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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津安办〔2022〕10号

天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加强硫化氢中毒等中毒和窒息类

事故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区安委会办公室，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有关企业:

近年来，硫化氢中毒等中毒和窒息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

发，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

失。2020年至今，我市共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共 7起，造成 14

人死亡；其中硫化氢中毒事故 3起（包括 1起较大事故），共造

成 6人死亡，均发生在 2020年。

应急管理部针对易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的场所作业制定了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原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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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号），但类似场所作业不仅在应急管

理部门负责安全监管的工贸行业领域中时有发生，在矿山、化工、

建筑、电力、造船、市政工程、城镇燃气、污水处理、特种设备

等多个行业领域亦多发频发，是相关单位易忽视的高风险作业，

加之作业环境千差万别、作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极易发生中毒

和窒息事故，特别是春夏季高温期，极易发生硫化氢中毒事故。

为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精神，有效遏制硫化氢中毒等中毒和窒息类事故高发态势，现

就事故防范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科学准确认识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种强烈的急性毒物。在标准状况下是无色、易燃

且有毒的窒息性气体，有强烈腐败臭鸡蛋气味，比空气重，易聚

集在低洼处，是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有毒气体。与其接触

后可出现眼刺痛、流泪、咽喉部灼热感、胸闷等情况。达到一定

浓度时会导致嗅觉麻痹，继之出现明显头痛、头晕并有浅至中度

意识障碍，严重者出现昏迷。接触高浓度硫化氢，在数秒内发生

“闪电型”死亡。

二、进一步压实相关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认真开展相关作业场所的排查。请各部门参照《工贸

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有限空间”定义，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相关单位对本单位的相关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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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梳理、辨识，建立相关作业场所的底数台账，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督促相关单位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相

关场所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配备相关场所作业必

需的通风、检测装备和个人防护装备；督促相关单位在招投标发

包相关场所作业项目时，要将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纳入

招投标文件，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双方责任。

（二）各区安委会办公室要结合实际组织属地、行业部门观

看学习应急管理部编制的《有限空间 无限风险》警示教育片、

《应急管理部公布的 2019 年以来发生的一批有限空间作业较大

事故典型案例》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折页》，掌握相关事

故的特点和共性问题，举一反三。各部门要督促相关单位组织从

业人员认真学习相关场所作业安全知识，掌握安全风险及作业要

求，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操作技能，在相关场所作业时，必须按

要求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切实做到相关场所作业有关人员对应知

应会内容的知行合一。

三、强化应急措施，杜绝盲目施救

各区、各部门要督促存在相关作业场所的单位结合本单位相

关场所的特点和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配备

安全有效的救援装备，并组织开展经常性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从

业人员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开展现场救援时，必须使用

有毒气体检测仪、可燃气体检测仪等检测仪器持续检测相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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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救前要视情况利用送风机或空气呼吸器钢瓶对相关场所内

部进行吹扫置换，施救人员进入相关场所时要做好自身呼吸和绳

索保护，并与外部人员保持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坚决杜绝盲目

施救，避免事故伤亡扩大。

附件：1.应急管理部公布的 2019年以来发生的一批有限空

间作业较大事故典型案例

2.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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