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莱芜区
“6•14”济南市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

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6 月 14 日零时 55分许，位于羊里镇的济南市九

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羊福利钢铁公司）发生一

起中毒事故，造成 8人煤气中毒，直接经济损失约 50 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郑德雁副市长要

求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及时发布信息，加强舆情引导，监

管部门和企业务必强化安全管理，提升规范水平。区委书记朱

云生、区长秦蕾分别对人员救治和现场处理进行了安排。李秋

超副区长第一时间赶到济南市人民医院和济南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指挥协调伤员救治工作。经区政府批准，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监委、莱芜公安分局、

区总工会和羊里街道负责同志组成的济南市莱芜区济南市

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6·14”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同

时聘请煤气、高炉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

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反复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

人员问询、模拟实验、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



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及相关人员

的责任。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指

示精神和省市区安全生产工作部署，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一、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九羊福利钢铁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4 月 9 日，为山东九

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羊集团）控股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刘西利，总经理（厂长）吕健。企业注册资本 4950 万

元，现有职工 1864 人，下设炼铁、烧结两个分厂，主要产

品为生铁（铁水），副产品为高炉煤气、水渣、除尘灰等，

设计能力 500 万吨/年。

炼铁厂建有 1250m
3
高炉 1 座(5

#
)、420m

3
高炉 2 座(1

#
、

2
#
)、1650m³高炉 2 座(3

#
、4

#
)，分别建成于 2013 年、2008 年、

2003 年、2004 年、2012 年。2
#
高炉因环保不达标自 2020 年

6月 12 日 5时 30 分至 2020 年 6月 14 日 5时 30 分进行检维

修。2020 年 6 月 13 日 23 时交接班后，2
#
高炉车间主任张进

修决定提前至 6 月 14 日 1 时复风。

（二）事故发生地点情况

事故发生在 2
#
高炉风口平台。经现场查看, 2

#
高炉处于

休风状态，炉顶放散阀开启，炉顶点火人孔开启；重力除尘

遮断阀关闭，重力除尘至布袋除尘的荒煤气管道放散阀(塔



前放散)开启；布袋除尘器净煤气总管西末端放散阀、1
#
布袋

箱体放散阀开启，其余均关闭；减压阀组后进入煤气外网盲

板阀组关闭；TRT 入口盲板阀组和出口盲板阀组均开启，蝶

阀关闭；三个热风炉处于焖炉状态，煤气快切阀、燃烧阀均

处于关闭状态，倒流休风阀关闭未打开(2
#
高炉煤气工艺管网

设备流程图见图 1)。6 月 13 日 21 时 36 分热风炉进行烧炉，

至 6 月 14 日 0 时 10 分左右焖炉。TRT 发电进出口盲板阀和

蝶阀由九羊集团另一子公司山东富伦钢铁有限公司管理。

图 1 2
#
高炉煤气工艺管网设备流程图

事发时，高炉风口平台共有作业人员 16 人，李娜、赵

凤燕在主控室，胥曰河、刘桂顺、吕文涛在 5 号风口更换胶

套，其余张进修等 9 人分别在平台南侧不同位置。平台设有

1
#
、2

#
、6

#
、7

#
4 个一氧化碳浓度监测报警仪（具体位置见图



2），低报设定为 24ppm，高报设定为 50ppm，根据高炉主控

室报警记录（显示时间比北京时间晚 15 分钟）和九羊集团

数控中心 MES 系统记录数据，7
#
报警仪先报警，往后依次为

2
#
、6

#
、1

#
，首次低报由 7

#
报警仪于 6 月 14 日零时 29 分发出，

6
#
、2

#
、1

#
报警仪分别于零时 30 分、零时 34 分、1 时 5 分发

出首次低报。首次高报由 6
#
报警仪于零时 30 分发出，7

#
、2

#

报警仪分别于零时 31 分、零时 49 分发出，1
#
报警仪一直未

发出高报。

图 2 2
#
高炉风口平台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及中毒人员位置图

二、事故发生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 年 6 月 13 日 23 时 30 分许，张进修安排提前 4.5

