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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2·27”

一般事故技术鉴定报告

2023 年 12 月 27 日 15 时 40 分，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热轧总厂准备车间翻转机现场电气柜发生爆炸，导致 1

人死亡；电气柜四面外壳全部炸毁，散落周边。12 月 29 日

成立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轧“12·27”电气柜爆炸事故

调查组，调查组委托 3 名专家成立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组
1
（以

下简称专家组）对该事故进行技术鉴定。接受委托后，专家

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

则，立即开展事故技术鉴定工作，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

查阅资料和笔录、查看照片、询问相关人员、召开专家分析

会，并依据相关材料以及专家意见，经综合分析，查明了事

故发生的经过、事故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等情况，针对事故

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措施建议。

“12·27”事故的直接原因为：辊道轴承等物品清洗剂、润

滑油脂与水等混合液体通过地表渗入电气柜地下穿线管，混

合液体经过化学反应产生可燃气体经穿线管进入密闭的电

气柜，当电气柜内可燃气体达到爆炸条件时人员操作电器开

关产生火花，引发可燃气体在密封的电气柜内发生爆炸。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二十二条：“事故调查组

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2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经过

12月 27日申大权和陈攀 14点 20分进入广钢热轧总厂

在 1780 生产线预装区域，进行小立辊拆卸工作，陈攀负责

开龙门吊，申大权负责操作翻转机。

15 点 40 分，停止使用翻转机，陈攀告诉申大权要去把

翻转机关停，申大权背对电柜方向继续拆小立辊挡泥板，陈

攀走至翻转机现场电气柜面板上操作电源停止按钮时发生

爆炸，爆炸冲击波将陈攀撞飞至翻转机平台楼梯间隙处，电

气柜四面柜板及柜内电器全部炸毁。

15 点 41 分，现场作业人员听到爆炸声后，全部人员往

隔离网边上逃离避险，见未再爆炸后，陈世锋和罗云飞等人

走近查看（怕有触电风险，没敢上前查看伤者陈攀）。

15 点 43 分，现场人员发现伤者陈攀与电气柜有一定的

距离，往前进行救治，发现伤者卧坐在翻转机楼梯栏杆间隙

内，面部流血，手脚受伤严重（手脚疑似骨折），刘汉洪立

即打电话报告给厂部安全员覃松。陈世锋和罗云飞等人将伤

者抬至旁边平地上，让伤者平躺，见到伤者陈攀尚有意识，

想给伤者止血，现场未找到止血绑带，顺便拿一块破布压住

伤口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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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点 45 分，刘汉洪拨打广钢集团的医务室急救座机电

话（0770-2220120）无人接听，接着打给厂部安全管理室经

理霍俊峰；同时继续拨打广钢集团的医务室急救手机号

19807700120，通知医务人员前来救治。

15点 46分，现场员工将担架拿到现场把伤者抬上担架，

移出事故现场，在西六号门等待救援。

16 点 12 分，救护车将伤者陈攀送达医院进行抢救。

17 点 12 分，医院宣告抢救不成功，伤者死亡。

（二）企业基本情况

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广钢集团”）是广西

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企业，广钢集团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全线投产，是集沿海、沿江、沿边优势于一体的大型

现代化钢铁企业。

广钢集团拥有 14 个泊位，主要用于原材料装卸和产品

外运销售。在炼钢工艺上，热轧现有一条 1780mm 热轧带钢

生产线，具备年产 400 万吨的生产水平。冷轧年设计产能达

到 320 万吨。

二、技术鉴定

（一）视频与资料查验情况

查阅视频及相关资料如下：



4

1.查“1780生产线预装区域作业现场视频记录”（图 1）：

事故当事人陈攀于 15点 40分 47秒前往支撑辊轴承座拆装

机控制柜停电。

图 1

2.查“1780生产线预装区域作业现场视频记录”（图 2）：

支撑辊轴承座拆装机控制柜爆炸发生时间为 15点 40分 54

秒。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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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1780生产线预装区域作业现场视频记录”（图 3）：

15点 43分 39秒将伤者陈攀移至平地进行救治。

图 3

4.查阅伤者陈攀医院“抢救记录”（图 4）：2023年 12

月 27 日 16 时 12 分伤者陈攀到达医院进行抢救至 17 时 12

分宣告抢救不成功（注：伤者受伤后送至医院历时 32分钟，

在医院抢救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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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事故现场痕迹情况

现场查看电气柜爆炸后遗留物情况（图 5、图 6、图 7、

图 8、图 9、图 10、图 11）：翻转机控制柜已基本炸毁；柜

门飞出在场地四周（最远一块飞至 23米处）；电气柜底部

残留有电气图纸与限位开关纸盒；电气柜底部电缆管口封堵

泥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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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8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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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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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三）有关因素排除情况

1.现场查看爆炸后遗留的电气柜（图 12、图 13、图 14、

图 15、图 16）：爆炸后遗留的电气线路与电气元件未见电

源线短路高温熔融点，各电气元件与电源线未见燃烧后发黑

点，均为外部闪爆物理冲击损毁，故排除电气元件与线路短

路引发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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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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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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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现场查看爆炸后遗留的电气柜底部右侧地下电缆穿

线管路径（图 17、图 18）：使用压缩空气对电气柜底部右

侧电缆地下穿线管进行吹气检查，未发现异物情况，且经排

查此管路周边无任何可燃气体泄漏源，排除可燃气体从此管

道进入电气柜的可能。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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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3.对电气柜地下电缆相邻的轴承翻转机构现场查看（图

