气体报警器（对硫化氢气体进行监测）和可燃气体

报警器(对氢气进行监测)进行反应监测。在没有滴加盐酸时，硫化氢气体报警器和可燃气体报警器均不报

警。在滴加部分盐酸后，硫化氢气体报警器和可燃气体报警器均报警。证明在有锌粉和巯基丙酸钠的水溶液

中，滴加盐酸时会产生硫化氢气体和氢气。模拟实验验证了进一步验证了对事故原因的判断。

　　（二）管理原因。

　　1.磐恒公司违法组织生产。磐恒公司试生产（延期）到期后，未经验收合格程序。改变工艺，未履行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手续、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未按照原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方案组织生产作业。同时，公司未了解新工艺安全技术特性、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未对员工针对新工

艺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四条等规定。

　　2.磐恒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磐恒公司变更工艺，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人员未规定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手续、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违法组织生

产，未按照规定对员工开展新工艺、应急救援处置等安全教育培训。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



　　3.应急救援处置不当。发生异常工况后，磐恒公司现场应急救援未按照公司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和岗位“四知卡”应急处置要求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盲目施救，导致中毒人员扩大。其行为不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等规定。

　　4.属地湖北枝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督促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上还存在不足。

　　（三）事故性质。经过调查认定，磐恒公司“5·7”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磐恒公司，违法组织生产，对新工艺变更安全管理不到位，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有效实

施，应急救援处置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和伤亡扩大，系事故发生责任单位，建议由枝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建华，磐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

到位，违法组织生产，对新工艺变更安全管理不到位，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有效实施，应急

救援处置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和伤亡扩大，建议由枝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

定实施行政处罚。

　　2.常永飞，磐恒公司分管生产副总经理，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违法组织生产，

对新工艺变更安全管理不到位，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有效实施，应急救援处置不当导致事故

发生和伤亡扩大，建议由枝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3.杨永明，磐恒公司安全总监，履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

操作规程未有效实施，应急救援处置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和伤亡扩大，建议由枝江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追责问责处理的单位和个人。

　　1.湖北枝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相关领导及安全管理人员未配齐，安全监管

职责分工不明确），其在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及其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上还

存在不足。建议湖北枝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枝江市政府写出深刻检查。并由纪检监察部门下发《监察

建议书》，并对其相关责任人给予问责处理。

　　2.枝江市应急管理局对事故瞒报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专项调查处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建议

　　（一）磐恒公司要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全面停产整改，规范管理。全面有序停产，反应釜及管

道物料清空，做好受伤员工善后处理工作，做好事故设备的检验检修工作，未经专家组审查确认不得复工复

产。企业复工后严格依照岗位操作规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新工艺必须在合法合规的前提

下方可投入使用。二是开展设计诊断，提升本质安全。参照危化企业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对项目

进行安全设计诊断，全面核查总图、工艺、设备、电仪、应急等安全符合性，制定本质安全提升整治方案，



全面彻查整改不符合项，提升自动化控制水平，确保本质安全。三是加强教育培训，强化安全技能。停产整

改期间，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应知应会等

系统性培训，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真正做到明职责、懂操作、知风险、能应急。

　　（二）全面加强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一是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枝江市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化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十五条硬措施，按照“全

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压实乡镇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行业部门

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

输和处置过程中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事故。二是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统筹危险化学品建

设项目和化工园区（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整治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查缺补漏、举一反三，全力推进化工项目安全设计诊断复核、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高危细分领

域专项整治、重大危险源专项督导等重点工作，建立任务清单、隐患清单，制定并落实“一企一案”“一园

一案”整治方案，确保任务做细做实。三是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针对化工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不高、风险

辨识能力不足、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教育培训不到位、管控措施不落实等共性问题，督导企业以安全生产

标准化为抓手，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岗前风险预

知、特殊作业全过程视频录像、非常规作业清单化管理、设备健康档案管理、隐患溯源整改等安全管理措

施，不断提升本质安全和安全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