小时复风。6 月 14 日零时 3 分，韩勇电话通知 TRT 发电王路

华做好复风准备。零时 32 分，热风炉工毛维亮等 2 人因重



力除尘人孔处风压较大未能封堵。干除尘系统零时 38 分时

净荒煤气管线压力 0.24kPa，零时 41 分时压力 1.34kPa。零

时 44 分许，毛维亮等封堵住了重力除尘人孔。零时 52 分，

干除尘系统净荒煤气管线显示压力为零。零时 55 分许，2
#

高炉风口平台作业的 8 人发生煤气中毒。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2
#
高炉作业人员向九羊福利钢铁公司调度

员刘之利进行了报告，刘之利在向九羊集团报告后，调度其

他部门人员赶到现场救援，6 月 14 日 1 时 10 分许，将张进

修等 8 人救援到安全地点。1 时 14 分，刘之利拨打了 120 急

救电话。2 时 20 分许，张进修等 6 人被收治到济南市人民医

院，韩勇和蔺安东被收治到济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情况立即启动

应急响应。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同志赶赴

伤者收治医院协调救治工作，区应急局分别安排一名负责同

志驻收治医院靠上协调。同时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调度指挥

区应急局工作人员和羊里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时赶

赴现场，督促指导企业加强监测预警，立即撤离 2
#
高炉区域

人员。

经救治，截至 6 月 15 日 17 时，8 名人员全部出院。至

6 月 18 日 15 时，8 名人员全部返岗。

（三）其它情况



九羊福利钢铁公司保护事故现场不力。违反《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
①
，事故发生后，九羊

福利钢铁公司无视事故调查的有关规定，未妥善保护事故现

场，擅自改变 2
#
高炉 5 号风口事发状态。未按《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第 11.1.4 条规定
②
，于 6 月 14 日 23 时许擅自

恢复 2
#
高炉生产。

三、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事故调查组综合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事故单位

改变原定复风时间，调度安排各维修班组复风准备不足，在

平台作业人员未完成维修任务未撤离的情况下，提前打开干

除尘出口盲板阀，导致煤气倒流从重力除尘器人孔处涌出，

在西南风的作用下，平台 8 名作业人员中毒。

（二）间接原因

1、检维修管理不规范。违反《高炉炼铁安全生产操作

技术要求》第 8.2.6 条
③
，6 月 14 日 1 点送风前风口平台有

维修人员正在更换 5 号风口小套，风口平台有其他人员正在

①《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

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

灭相关证据。

②《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第 11.1.4 条：未查明事故原因和采取必要安全措

施前，不应向煤气设施恢复送气。

③《高炉炼铁安全生产操作技术要求》第 8.2.6 条：高炉送风前，应确认现场施

工结束及人员已撤离，并确认冷却设备的排水状况以及炉前设备、渣铁沟、铁水

罐准备就绪。



从事其他作业；未按照《炼铁安全规程》第 19.1.2 条规定
④
，

建立检维修指挥部，“休风与复风程序”中各环节指令下达

未明确责任人；这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应急管理组织实施不力。未按照《高炉炼铁安全生

产操作技术要求》第 15.1 条
⑤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6 月

14 日零时 29 分事故发生前 2
#
高炉风口平台 4 个煤气检测报

警器相继发出报警信号，至零时 55 分许事故发生，平台检

维修人员未及时作出反应停产撤人，这是本起事故发生的主

要原因。

3、危险作业管理随意性大。九羊福利钢铁公司 2
#
高炉

此次检维修时间规定为 48 小时（至 6 月 14 日凌晨 5 时 30

分）。6 月 13 日 23 时 30 分，在看到维修任务几近完成的情

况下，置危险作业不宜在夜间进行的规定于不顾提前复风。

夜间煤气设备设施抽堵盲板作业管理执行不力，存在个别监

护人员、确认人员不到场的现象，这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4、安全意识淡薄。现场人员对报警器报警未意识到有

