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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分析和处置 
宋昶辰 

（会昌县消防救援大队  江西赣州  342600） 

摘要：道路是城市的血管，也是地区连通的动脉。通过对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原因的介绍，结合相
关资料和工作实践，分析此类事故处置的难点，围绕危险品道路运输的安全,从危险品道路运输安全评价出发,在查阅
了大量文献,研究了当前国内外危险品道路运输监控系统研究的动态和成果的基础上,对建立危险品道路运输监控决策
支持系统进行了探讨研究提出“一问二核三分四定”的处置对策，对广大基层一线消防员在处置类似灾害事故具有一
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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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危险化学品给人类

健康、安全与环境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目前，公路运

输危险化学品的总量越来越大,种类也越来越多。据有关

部门数据统计显示,当前投放市场的危险化学品约有 7 万

多种,全国运输危险品货物的车辆达到 8 万多辆，每年道

路运输危险货物在 2 亿吨左右，其中剧毒氰化物就达几

十吨，易燃易爆油品类达 1 亿吨，危险化学品在运输过

程中爆炸、污染、中毒等重风险比较大。 

2019 年全国共发生化工事故 164 起、死亡 274 人，

发生在运输阶段的风险远高于生产、储存、使用等环节，

可以说是“流动的炸弹”。消防队作为处置此类事故的主

要力量，其处置的理念、方法、措施科学与否，直接关

系到消防员和百姓的人身安全，因此，研究如何科学处

置就显得至关重要。 

1 事故原因分析 
从业人员不专业。2016 年度危化品物流行业年度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约 3200 万人，其

中从事危化品运输的驾驶员、押运员和装卸管理员共约

130 万人，仅约占全国整体道路运输业从业人员的 4%[1]。

1991 年 9 月 3 日，我省某市农药厂临时雇用非专业的个

体司机，在运输一甲胺返回江西时，发生一甲胺大量泄

漏事故。因对所装运物质的危险性和应急措施均不清楚，

错失救援时机，造成 595 人中毒，156 人因重度中毒而住

院，其中死亡 42 人，受灾面积 27 万平方米。 

运输企业运输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力。2014 年发布

的危化品物流行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从事

道路运输的企业在 75 万家以上，而实际上取得资质的运

输企业仅有 1 万家左右，仅占 1.3%[2]。2014 年 3 月 1 日，

两辆运输甲醇的汽车在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

道内发生追尾相撞，导致甲醇泄漏起火燃烧，事故共造

成 40 人死亡、12 人受伤和 42 辆车烧毁，直接经济损失

8197 万元。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报告明确指出，承运的

孟州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的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危化品信息共享不全面。安监、交通、治安、交警、

消防、质监等十多个部门在危化品运输管理方面易出现

“九龙治水”的现象，突出表现为“政府主体、多头指

挥、联动失灵”的特征，各自为政，各管一块，信息共

享不给力，职能不互补，单打独斗现象明显，没有形成

合力，效果不明显。国务院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7•19”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爆燃事故调查报告就事故防范

和整改提出了“各部门要注重协调配合，加强联合执法，

搞好日常执法，形成联动机制，打击危险化学品非法运

输行为”的要求[3]。 

2 事故灾害特点 
不确定性强。发生时机不确定，往往在毫无征兆的

情况下发生。发生事故的地点流动性大。道路运输中的

危化品和其运载车辆一起构成一个地理位置不固定的动

态危险源，其管控和防范也不固定。物态不确定，运载

的危化品有气、液、固三种物态，包装的危化品数量从

毫升到吨，以几何量级的相差。灾害形式不明确，往往

呈现出火灾、泄漏、爆炸、中毒等。物质性质不确定。

运输环节中发生事故的危化品种类多样，其理化性质也

不确定，仅 2016 年 1 至 8 月份发生在中国且有统计的 232

起化学品事故，就查明涉事化学物质 99 种，其中 45 种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 

救援专业性强。从处置目的来讲，包含了事故源控

制，污染区管控，中毒人员抢救，检测评估灾害危害的

性质、程度、范围，组织污染区居民防护或撤离、对污

染区实施洗消等。从作战保障上来讲，还涉及到通信、

起吊、运输、物资、气象、环境监测等各项保障。从参

战力量上来讲，还须地方政府、消防、公安、交警、医

疗、环保、驻军、化工专业救援队伍等。不难看出，应

急处置涉及的工作内容多、牵扯面广、专业性强，情况

复杂，救援行动高度综合。 

社会影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一旦发生，往往会导

致现场交通中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民生命和财

产受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重、特大化学事故还会造成

严重不良的政治、经济影响及国际影响，甚至引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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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和动荡。2014 年 5 月 18 日,一辆装载有四氯乙烷的

