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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怎样炼成的？快来熟悉“钢八条”！

国家应急管理部依据《冶金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安监总管四﹝2017﹞129 号)，为遏制冶金企业重特大事故，梳

理出 8 条钢铁企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冶金行业称为“钢

八条”。“钢八条”具体是什么？一起来了解！

一、炼钢厂在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时，未使用固

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炼铁厂铸铁车间吊运铁水、

液渣起重机不符合冶金起重机的相关要求。

1.主要风险点

若未使用固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易导致钢包

脱落，造成物体打击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4 规定：炼

钢车间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铸造起重机，铸造起

重机额定能力应符合 GB5043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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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

6.1.2 规定：炼钢企业吊运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

带有固定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铸造起重机额定能力应

符合 GB50439 的规定。

3.典型案例

2007 年辽宁清河特殊钢“4.18”钢包脱落特别重大

事故，造成 32 人死亡，6 人受伤。

4.检查方法

（1）查看吊运熔融金属起重机定期检验报告是否为

冶金起重机（炼钢厂为铸造起重机），是否年度检验合

格。

（2）炼钢厂吊运铁水、钢水与液渣起重机是否为固

定式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

（3）炼铁厂铸造车间吊运铁水、液渣起重机是否为

冶金起重机（额定起重量≥75t，应为铸造起重机）。

二、吊运铁水、钢水和液渣起重机龙门钩横梁焊缝、

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未进行定期

检查，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

1.主要风险点

若未定期检查钢铁企业设备设施，易造成物体打击

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8.4.3 规定：铁

水罐、钢水罐龙门钩的横梁、耳轴销和吊钩、钢丝绳及

其端头固定零件，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应定期对吊钩本体作超声波探伤检查。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4.6

规定：起重机械应按照 GB/T6067.1 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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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检测检验。吊钩、板钩、横梁

等吊具部件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离线探伤检查；吊钩、

板钩等出现严重磨损、钩片开片等情况应进行更换，并

对板钩、横梁的轴进行探伤检查；必要时进行金相检查，

防止发生蠕变现象。

3.典型案例

2010 年山东富仑钢铁“12.8”钢丝绳断裂事故，造

成 3 人死亡，5 人受伤。

2012 年宝钢炼钢“12.17”耳轴销脱落坠罐，造成 2

人死亡，12 人受伤。

4.检查方法

（1）是否对龙门钩横梁焊缝、耳轴销进行年度探伤，

是否有探伤报告。

（2）是否有吊钩、板钩、钢丝绳及其端头固定零件

的日常检查记录。

三、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

更衣室等场所设置在铁水、钢水和液渣吊运影响的范围

内（包括熔融金属罐冷热修区不应设在高温熔融金属吊

运路线上）。

1.主要风险点

若钢水罐发生坠罐倾翻时，易对附近大范围人员造

成物体打击、灼烫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的操作

室、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所不得设置

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的影响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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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5.7

规定：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吊运行走区域禁止设置操作

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澡

堂等人员集聚场所；危险区域附近的上述建筑物的门、

窗应背对吊运区域。5.17 规定：熔融金属罐冷热修区不

应设在吊运路线上，应设置通风降温设施，地面应有安

全通道。

3.典型案例

2007 年辽宁清河特殊钢“4.18”钢包脱落特别重大

事故。

4.检查方法

（1）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

更衣室等人员聚集场所是否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

吊运跨地坪内（横向以靠近吊运侧立柱边线为界，且区

域外的上述建筑物的门窗应背对吊运区域）。

（2）冷热修区是否设置在熔融金属和熔渣吊运走行

区域内（横向边界同第 1 项，纵向与工艺所需罐体吊运

极限边界至少 15m 以上，且应在地面熔融金属罐吊运一

侧，设置高度不小于 2m，宽度超出冷热修工作区 1m 以

上实体耐火墙）。

四、钢水铸造（连铸、模铸）流程未规范设置钢水

罐、溢流槽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

1.主要风险点

若未规范设置钢水罐、溢流槽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

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易导致铁水外泄造成爆炸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12.3.3 规定：