19、图 20）：发现轴承翻转机构地坑积有大量浑浊的混合

液体，但将电气柜底部地下电缆管道积水排除完毕后，地下

电缆管道未再积水，排除翻转机构地坑混合液体流入地下电

缆管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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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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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技术鉴定

1.江西省双琦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SQ-100 环保机械零件

清洗剂（图 21、图 22）：化学功能为工业清洗剂；闪点≥70℃；

溶解性为难溶于水；燃烧后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光气；

操作注意事项要求作业场所保持空气流通，远离火种，严禁

烟火等，判断为清洗剂与润滑油脂、水等混合反应产生可燃

气体的主要原料。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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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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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现场电气柜底部地下电缆管道查看（图 23）：发现

电气柜相连左侧地下电缆管道内积有黄色混合液体，判断为

可燃气体挥发的主要位置。

（图 23）

3.对现场电气柜底部地下电缆管道与液压站相连的电

缆管道查看（图 24）：发现液压站与电气柜地下连通的电

缆管道内积有淡白色混合液体，判断此处为混合液体渗入地

下电缆管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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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4.对现场同型号电气柜结构进行查看（图 25、图 26）：

发现电气柜相对密封，电气柜未设置排气孔与排气降温设

备，底部封堵严密，判断电气柜底部电缆管道内混合液体反

应产生的可燃气体直接聚集在电气柜内，判断为本次爆炸事

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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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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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人员问询笔录

1.询问了现场作业人林广毅（图 27）：日常轴承清洗流

程先把轴承吊运至托盘，用液压机构送至清洗机，使用高压

喷枪对表面油污进行清洗，清洗后关闭卷帘，再进行自动清

洗，清洗废水流至废水箱，废水箱水由水泵排出后由人工收

集倒入到轧辊冷却池。判断使用高压喷枪对表面油污进行清

洗，清洗过程会有部分清洗剂残留在地面。

图 27

2.询问了现场作业人员陈世锋（图 28）：从陈世锋谈话

记录中了解到日常场地清理采用水冲洗地面，因轴承清洗机

与电气柜地下线电缆管口临近，存在将日常地面残留的清洗

剂、轴承润滑油与水形成混合液体渗入电气柜地下电缆管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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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2

经各方面取证调查，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辊道

轴承等物品清洗剂、润滑油脂与水等混合液体渗入电气柜地

下穿线管，混合液体经过化学反应挥发出可燃气体经穿线管

进入密闭的电气柜，当电气柜内可燃气体达到爆炸条件时人

员操作电器开关产生火花，引发可燃气体在密封的电气柜内

发生爆炸。

（二）事故间接原因3

2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 6442－1986）3.2.1属于下列情况者为直接原因：

3.2.1.1机械、物质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见 GB 6441-86附录 A中 A.6不安全状态。3.2.1.2
人的不安全行为：见 GB 6441-86附录中 A中 A.7不安全行为。
3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 6442－1986）3.2.2属于下列情况者为间接原因：

3.2.2.1技术和设计上有缺陷—工业构件、建筑物、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艺过程、操作方

法、维修检验等的设计、施工和材料使用存在问题；3.2.2.2教育培训不够、未经培训、缺乏

或不懂安全操作技术知识；3.2.2.3劳动组织不合理；3.2.2.4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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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气柜底部电缆管道因日常打扫卫生时使用水管冲

洗地面，导致混合液体渗入至地下电缆管道内；

2.现场电气柜密封严密，未设置排气孔，导致可燃气体

聚集；

3. 因当时气候为吹南风、气压低，车间内空气不流畅，

容易导致可燃气体聚集。

四、技术鉴定结论

综上所述，“12‧27”事故是由于企业人员日常打扫卫生

时使用水管冲洗地面，混合液体经地表渗入至地下电缆管道

内经化学反应产生可燃气体在电气柜内聚集达到爆炸极限

范围引发的一起意外闪爆事故。

五、防范措施与建议

（一）辊道准备作业场地不应采用冲水清洁方式，建议

采用木糠、干沙、棉布等方式对现场油污进行清理；

（二）电气柜不应全密封，应在合适位置设置透气孔或

强制排气与降温设施；

（三）对电气柜电缆管道开展排查与风险辨识，确保不

与其他可燃气体场所相连通；

（四）地下电缆穿管管口建议高出地平面 5厘米以上，

3.2.2.5没有安全操作规程或不健全；3.2.2.6没有或不认真实施事故防范措施，对事故隐患整

改不力；3.2.2.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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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混合液体进入电缆管道内；

（五）辊道轴承翻转机地坑不应沉积混合液体，如有积

液应及时清理与排出。

（六）建议企业加强各层级员工应急处置措施培训，确

保各级人员及时与正确处置各种突发情况，如：该事故发生

后对现场爆炸后电气柜停电措施处置不及时；对伤者救治方

式与止血措施不正确等。

（七）建议企业加强动火作业管理，如：清洗机上明显

悬挂有严禁烟火标识牌，但清洗机周边设置为固定动火点，

不符合固定动火点设置规范；又如：固定动火点外立柱焊设

挂钩动火，员工未按要求开具动火票。

（八）建议企业加强危险物品使用管理，如：使用轴承

清洗剂时，未见对该产品厂家索取使用说明书，对该产品成

分与有可能产生危险有害因素不清楚的情况下长期使用。

（九）建议企业加强电气柜内空间储存管理，如：电气

柜存放大量图纸与限位开关等物品。

（十）建议企业加强对应急药品的管理，经常性检查并

补充现场应急所需的各类药品及器材，如：在该起事故中，

需要使用棉纱、绷带等物品进行止血时未能及时提供。

专家组组长：肖志英

专家组成员：金坤一、黄文宇

广西安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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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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