槽罐车在 320 国道浙江桐庐段发生侧翻,部分物质流入富

春江,造成下游的浙江富阳市全城停水。 

3 对策分析 
消防队处置此类事故时，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一问

二核三分四定”。 

一问：科学询情，撑握概况，争取主动 

接警员接到涉及到危化品车辆事故的报警时，可以

按照“5W3H1E1S”法问情情况，做到对现场概况的基本

了解，即 What（什么物质）、Who(谁)—报警人姓名、联

系方式；Where(何处)—事故发生地点；When（何时）-

发生的时间、到现在发生的时间；Why（为什么）-什么

原因导致的；How（如何）-，How much（多少）-涉事

危化品有多少量；How many（多少）-有多少人被困现场；

Effect（效果）-初期处置的效果；State(状态)-现场状态

如何，起火燃烧、爆炸还是泄漏，并记录在案，做到证

据保全。 

基本概况撑握后，根据灾害事故类型及涉事危化品

理化性质，果断一次性调集足够的力量，快速救人、冷

却和灭火。主要调集大功率水罐车、泡沫车，高喷车、

供气车等车辆，调集移动炮、隔热服、防化服、防爆对

讲机、堵漏工具等器材装备，调足相应的灭火药剂。要

提升指挥响应级别，凡是涉及到危化品的事故，支队全

勤指挥部要及时响应，视情赶赴现场或者进行远程指挥。

同时，启动警种和部门联动机制，迅速通知路面执勤民

警赶赴现场进行先期处置，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和道路交

通堵塞。 

在调集消防力量的同时，接警单位要将灾情向政府

值班室、上级应急部门等单位可简要汇报，提请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有关部门发布预警信息，进入应急状

态，争取主动。 

二核：核对提货单，核实警戒工作落实情况 

当前，基层队站在处置危化品事故，特别是处置

LPG、LNG、CNG 槽车泄漏事故、一些特殊危化品（如

三乙基铝、锂电池等）时，依然习惯于用“见火就出水，

见泄漏就堵漏，见受热就冷却”的传统思维来处置各类

涉危出现的新情况、新工艺和新技术，导致事故处置中

灾情扩大，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为此，笔者认为，首战

力量到达现场后，要第一时间做好两件事：核对货运单、

核实警戒工作落实情况。 

核对提货单。基层指挥员到场后，要在关注着火、

泄漏、爆炸等事故部位的同时，要将更大的精力放在对

运输车辆或储罐类型、储存介质及特性、储存量及液位、

周边危险源等重要信息收集和掌握。在危化品运输事故

现场，要第一时间找到驾驶人、押运员，拿到提货单，

联系发货单位核对清物品种类、数量，撑握到危险源的

理化性质和处置对策。要特别注意和考虑到，说明书中

危化品的理化性质在起火燃烧、高压、低温等情况下的

不一致，要考虑到燃烧产物的存在对现场的影响。 

核实警戒工作落实情况。根据事件性质及车辆所载

运的危险化学品状态、特点立即划定隔离区，视需封闭

行车道、紧急停靠带或半幅、全幅路面，对封闭区域进

行交通和人员管制，做到专人管制到位。即使是一般性

的交通事故，只要是运送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不管是否

发生泄漏，也不能只按常规交通事故处置，必须将事故

车辆护送到安全地才能撤离。2012 年 10 月某日山西省某

地政府专职消防队在处置一起甲醇罐车交通事故时，到

场后只是将被困人员救出后就认为完事大吉走了，结果

未及时转移的甲醇罐车被其他车追尾着火并同时引起周

围十多辆汽车燃烧。要注意到事故发生时间段对警戒力

量需求的变化。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凌晨 3 时左右、

18 时至 19 时和 11 时至 12 时是一天内危化品事故发生的

三个高峰时段，可以适当增加警戒力量，强化安全警戒。

关于警戒距离，可采取“258”划定警戒距离，即在事件

现场来车方向不少于 200 米的位置每隔 30 米设置 1 个反

光锥筒、警戒带，雨雪等特殊天气时，在距离现场来车

方向 500 米至 800 米外，连续设置警告标志和减速、限

速标志，在连续拐弯或长坡等特殊条件下，必须在事故

区域前、后方 2000 米处开始设置警戒标志，给后方行驶

的车辆足够反应的时间。车辆所载危险化学品存在泄漏、

燃烧、爆炸可能或已出现上述迹象的，将事件现场封闭

区域拓至 800 米外。 

三查：查清危险范围，查清车辆事故状况，查清现

场管控情况 

查清危害范围。根据情报资料和现场测算，判定有

毒有害化学品的品名、类别和数量、泄漏的位置和速率，

结合当时气象要素或水流参数，估算危险化学品扩散的

纵深、宽度和范围，确定事故不同危害区域的分界线；

评估事故危害对人员生命和健康状况的影响，急性中毒

伤亡人员的比例和分布，慢性危害的程度和范围；此外，

在对危害范围进行评估时，还要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

如在处置液化气时，要特别注意二甲醚是否存在，因为

正规的液化石油气必须使用纯丙烷，但现实中，有的不

良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往往会掺入价格更便宜的二

甲醚。混合后的液化气体相似，但二甲醚的存在容易使

瓶内超压，易腐蚀橡胶部件导致气体泄漏，其燃烧产物

含有一氧化碳，容易对不明情况的救援消防员造成伤亡。 

查清事故车辆状况。是否存在运输车辆改装的可能，

2012 年 12 月 26 日，我省某兄弟单位在扑救物流车辆火

灾时，私自改装的油箱发生突然爆炸，造成现场 6 名消

防员受伤，教训非常惨痛；对于罐车还要查清车辆结构，

安全设施是否完好可用，对于 LNG 等低温类车辆，要看

清是否罐体存在大面积结霜等情况，验证其保温层是否

安全可用，对于 LPG、CNG 类压力容器，要关注其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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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超过承载压力；对于运营客车，要提防“站外组客”

