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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9·1”触电一般事故

责任追究及安全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1年 9月 1日 18时 50分左右，在上海化学工业区普

工路 B5-4地块 218号上海化学工业区气体有限公司空分扩

建项目纯化区域预制场地内，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1

名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触电死亡。事故发生后，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

展开调查。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1年 11月 24日获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上海化学工业区

公安分局、市总工会及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会等部门组成上

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9·1”触电一般事故评估组（以

下简称评估组），并邀请华东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咨询中心参

加。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

等方式，对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9·1”触电一般事

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 10月，评估组制定《2022年度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对

象、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及工作安排。2022年 11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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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召开评估工作会议，启动、部署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评估组查阅相关材料，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1年 12

月 29日向事故责任单位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化建六分公司）、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检通公司）及事故责任人员中石化建六分公司

空分扩建项目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人尚国强，检通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姚建卿发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事故责任单位与事故责任人分别于 202

2年 1月 7日和 2022年 1月 11日，缴纳了行政处罚款。

（二）其它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中石化建六分公司及检通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采取

通报批评、罚款、解除劳动合同、撤职等方式，对多名事故

责任人分别进行了追责处理。其中，给予通报批评 4人、罚

款 8人（涉及金额 201695元）、解除劳动合同 2人、撤职 1

人。

三、中石化建六分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针对“9.1”事故反映出的问题，中石化建六分公司分

别从公司层面和项目部层面，开展了事故防范和安全整改工

作。整改工作涉及修订完善管理制度、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增加安全管理人员、强化人员取证管理、实施禁忌症筛查、

强化现场管理等工作。

（一）完善管理制度



3

针对“9.1”事故所反映出的承包商管理缺位的问题，

中石化建六分公司修订并颁布了相关的管理制度《关于现场

劳务分包入场提供文件的规定》、《劳务分包入场提供文件》、

《作业许可证管理程序》，强化了安全主体责任的落实，以

及对分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与管理。

（二）开展安全再教育再培训

事故发生后，公司统一购买并下发了 2021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并组织员工学习。项目部按照公司

要求对劳务分包入场进行了梳理。所有施工人员重新进行教

育培训，学习规章制度，讲解各项作业程序，吸取事故教训，

了解各项作业存在的风险及防范风险的安全措施。新进场人

员按规定接受三级教育，考核合格后才允许进场参加施工。

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坚守安全底线为主题，召开

专门会议。节假日前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工作，明确要求

节假日期间，现场管理人员不得离岗；现场工人作业期间，

须确保有项目管理人员作现场值守；节假日期间的特种作业

实施升级管理，尤其是对“热工作业”实施严格管控，确保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监护到位、作业前安全检查到位。

2022年春节后围绕复工安全工作，以专题会议形式，对各项

目部再次进行了“9.1”事故教育，对返岗人员进行安全复

训，明确要求专业管理人员未到岗不得进行相关作业；避免

“节后综合征”出现，提升人员安全意识；认真执行复工前

的安全检查，不得“带病”作业，消除安全隐患后再施工；

严格执行公司的安全作业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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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安全管理人员

为了完善并加强现场安全组织管理架构，促进责任落实

到人，公司增派了三名有经验的安全工程师到达现场，加强

现场的安全管理。

（四）强化人员取证管理

针对“9.1”事故中电焊工触电死亡的问题，公司强化

了特殊工种的安全管理，尤其是对电焊工的管理。对于电焊

工，公司重点从两个方面加强了管理，一是提高准入门槛，

即取证要求；二是提高了岗位准入条件。焊工首先必须提交

双证；只有符合要求的人员，才能接收项目部的入场安全培

训和各专项作业安全培训，最后还须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场

作业。

（五）实施禁忌症筛查

鉴于“9.1”事故的原因，可能存在作业禁忌的问题，

项目部对所有员工进行了健康体检，其中，电焊工安排参加

职业健康体检。通过检查确认施工人员无相关禁忌症后，方

可允许进场接收安全培训环节。

（六）强化现场管理

针对“9.1”事故暴露出的现场管理问题，中石化建第

六分公司主要实施了如下整改措施：

1.公司更新了《作业票管理程序》；

2.要求每项作业都必须办理“作业许可证”；

3.要求切实落实《作业许可证签字程序》，相应的责任

人必须完成作业条件检查，确认符合安全要求后方能签字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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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4.区域技术负责人须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须告知各项作业存在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5.要求每项作业都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并落实安全防范

