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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发生的５６２起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从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路段、危险化学品类
别、事故致因因素、事故发生时间段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正常路段发生事故的比例最高，占总数的５４％；易燃
液体化学品种类运输过程危险性较大，容易导致事故；事故致因因素的统计显示交通事故引发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比例高

于非交通事故；每年３～８月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高发时期，每天早上８～９时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高发时间．最后，
基于这些特点分析提出了减少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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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危险化学品生产与物流量急剧增加，一方面给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问题亦在不断凸显．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危化品道
路运输事故呈逐渐增长趋势并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期间，发生了多起危
险化学品的安全事故，如２００６年京沪高速公路淮安段由于交通事故罐装的液氯大量泄漏，造成２９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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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重大安全事故［１］；分别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２年，湖南的一车辆由于追尾导致的液态苯起火爆炸和陕西省由
于甲醇罐车被追尾，造成了１７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和３６人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２－３］；另外，如２０１４年，湖南
省邵阳市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爆燃，导致５４人死亡的特别重大事故［４］．这些危险品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果
损失之惨重，涉及范围之宽广，引起了国家和人民的广泛重视．

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给生态环境和国家经济带来

损害，对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进行统计，分析其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是非常有必要

的．一些国外的研究人员创立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例如事件树定量分析法、Ｆ－Ｎ曲线、贝叶斯网络［５］等．
国内研究者则主要通过分类统计事故的产生特性来研究事故发生的规律，如张丽等［６］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我
国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进行了分析研究；沈小燕［７］以省份、事故形态、道路等级及路段特征、时间、致因因

素为分类标准，统计了８８６起危险品罐车道路运输事故；高建刚［８］等统计分析了６０９起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事故，得到了事故发生原因及形态等分布特征；张莲芳、杜红岩［９－１０］等对危险化学品储存事故和国内外石

油化工行业事故进行了案例分析；李铭辉［１１］等分析了福泉“１１·１”典型危化品运输事故．笔者运用安全统
计学的方法，以事故发生的时间、路段、致因因素、危险化学品种类为分类标准，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生的危
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进行了统计，力图得出其事故发展规律，为后续安全生产保障技术和事故预防提供

数据支持．

图１　事故原因图

１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原因分析

张丽［６］在对１７０起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调查统计中发现，道路运输
安全事故共有 １５４起，在各类运输方式中所占比重最高，为 ９０．６％；吴宗
之［１２］等也曾对２００起典型危险化学品公路运输事故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事
故发生的特点及其规律．而危险化学品因在道路运输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
驾驶人员、运输车辆、道路及天气变化等因素的不良变化，致使这些因素恶

化从而导致事故，事故的发生也通常是由于上述因素在时间或空间的耦合

而引起的［１３］．因此，针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期间发生的 ５６２起事故按照引发事
故的人员因素、管理因素、环境因素、车辆及设备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导致的

事故分类，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影响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员因素和管理因素．如２０１４

年３月１日，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的晋济高速公路上，两辆运输甲醇的铰接列车追尾相撞，前车甲醇泄漏
起火燃烧，造成４０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８１９７万元．究其原因，是由于运输车辆超载而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人为刹车制动失灵，且车辆未按规定安装紧急阀从而导致甲醇泄漏起火燃烧，致使造成重特大事故，最

为关键的原因是危化品储运公司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违规使用不合格运输车辆．因此，针对易燃的危
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应该采用专用车辆，确保“机”的安全状态．另外在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９日，湖南省邵阳市境
内沪昆高速公路上一辆运载乙醇轻型货车与前方停车排队等候的大型普通客车发生追尾碰撞，导致货车

运载的乙醇瞬间大量泄漏起火燃烧，造成５４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５３００余万元．此次事故引起了国家高
度重视，探索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运输人员未获得道路危化品运输资格证、未按操作规程安全驾驶

（人的不安全状态）等违法行为从而致使车辆相撞引发乙醇泄漏燃烧，且危化品公司违规运输和充装乙醇

等危险化学品，以及运输企业监管不到位（管理的因素）造成严重事故．
从以上造成事故的原因可知，运输危化品的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引发危化品泄漏事故，甚

至危化品起火、爆炸事故．所以，控制危化品运输事故应着重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政府
及危化品企业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能力，落实安全责任制度．

２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统计分析

通过对事故发生路段、危险化学品类别、事故致因因素、事故发生时间段的统计分析，可以更为具体、

深入的探究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事故发生的特征及规律，为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存在的风险因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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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应的预防措施．

图２　事故发生路段分布

２．１　事故发生路段统计分析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发生路段，通常为正常路段、道路发生变化

处（十字路口）、桥梁隧道或涵洞、收费站或服务站等四个地方，统计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我国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路段，如图２所示．

通过图２可以知道正常路段发生事故的比例最高，占５４％，这些事故通
常是由于运输车辆追尾，连环撞车事故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从而造成巨大

