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2.8”爆炸

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2 月 8 日，位于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街道香槐路 65

号的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在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的过程

中发生爆炸，造成 5 人受伤，其中 2 人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785.16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

高新区管委会批准，成立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2.8”爆

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任组长，区安监局、公安分局、区纪工委、市场监管分局、

区环保城管局、区经发局、区工会等为成员单位，负责事故调查

工作。同时，聘请 11 名省和市医药化工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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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鉴定、调阅资

料和专家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

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

出了防范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及非法生产销售情况

（一）事故单位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基本概况

1.工商注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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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街道香槐路 65 号

企业法定代表人：郭庆明

企业总经理：赵康宁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18 日

营业期限：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原料药研发、生产、销售；医药技术研发、转让，

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销售；原料药及中间体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2.建设手续情况。

（1）项目立项。该项目由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于2009

年1月5日，立项备案（本经开备字[2009]1号）。

（2）土地使用手续。由本溪市国土资源局第二分局于2009

年8月17日，批准《国有土地使用证》（本国地分-[2009]字第38

No.015482224）。

（3）安全生产手续。2009年3月11日，由项目建设单位辽宁

腾飞药业有限公司组织编制《兰索拉唑、泮托拉唑钠、雷贝拉唑

钠系列原料生产基地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2010年1月，由

辽宁安科安全评价有限公司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2010年2

月3日，到安监部门备案（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表）。

（4）环保手续。2009年4月2日，由本溪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国环评乙字第1509号）；200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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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由辽宁惠环科技有限公司提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报告》；2018年9月21日，由江苏康缘华威医药有限公司编制《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0年1月4日，由本溪高新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颁发《排污许可证》。

（5）消防手续。2009年7月，由辽宁省医药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编制《原料药生产基地项目消防设计说明书》。项目竣工后，

由本溪市消防局于2011年3月13日，对建设工程验收合格并出具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本公消验[2011]第0007号）。

（6）药品生产许可。2020年12月15日，由辽宁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为江苏康缘华威医药有限公司颁发《药品生产许可证》（编

号辽20150086）。

（二）非法生产销售情况

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所用的间氯过氧苯甲酸（又名

3-氯苯过氧甲酸，危险化学品目录编号1421 CAS号 937-14-4），

前期是以采购的形式满足需求，由于考虑降低成本等问题，于

2017 年由总经理赵康宁（技术负责人）自行研发间氯过氧苯甲

酸的生产技术，来替代采购，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

可证等相关资质的前提下，利用生产兰索拉唑原料药的生产设备

进行非法生产和销售间氯过氧苯甲酸。截止事故发生之日，利润

为：1190828.51 元（根据企业提供利润表）。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善后处置、经济损失及调查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1.生产流程。2021 年 2 月 8 日 8 时 30 分，辽宁康缘华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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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进行间氯过氧苯甲酸合成作业，生产指令由

总经理赵康宁下达并安排车间主任宋柏春执行。再由宋柏春安排

车间操作班长马堂红带领台下工人领料，检斤，配料，上料；安

排台上操作工曲秀峰、王剑萍负责上料和向反应釜投料，按工艺

流程操作进行生产。

2.工艺流程。加成-中和-精制-脱水-粉碎-产品。事故发生

在加成阶段-滴加碱液过程。（附件 1：间氯过氧苯甲酸流程图）

3.事故发生过程。8 时 30 分，开启设备，台上操作工曲秀

峰对 2 号反应釜清洗，然后向反应釜抽入定量的 1,4-二氧六环，

加入双氧水，开启搅拌，通冷却盐水降温。9 时 10 分，曲秀峰

打开反应釜的人孔盖，由操作工王剑萍加入少量硫酸镁。10 时

35 分，王剑萍开始向 2 号反应釜滴加氢氧化钾溶液，双氧水与

氢氧化钾反应生成过氧化钾（过氧化钾与间氯苯甲酰氯反应生成

间氯过氧苯甲酸钾，间氯过氧苯甲酸钾酸化为间氯过氧苯甲酸）。

10 时 46 分，王剑萍发现有气体从 2 号反应釜的无盖人孔冒出，

立即关闭计量罐滴加液阀门并全部打开冷却盐水循环阀门。当看

到 2 号反应釜气体溢出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时，便紧急撤离。随后，

反应釜内的物料从无盖人孔喷出，喷出的气液混合物（含 1,4-

二氧六环与双氧水），遇车间静电及车间高热蒸汽管路，10 时

47 分引发爆炸。

（二）事故救援经过

爆炸发生后，生产车间主任宋柏春与设备部部长关明达立即

组织办公室等相关人员开展救援,同时，拨打 120、119 并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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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汇报，随后，总经理赵康宁赶到现场，参与救援工作。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市应急局、市卫健委和高

新区主要领导及区安监局、经发局等部门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成立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消防、公安、卫生、安监、环保

等部门紧急救援。省应急管理厅的领导也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和

调查处理工作，为事故精准施救，科学处置提供坚实保障。在省

应急厅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指挥下，高新区按照“第一时间救

治伤员、第一时间现场处置、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第一时间展开

调查”的原则，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共造成 5 人受伤，

其中 2 人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 月 8 日）。

（三）事故善后处置

1.对周边企业及环境影响。

事故发生后，高新区管委会立即成立事故处理协调组和事故

调查组。协调组现场指导事故企业快速做好善后处理，及时恢复

社会秩序，同时，协助周边 3 家受损企业(部分厂房、办公楼玻

璃震碎)与事故企业建立沟通，开始赔偿维修等工作。经市生态

环境局监测，事故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事发至今也未产生新

的社会矛盾。

2.死者、伤者基本情况。

（1）马堂红，死亡（男，50 岁，汉族，身份证号：

210503197104173019 家庭住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镇

西高堡村前堡 90 号。工种：合成岗位操作班长）。

（2）孙 博，死亡（男，25 岁，汉族，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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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0219960212257X 家庭住址：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繁荣路 33

