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应急函〔2020〕16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
“1·6”火灾事故的通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1 月 6 日上午 10 时 40 分许，位于清远市高新区百

嘉工业园的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公司”）硫

酸钴生产车间（丁类车间）尾气吸收塔发生火灾事故，过火面积

约 500 平方米，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事故导致萃取生产线、尾

气吸收塔及配套设施被烧毁，车间其他设备和建筑厂房不同程度

受损。先导公司持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其新建的

硫酸钴生产车间处于试生产阶段。硫酸钴生产过程使用磺化煤油

作萃取剂，在萃取过程产生有机蒸汽（尾气），按照生态环境部

门要求，有机蒸汽需收集至尾气吸收塔（环保设施），在塔内采

用循环石蜡油喷淋吸收。经初步调查事故原因为：尾气吸收塔内

因静电引燃有机蒸汽，导致发生火灾。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先导公司在安全管理、隐患排查、风

险辨识、应急演练、应急处置、吸取事故教训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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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是安全管理缺位。事故企业法人刘某同时兼任几家“先导

系”企业法人，主要负责人李某某也兼任几家“先导系”危险化

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无法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责任严

重缺位。二是风险辨识管控缺失。企业忽视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风

险，未组织开展尾气吸收塔等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风险辨识，未采

取有效手段管控风险，造成尾气吸收塔风险失控。三是隐患排查

不彻底。企业未对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

则》开展新建硫酸钴生产车间的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隐患排查存

在死角盲区。四是应急预案成为摆设。企业仅对从业人员进行基

本的应急演练培训，但试生产方案中应急救援预案仅停留在档案

材料中，试生产半年多从未按照预案组织应急演练。五是应急处

置能力低下。尾气吸收塔着火时，现场作业工人虽然第一时间使

用灭火器灭火，但应急准备不足，先期处置忙乱，初期起火后没

有及时关闭管道阀门，切断有机蒸汽进入尾气吸收塔，造成事故

扩大。六是吸取事故教训不到位。企业没有认真吸取惠州溶解乙

炔厂“11·28”事故教训，只开展日常例行检查，未针对事故暴

露出的问题组织专项安全检查。同时，反映出清远市吸取近期省

内事故教训不深刻，以文件转发文件，没有有效督促企业及时整

改安全风险管控缺失，应急处置能力低下等问题。

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1·6”火灾事故发生在全国、全省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的关键时期，社会影响很坏。为深刻吸取事故

教训，切实做好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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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全面开展春节前后安全大检查。各地要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充分认识做好春节期间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春节前后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防

范的警示函》（粤安办函〔2020〕3 号）要求，加强本地区安全

风险态势研判，迅速组织开展春节前后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大检查，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职，做好停产复工安全防

范工作，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二、加强企业安全风险排查管控。从近期省厅执法检查看，

多数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环保设备设施配置或改造中忽视安

全条件要求，如防爆区安装非防爆设备、没有安装防静电安全设

施等，给企业带来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会

同生态环境部门对尾气吸收塔、废气处置设施等环保装置设施等

新风险进行排查。凡是风险隐患排查不彻底、管控措施不到位、

隐患未整改的，要立即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

要依法责令停产整顿。

三、加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各地要督促企业严格按

照《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应急厅〔2019〕

62 号）要求，针对本企业安全风险特点，全面加强应急准备工

作，组织开展应急知识、应急预案、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

教育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配足配齐应急救援器材，确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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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发生事故，能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实现“救早救小”，

全力避免事态扩大。

四、严肃做好事故调查处置。按照“提升一级对待”的要求，

责成清远市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提级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查清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相关人

员的责任。清远市应急管理局要依法责令事故企业停产整顿，暂

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撤回试生产备案回执。同时，要督促生态环

境部门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

强企业废气处置设施设备的审核把关和监督检查，确保设备设施

选型合理、安全可靠。

请迅速将本通报转发至所辖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各化工和

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

（联系人：蔡俊豪，电话：020-83135794）

公开放式：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