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其次在道路发生变化处也容易发生事故，占总事故

的２３％，车辆在拐弯处拐弯半径过大易碰触周边障碍物引发事故；而在桥梁隧道或涵洞发生事故的比例
较小，但该类事故造成的破坏性大且救援困难，也需注意；最后在收费站或服务站处，因为车辆排队等待，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未及时减速而可能造成多辆汽车追尾等事故．
２．２　事故不同危险化学品类别统计分析

根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发生的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对不同危险化学品造成的安全事故起数进行统
计分析，其统计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危化品运输事故化学品类别统计图

统计表明：甲醇、汽油、柴油、液化气和液化天然气是造成事故起数较多的危险化学品，共发生２７４起，
占总事故起数的４８．９２％，其中柴油事故起数为６９起，汽油和液化气事故有５３起，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
中的重点防治对象，这是因为易燃液体流动性大，一旦受到碰撞或泄漏容易引发爆炸，其次为易燃气体事

故，易燃气体事故泄漏可能会扩散对周边环境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在我国易燃液态危险化学品
的大量运输中，为防止因储罐破裂导致的液体泄漏的事故，甚至引发的火灾和爆炸等二次事故，我国应着

重加强易燃液体运输安全管理．
２．３　事故致因因素统计分析

对事故致因因素的调查与总结是研究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风险分析的要点，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事故进行统计分析，其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致因因素统计

事故致因因素

交通事故 非交通事故

相撞 被追尾
运输车辆 驾驶人员

自燃、爆胎 机械故障 疲劳驾驶 操作不当 车速过快
包装 路况 天气

事故数 ９６ ９２ ３７ １８ ５ １３ ２２ ４９ １８ ２０

统计表明，造成事故的大致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类：交通事故与非交通事故，其中交通事故起数为１８８
起，占总事故起数的５０．８１％，非交通事故起数为１８２起，占总事故起数４９．１９％．其中相撞与被追尾事故是
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事故的主要致因因素，另外，虽然非交通事故的事故致因因素较多，但分别导致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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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数相对较小．因此应主要控制在危险化学品运输过程中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运输过程中合理的选
择路线，减少事故的发生．
２．４　事故发生时间段统计分析
２．４．１　事故发生月份分析

从各月份的事故发生分布规律进行统计分析，如图４所示．从图４可以发现，１月和２月发生的道路危
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相对较少，是由于１月和２月份恰逢春节前后，气温较低，致使危险化学品运输罐车内
液态危化品的挥发性得到了抑制，再加上危化品交易数量及运量全年最低，使得事故发生数量较少．而３～
８月是我国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最多的月份，占发生事故总数的５６．７％，其中３月份发生的事故
最多，究其原因，３月份多出现雪雨、冰冻天气，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多为重型槽罐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
由于道路湿滑，非常容易出现车辆侧翻、冲出路基等情况；而６～８月份事故发生率也比较高，这是由于这３
个月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高温、多雨等天气，自然环境能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温度较高，天气炎热，

人体舒适度较低，易感到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高温也引发罐车内液体及气体体积膨胀泄露；易引起易燃
液体蒸发，在储罐内气相空间导致爆炸．因此政府部门应在这一时期加强监管，企业应在在一时期提高警
惕，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２．４．２　事故具体时段分析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的时段也具有一定的规律，通过统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危化品运输事
故可知：早上８～９时为事故高发期，在这个时间段，高速公路的货车辆增多，容易出现车辆追尾、碰撞事
故；此外凌晨１２时与４～５时的事故发生率也比较高，这个时间段的不利因素主要是夜晚照明情况不好，
另外驾驶员在疲劳作业情况下，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具体如图５所示．

图４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月份分布规律 图５　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时刻分布规律

３　对策与建议

根据对我国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期间发生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１）国家安全生产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应做到信息共享，加大监管力度，对危险化学品

形成规范化管理，运输企业应加强安全意识，杜绝违规违章运输危险化学品，定期对车辆设备检查，排除

隐患．
２）加强对道路状况实时监控报道，在正常路段行驶时，避开车流量高峰，桥梁管理部门做好维护工

作，在路边设置警示牌，可适当限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隧道或涵洞通行，公路运输部应采取措施减少

车辆停留时间，避免撞车事件的发生．
３）加大安全培训工作力度，提升运输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业务素质．运输车辆在运送易燃易爆的危险化

学品时，应加强运输车辆的稳定性，选择最合适的行驶路线．
４）运输危险化学品管理部门应在夏季做好充足的准备，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改变行车路
程并进行实时监控，控制车厢温度，使运输人员在适宜温度下工作；冬季来临前较早完成准备工作，面

对突发情况做出准确及时的处理方案．
５）各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国情建立系统、高效、合理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方案和

救援体系，宣传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提高公众的自我防护能力，在易发生事故时段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

禁疲劳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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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原因统计分析，发现运输事故通常是由于人员失误、
管理失效而导致的，且根据事故发生路段类型分析得知，约５４％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是在正常路段发
生的，２３％在道路发生变化时发生．

２）在危险化学品种类中，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运输量在所有危险化学品运输量中所占比例最大，危
害也最大；从事故发生月份及具体时间段分析得知，３～８月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高发时期，早上８～９
时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高发时间．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减少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的对
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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