号楼 4 单元 703 室。工种：实验员）。

（3）于 勇，重伤已出院（女，45 岁，汉族，身份证号：

210503197609303624 家庭住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歪头山矿

岱金峪一组。工种：干燥、粉碎、包装班长）。

（4）宋金芝，重伤已转入康复科（男，46 岁，汉族，身份

证号：210503197510033011 家庭住址：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开

发区百合小区。工种：合成岗位操作员）。

（5）于 海，轻伤（男，50 岁，汉族，身份证号：

21050319710420361X 家庭住址：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社区镇政

府住宅 4 单元 3 楼 9 号。工种：合成岗位操作员。治疗已终结，

但本人选择在医院居住休养。其他 16 人轻微伤均已康复出院）。

（四）直接经济损失

经本溪汇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核算，直接经济损失为：

785.16 万元。

（五）调查情况

省、市 11 名医药化工类专家对事故进行分析；中化安全科

学研究（沈阳）有限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取样分检；调查组对相

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和调取影像资料。

经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事故发生时 2 号反应釜正在生产间

氯过氧苯甲酸。

三、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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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单位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相关手

续的情况下，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

2.企业主要负责人赵康宁，违法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

苯甲酸生产过程中发生过氧化反应，属危险化工工艺，其生产装

置不具有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过氧化反应）生产设施。

（二）间接原因

1.没有完全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江苏康缘华威医药有

限公司与原辽宁腾飞药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辽宁康缘华威医药

有限公司前仅做了安全预评价并备案，后续安全“三同时”手续

没有履行，2017 年成立合资公司后也未及时进行现状评价。

2.没有应急措施。没有对反应失控设置体系紧急降温及紧急

泄压、卸料的应急措施，现场采用敞口人工操作控制反应，不能

精确控制反应的速度、温度和压力。

3.违规操作。违规操作使滴加速度失控，最终导致反应釜内

压力升高，物料直接从人孔喷出，喷出的气液混合物（含 1,4-

二氧六环、氧气、双氧水），遇车间静电及车间高热蒸汽管路，

引发爆炸。

4.生产车间内物料管线布置不规范。多处物料管线为塑料管

线，且在反应釜人口处覆盖塑料薄膜，物料快速喷出极易产生静

电。高温蒸汽分气缸设置在反应釜斜下方，也极易与易燃易爆物

料接触，从而引发爆炸。

5.企业生产工艺规范无相关备案手续。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

不了解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和危险性。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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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日常检查中，没有采取技术、管理等措施，也没有及时

发现消除事故隐患。

7.对危险作业环境防范不足。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没有解决

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没有现场处置方案。没有对职工危险作业环

境进行告知，也没有对职工应急逃生进行演练等。

8.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层安全意识淡薄，不参加安全培训，

没有安全培训相应资格证书。

9.高新区安监局未严格履行行业监管责任，未及时发现和制

止企业违法生产行为，存在失察问题。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组认定，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2.8”爆炸事

故是一起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

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1.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未依法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发生爆炸事故，

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9

九条（一）之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处罚。

2.本溪高新区安监局对于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非法

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没有及时发现，存在失察行为，

安监局要向本溪高新区管委会作深刻检查。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1.对企业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1）郭庆明，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对

总经理赵康宁组织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未予制止，对事故发生负

有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对其处上年度收入 30%的行政处罚。

（2）马堂红，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班长，

事故发生时现场班长，参与非法生产间氯过氧苯甲酸，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鉴于马堂红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其责任。

（3）赵康宁，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企业

无资质情况下非法组织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

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

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宋柏春，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

直接组织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

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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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明达，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间

接参与生产危险化学品间氯过氧苯甲酸，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2.对监管部门人员的处理意见。

鉴于高新区安监局未严格履行监管部门管理职责，依据《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建议对时任安监局局长孟祥

柱同志给予诫勉处理。

五、下一步安全防范措施

针对这起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

全区医药化工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的发

生，提出如下建议措施。

（一）把防控化解医药化工企业安全风险作为大事来抓

本溪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切实把防控化解医药化工类企业的重大安全风险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坚持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进

绿色发展、安全发展。聚焦危险化学品安全的基础性、源头性、

瓶颈性问题，以更严格的措施强化综合治理、精确治理。组织开

展重点医药化工企业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切实把所有风险

隐患逐一查清查实，分级分类管控和“一企一策”治理整顿，切

实提升地区整体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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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医药化工企业安全监管

高新区安监部门要切实承担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督管理责任；

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对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使用等进行监督

管理；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医药化工企业超范围生产销售等违法行

为进行严格监管。安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要建

立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密切协调配合，实现信息及时、

充分、有效共享，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各项工作。

（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辽宁康缘华威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事故方，要吸取本次事故惨

痛教训，严格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的责任。在停产停业期间，做好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建

立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内部隐患排查整改等规章制度。

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参加有资质的安全教育培训机

构组织的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证书。严格按法律法规履行安全

“三同时”手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