煤气溢出，自我防护意识不强。未按照检修安全管理措施要

求，封堵重力除尘器人孔作业时检测到有煤气从人孔冒出，

④《炼铁安全规程》第 19.1.2 条:检修现场应设统一指挥部，并明确各单位的安

全职责。参加检修工作的单位，应在检修指挥部统一指导下，按划分的作业地区

与范围工作。检修现场应配备专职安全员。

⑤《高炉炼铁安全生产操作技术要求》第 15.1 条：检修作业前应先识别现场的

危险源，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及应急预案，并组织落实。



未及时提醒西南风向下风向的风口平台作业人员撤离,这是

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济南市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6·14”

煤气中毒事故是一起主要因检维修期间组织管理不规范导

致煤气中毒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九羊福利钢铁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未督促从业人员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从业人员的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建议由莱芜区应急局对其处人民

币四十九万元的罚款。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刘西利，九羊福利钢铁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由莱芜区应急局对其处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15750 元）。

2、吕健，九羊福利钢铁公司总经理（厂长），对事发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在事故发生原因未查明的情况

下，擅自同意恢复 2
#
高炉生产。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责令九羊集团给予其撤职处分，自撤

职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张进修，九羊福利钢铁公司 2
#
高炉车间主任，负责

2
#
高炉 6 月 12 日开始的维修工作。负责检维修管理，协调指

挥 2
#
高炉复风程序不力，事发当时在 2

#
高炉风口平台，在风

口平台 4 个煤气检测报警器接连发出报警后，未及时撤离平

台作业人员造成事故发生。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

第二款，责令九羊集团给予其撤职处分；依据《山东省安全

生产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建议由莱芜区应急局对其处

人民币二万元的罚款。

4、韩勇，九羊福利钢铁公司 2
#
高炉丙班工长，负责煤

气检测报警器报警的记录和处置工作。对煤气检测报警器报

警后，未进行有效应急处置，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九

羊福利钢铁公司根据公司内部规定给予处理。

以上人员处理情况报区应急局备案。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履行好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重大责任。九羊

福利钢铁公司要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开展钢铁企业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

管四〔2018〕6 号）要求，强化复产复工、设备检维修、有

限空间、动火等危险作业、项目外包作业安全管理，修订完

善危险作业审批制度，要制定严谨的检维修工作方案，要明



确交叉作业的现场安全管理职责。

（二）加强煤气区域检维修作业的安全管理。要按照《工

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高炉炼铁安全生产操作技术要求》、

《炼铁安全规程》等规定，制定严格的煤气区域动火、抽堵

盲板、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要采取奖惩等有效措施确保

制度得到切实落实。要制定严谨的高炉检维修作业方案，对

于煤气系统的各项安全可靠切断装置以及吹扫置换状况必

须严格检查检测确认。高炉检修作业必须在所有检修作业完

成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复风操作，明确复风步骤，建立复

风程序调度表，明确专人指挥，避免出现交叉作业。高炉风

口装置进行检修作业时，必须打开倒流休风阀。休风状态下

风口区域有人作业时，热风炉严禁烧炉，并确认各热风炉进

口煤气快切等阀组关闭，煤气支管放散阀开启。

（三）强化企业应急培训演练。要针对性地完善应急预

案，强化人员应急培训演练，尤其是事故前期应急处置能力

培训，配齐相关应急装备物资，提高企业应对突发事故事件

特别是初期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止事故后果升级扩大。要

准确评估和科学防控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坚持科学

施救，当可能出现威胁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及

时组织撤离，避免发生次生事故。

（四）提升员工的安全防范水平。要强化教育培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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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要使从业人员正确行使

紧急避险权，建立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

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的意识。要

加强从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的培训，提升员工的安全管理水

平。要加大从业人员招聘力度，逐步替代文化水平低、工作

能力差的员工。要解决好残疾人岗位设置问题，煤气等危险

区域一线员工不得安排残疾人上岗。

附件：1.事故调查组成员表

2.事故调查组邀请单位

3.伤亡人员名单

4.事故发生高炉煤气工艺装备情况

5.事故模拟对比试验情况

莱芜区济南市九羊福利钢铁有限公司

“6·14”一般煤气中毒事故调查组

2020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