措施要求，作业人员才能在签字表上签字确认；

6.各区域安排专职安全员进行监管，对不安全行为、不

安全状态及时落实整改；

7.要求定期对机械设备实施检查；

8.严格实施上下班及上下班人员管理。上下班实施点名

制度及清场制度，各区域作业人员在作业前集中站队实施点

名登记，（后进行安全交底以及工具箱会议），并拍照上传

项目部工作群；下班前，各区域作业人员集中到大门口站队

点名，同时拍照上传项目部工作群，确认该区域的所有人员

到齐后再统一离开现场，区域负责人关闭作业许可证。核实

确认施工现场所有作业人员都离开现场后，关闭作业区域的

配电箱电源。

（七）严格劳务分包管理

“9.1”事故凸显了分包商及劳务人员管理的问题，中

石化建第六分公司针对性地加强了劳务分包商的管理。主要

措施是：

1.按照与劳务分包单位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和“劳

务分包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2.劳务分包单位施工人员参加入场培训前，要求其提交

其单位的三级安全教育卡、劳动协议；审核健康体检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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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码；特殊工种要求提交合格的特殊工种操作证，焊工必须

提交双证；符合要求的人员才能接受项目部的入场安全培训

和各专项作业安全培训。

（八）承诺撤出上海市场

“9.1”事故发生后，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第六分公

司向市应急局承诺，在完成气体公司空分项目后，将撤出上

海建筑市场。

该承诺显示，中石化建第六分公司施工的上海市化学工

业区工业气体有限公司空分扩建项目，已于 2022.6.30竣工

验收（其中疫情影响 3个月)；2022年度（2022.3-2022.12）

在上海地区没有承接其他项目施工。

四、检通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9.1”事故发生后，检通公司认真落实了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主要工作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一）认真推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1.为落实公司对项目部施工现场的各项责任，全面履行

公司与业主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的各项义

务和承诺，公司任命专门人员为工程项目经理(承包人)，并

由其组建项目经理部，全面负责对该工程的现场施工。公司

与项目部经理或承包人，签署《工程项目承包及责任考核协

议》。

2.按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上海市建设系统有关安

全生产文件精神的要求,为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各项

目部与项目组签署了《安全生产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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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与项目部经理或承包人，签署了《项目部安全目

标管理分解及考核办法》。签署文件中，明确了安全管理的

总目标和分解目标，以及具体的考核方法。

（二）加强安全检查和安全隐患治理形成闭环

针对“9.1”事故暴露出的作业现场风险辨识不足，未

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较大触电危险的问题，简通

公司加大了现场安全检查的力度，对现场实施定期检查并针

对现场检查的问题，及时实施安全整改工作。

2021年 12月 3日，公司实施的定期检查中，共发现了

5方面的问题：一是未执行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二是进场

人员未严格执行三级教育制度及特殊工种教育培训；三是施

工现场管理及监护制度缺失；四是作业施工工人未戴安全眼

镜；五是查出施工安全隐患 2处，习惯性违章 3个。

2021年 12月 3日，公司完成上述问题的整改情况：

1.与现场施工责任人、班组长、作业人员，签署安全生

产责任书。

2.完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对现场施工人员重新进行安

全教育。该问题落实责任人：黄井如。

3.制订施工现场管理及监护制度。问题落实责任人：钱

德炎。

4.对施工人员未带防护眼镜的违章，现场立即做出整

改。落实责任人：卢阳样。

5.对查出 2处施工安全隐患，立即安排人员进行整改排

除；对施工人员的习惯性违章，进行了批评教育，现场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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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正。责任人：文建稳。

2022年 12月 6日，公司对整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

复查。确认各项工作已得到完成。

（三）深入剖析事故原因

“9.1”事故发生后，公司对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

接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作

业人员赵化龙进入管道进行焊接作业，导致触电事故发生，

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则是此

次事故最重要的间接原因。公司认识到：

1.此次事故表明，员工缺少安全教育培训，对“进入管

道等需要作业人员跪立趴卧会造成大面积接触金属构建的

情况，必须增设铺设绝缘垫或隔板”的知识缺乏。

2.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人员未能督促从

业人员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3.公司主要负责人未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未能认真检

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履职不力，作业前未按相关管理规

定，对管道焊接编制作业方案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5.作业现场风险辨识不足，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现

场存在较大触电危险的风险隐患。

（四）重新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员工缺乏安全知识的问题，公司对员

工重新进行了安全教育培训。公司对员工重新进行了三级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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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结论

评估组通过专题会议、人员访谈、资料核查、现场走访、

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9·1”触

电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为：

该起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工作已完成，涉事企

业事故预防与安全整改工作均已落实。

六、意见和建议

一是建议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在分包商（承包商）

准入条件设置、资质考察、作业指导、安全监护等环节，持

续加强管理。坚决避免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现象。

二是建议工程建设项目的分包单位，尤其是劳务分包单

位，在人员招录、教育培训、作业指导、安全监护及现场安

全管理等方面，须予以严格把关。包括焊接和受限空间在内

的特种作业，都是危险性较大的高危作业，作业人员除须满

足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外，还须具备实际的安全知识

和安全技能；作业过程，除须做好技术交底、作业指导外，

还须严格实施作业安全监护。

上海检通管道安装有限公司

“9·1”触电一般事故评估组

2022年 11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