连铸浇注区，应设事故钢水罐、溢流槽、中间溢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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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水罐漏钢回转溜槽、中间罐漏钢坑及钢水罐滑板事故

关闭系统。应保持以上应急设施干燥，不得存放其它物

品，以保证流通或容量。

《高温熔融金属吊运安全规程》（AQ7011-2018）5.9

规定：吊运高温熔融金属和熔渣的区域应设置事故罐，

事故罐放置应在专用位置或专用支架上，并设置明显安

全警示标识。

3.典型案例

2012 年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20”喷爆重

大事故，造成 13 人死亡，17 人受伤。

2013 年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7.22”铁

水灼烫事故造成 5 人受伤。

2016 年山东临沂三德特钢“4.1”铁水外溢爆炸，3

人死亡，3 人受伤。

4.检查方法

（1）钢水铸造（连铸、模铸）安全设施设计，是否

有高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内容。

（2）连铸流程是否规范设置事故钢水罐、漏钢回转

溜槽（含按需设置的中间溢流罐）、中间罐漏钢坑等高

温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且维护良好。

（3）模铸流程是否规范设置事故钢水包等应急储存

设施，且维护良好。

五、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置出水温度和进出水流量

差检测、报警装置，未与炉体倾动、氧气开闭等联锁。

1.主要风险点

若氧枪等水冷元件未配备相应的安全联锁装置，易

导致冷却水入炉，造成爆炸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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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安全规程》（AQ2001-2018）9.1.4 第 1 款规

定：转炉氧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张力测定、钢绳断

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位停靠点，应与转

炉倾动、氧气开闭、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锁；当氧气

压力小于规定值、冷却水流量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

过规定值、进出水流量差大于规定值时，氧枪应自动升

起，停止吹氧。转炉氧枪供水，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

切断阀。第 2 款规定：转炉副枪升降装置，应配备钢绳

张力测定、钢绳断裂防坠、事故驱动等安全装置；各枪

位停靠点，应与转炉倾动、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锁；

当冷却水流量低于规定值、出水温度超过规定值、进出

水流量差大于规定值时，副枪应自动升起，停止测量。

转炉副枪供水，应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10.1.8 规定：水冷炉壁与炉盖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小车水套、竖井水冷件等，应配置出水温度与进

出水流量差检测、报警装置。出水温度超过规定值、进

出水流量差报警时，应自动断电并升起电极停止冶炼，

操作人员应迅速查明原因，排除故障，然后恢复供电。

11.1.4 规定：受钢液高温影响的水冷元件，应采取

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在断电期间保护设备免遭损坏；

可能因冷却水泄漏酿成爆炸事故的水冷元件，如 VOD、

CAS-OB、IR-UT、RH-KTB 中的水冷氧枪，应配备进出水

流量差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发出后，氧枪应自动提升并

停止供氧，停止精炼作业。

3.典型案例

1999 年山东莱芜钢铁“3.10”转炉氧枪漏水事故，

造成 3 人死亡。

2011 年武钢第三炼钢厂“6.20”转炉漏水爆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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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湘潭钢铁公司宽厚板厂“9.1”转炉漏水爆

炸事故。

2013 年江西新余钢铁“4.1”冷却水入炉爆炸事故，

造成 4 人死亡 28 人受伤。

2018 年广东宝丰钢铁“3.26”冷却水漏入电弧炉，

造成 2 人死亡 2 人受伤。

4.检查方法

（1）转炉氧枪、副枪各枪位停靠点是否与转炉倾动、

氧气开闭、冷却水流量和温度等联锁，转炉氧枪、副枪，

是否设置电动或气动快速切断阀。

（2）电弧炉水冷炉壁与炉盖的水冷板、Consteel

炉连接小车水套、竖井水冷件等，是否配置出水温度与

进出水流量差检测、报警装置；报警信号是否与自动断

电和提升电极设置联锁。

（3）VOD、CAS-OB、IR-UT、RH-KTB 中的水冷氧枪

是否配备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报警信号是否与氧枪

自动提升和停止供氧设置联锁。

六、高炉、转炉、钢水连铸、加热炉和煤气柜等煤

气区域的有人值守的主控室、操作室和人员休息室等人

员较集中的地方以及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所，

未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置。

1.主要风险点

若人员密集场所未设置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报警装

置或失效，不能有效监测煤气泄漏，易造成爆炸和中毒

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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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使用煤气的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工业企业煤气安