的客车，因为乘客没有经过车站正规的安检、包检，驾

驶员对车载物质无法确认，容易发生易燃易爆物品夹带

上车的现象，给现场消防救援指战员的安全造成威胁。

2017 年 5 月 27 日，包括一辆装载太铵的 3 辆机动车在京

台高速枣庄段发生碰撞事故，导致 1 人死亡。时隔 4 小

时后，在施救处置过程中，装有太铵的车辆发生爆燃，

造成 21 人不同程度受伤。 

查清现场安全管控情况。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

突发事件，所载货物因救援需要装卸或转运的，装卸、

转运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

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为此，对现场

安全管控措施的实时掌握就非常关键，如警戒区域内采

取严禁吸烟、使用移动电话、明火和能够产生静电的器

材等断绝火种的办法。雷雨天气采取必要的防雷措施。

此外，事发地下水管网应纳入现场安全管控的重要内容，

严禁物料泄漏后或事故救援过程中带有化工物料的污水

排出厂外，进入市政管网。 

四定：定组织机构、定性与定量侦检、定药剂、定

紧急避险措施 

定组织机构。危化品救援的专业性，对科学处置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要强化前方、后方两个指挥部

的建设，即在前方接近现场、便于观察、便于指挥、比

较安全的地点，通过卫星通信（全勤）指挥车、指挥帐

篷等设置现场指挥部，实施现场指挥，做到运转高效，

及时撑控救援进度。在后方作战指挥中心设置远程指挥

部，调集化工、交通、起吊等行业的专家人士组成专家

组，采纳其意见，及时通过图传通信链路实施远程指挥。

现场指挥要“统筹、归口，连续”，灭火救援现场情况复

杂，任务艰巨，经常会多部门力量参战，因此必须明确

“总指挥部管全局，区域指挥管战斗段，班级指挥管部

位”，避免令出多人、分散指挥、各自为战的现象。 

定性与定量侦检：化学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现场和

周围地区实施化学检测应由专业人员实施，检测确定危

险化学品的种类及危害程度，掌握其扩散情况，并根据

实测结果确定毒物漂移（扩散）方向、距离和污染区范

围，标志事故各个危害区域的边界。检测应做到实时、

动态、不间断，为组织指导群众防护和开展其他救援工

作提供重要依据。在进行侦检时，要注意做到定性与定

量侦检的结合、消防力量侦检与专业力量侦检的结合。

结合日常工作督导发现，各基层单位配备的诸如可燃气

体检测仪和有毒气体检测仪等装备，由于使用频率低，

使用方法不正确，日常保养不到位，检修标定不及时等

原因导致使用性能达不到要求，直接影响了在事故现场

的处置效果。 

定药剂：处置时应先关闭事故车点火开关，切断蓄

电池连接线，冷却油箱，用泡沫覆盖泄露的燃油；可以

用水控制的，可用雾状水喷洒，稀释并降低危化品在泄

漏区的浓度，避免用直流水冲击，防止产生静电或造成

物质飞溅，扩大事态。对于忌水物，可用干粉、砂土覆

盖、掩埋。若条件允许，可筑堤围坝，采用化学药剂中

和的办法，加快处置。在使用泡沫灭火时，要注意选对

泡沫类型、调校好泡沫发泡比例，计算好泡沫用量。泡

沫干粉联用方面，蛋白泡沫灭火剂、水溶性泡沫可以与

干粉联用,一般是先使用泡沫,因为泡沫是具备叠加能力,

一些泡沫打不到的死角用干粉灭火,效果最好。 

定避险措施：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通常以

两种事故类型出现，即槽罐车事故和车祸引起的次生事

故。在槽罐车事故现场需应对“三险”，即爆炸危险、毒

害危险、霜冻危险。车祸引起的次生事故现场需应对“三

险”，即燃烧爆炸危险、倾覆侧翻危险、腐蚀中毒危险。 

因此，要设观察哨，事先明确进入危险区域内人员

的撤离信号、撤离路线；在处置全过程中，要严密监视

现场动态，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征兆，依靠观察员

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专家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科学、果

断、高效决策。如来不及迅速撤离，应就近寻找地形地

物避险；如无合适避险地方，应迅速卧倒，匍匐撤离。 

4 结束语 
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处置是消防指战员不

能回避的现实斗争，只有不断总结，进一步规范处置要

求，规范处置流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施救、安全施救、有序施救，有效防控应急处置过

程风险，才能避免发生次生事故事件，提升队伍科学化、

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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