全规程》（GB6222），在可能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场

所，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报警仪和安全警示标识。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 4.10

规定：煤气危险区(如地下室、加压站、热风炉及各种煤

气发生设施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应定期测定，在关键部

位应设置一氧化碳监测装置。作业环境一氧化碳最高允

许浓度为 30mg/m³（24ppm）。8.2.4 规定：站房内应设

有一氧化碳监测装置，并把检测信号传送到管理室内。

说明：本条指煤气加压机房、风机房和混合装置区域。

9.2.2.3 规定：活塞上部应备有一氧化碳检测报警装置

及空气呼吸器。

3.典型案例

2008 年河北港陆钢铁“12.24”重大煤气泄漏事故，

导致 17 人死亡、27 人受伤。

4.检查方法

（1）高炉、转炉、连铸、加热炉、煤气柜、加压机、

抽风机、混合站等煤气区域的主控室、操作室、会议室、

休息室等人员集中的地方是否安装固定式一氧化碳检测

报警仪。

（2）易发生煤气泄漏、聚集的设施部位（高炉风口

及以上平台、转炉炉口及以上平台、加压站房和其他煤

气设施等区域）是否安装固定式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

（3）固定式一氧化碳报警仪是否在有效期内或校准

周期内。

（4）固定式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是否处于正常使用

状态（电源、显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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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炉、转炉、加热炉、煤气柜、除尘器等设施

的煤气管道未设置隔断装置和吹扫设施。

1.主要风险点

若煤气管道未设置隔断装置和吹扫设施，易导致煤

气泄漏，造成爆炸和中毒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6222-2005）7.5.2

规定：为防止煤气串入蒸汽或氮气管内，只有在通蒸汽

或氮气时，才能把蒸汽或氮气管与煤气管道连通，停用

时应断开或堵盲板。10.2.1 规定：煤气设施停煤气检修

时，应可靠地切断煤气来源并将内部煤气吹净。长期检

修或停用的煤气设施，应打开上、下人孔、放散管等，

保持设施内部的自然通风。

3.典型案例

2008 年河北遵化港陆钢铁有限公司“12.24”重大

煤气泄漏事故，17 人死亡 27 人受伤。

2010 年河北普阳钢铁“1.4”重大煤气中毒事故，

死亡 21 人，9 人受伤。

2010 年河北顺达冶炼公司“1.18”煤气中毒事故，

死亡 6 人。

2014 年 南 京 钢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炼 钢 厂 连 铸 车 间

“5.24”煤气中毒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4.检查方法

（1）煤气设施检修作业审批材料。

（2）审批材料中的安全措施，是否涵盖隔断煤气来

源和规范吹扫置换要求。

（3）煤气设施进、出口处是否规范设置隔断装置和

吹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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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煤气设施停煤气检修时，是否规范隔断煤气。

（5）煤气设施吹扫置换结束后，吹扫介质管道是否

与煤气管道物理断开或规范堵盲板。

八、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1.主要风险点

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易

导致物体打击、灼烫、中毒、爆炸等各类安全事故。

2.法律法规依据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91 号）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不得使

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技术、工艺和设备；

对现有工艺、设备进行更新或者改造的，不得降低其安

全技术性能。

《关于发布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

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四〔2017〕142 号）

第 1-10 项。

3.检查方法

（1）设备资料清单和设备检测检验报告是否存在应

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设备。

（2）是否存在淘汰落后设备、材料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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