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二煤矿
“2·17”一般地面机电事故调查报告

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二煤矿

“2·17”事故调查组

2025 年 3 月 25 日



— 2 —

2025 年 2 月 17 日 9 时 55 分许，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

司红二煤矿（以下简称红二煤矿）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发

生一起地面机电事故，造成 1 人遇难，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41.26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成

立了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牵头，兴庆区应急管理

局、银川市公安局苏银公安分局、兴庆区总工会参加的宁夏

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红二煤矿“2·17”事故调查组（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专家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勘验、

调查取证等方式，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查明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提出对事

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及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红二煤矿“2·17”事故是一起因现场作

业人员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地面机电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8 月，

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红墩子矿区红一煤矿（生产矿井）、

红二煤矿及配套选煤一厂等煤炭项目前期、投资建设、生产

经营等工作。

2.红二煤矿。矿井为建设矿井，处于联合试运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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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产能力 240 万吨/年，采用立井开拓方式，采用走向

长壁采煤法，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布置有主立井、副立井、

回风立井 3 条立井井筒。通风方式为中央并列式，通风方法

为机械抽出式，属于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工业

场地设 35/10kV 变电站 1 座，2 回 35kV 电源。《采矿许可证》

《营业执照》齐全有效，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3.副立井变压器室及供电系统。地面副立井供电系统由

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设备供应商为

上海华菱电站成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供电设备由高压

开关柜、定子整流变压器、励磁整流变压器、辅助电力变压

器、低压柜等组成。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内安装 6 台变压

器，事故发生时 1#干式辅助变压器、2#定子变压器、2#励磁

变压器、2#干式辅助变压器 4 台变压器处于运行状态，1#定

子变压器、1#励磁变压器 2 台变压器处于停电检修状态。定

子变压器高压侧电压 10KV，低压侧电压 3160V；励磁变压器

高压侧电压 10KV，低压侧电压 380V；辅助变压器高压侧电

压 10KV，低压侧电压 400V。6 台变压器的高压开关柜安装在

副立井绞车房高压室内，通过高压开关柜断路器控制变压器

运行状态。

低压柜两回路电源引自变压器室 1 号和 2 号辅助变压

器，运行方式为：分列运行，1 号辅助变压器带 I 段母线，2

号辅助变压器带 II 段母线，母联隔离开关为“分”状态。

1 号辅助变压器所带负荷为：1#继电柜（1#进线）、2#

继电柜（1#进线）、1#水冷机组、应急提升控制柜、1#风机



— 4 —

变频柜、起重机电源、直流屏 1#电源、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

电箱。

2 号辅助变压器所带负荷为：1#继电柜（2#进线）、2#

继电柜（2#进线）、2#水冷机组、2#风机变频柜、直流屏 2#

电源。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宁夏红墩子煤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机构。公司下设安全环保部、生产技术

部、调度指挥中心（与红一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合署办公），

安全管理人员共 15 名。红一煤矿、红二煤矿 2 家原煤生产

建设单位设有安全监察站、机电管理部、生产技术部、调度

指挥中心、地测防治水部等管理机构，配备 149 名安全管理

人员。公司配有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总经理，所属煤矿配有分

管安全工作的安全副矿长。

（2）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情况。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组织对红二煤矿开展各类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 2次，其中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查出 6条隐患和问题。

2.红二煤矿安全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机构。矿井设置 4 个职能科室，分别为

机电管理部（含数字化中心）、生产技术部（地测防治水部）、

调度指挥中心、安全监察站；6 个基层区队，分别为综采区、

综掘一区、综掘二区、机电区、运输区、通风区；五职矿长

配置齐全，安全管理人员 68 人，特种作业人员 4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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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情况。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组织开展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7 次，

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查出 27 条隐患和问题。

（三）事故发生经过

2 月 17 日 7 时许，机电区技术员刘某某主持召开早班班

前会，对立井电修班（出勤 7 人）当班工作作出安排：1.主

立井、副立井提升系统设备巡检，保护试验，副立井底负层

空间清理；2.副立井操车系统巡查检修，保护试验；3.主通

风机房、制氮机房等机房设备的巡检检修清理卫生，主通风

机房除冰、制氮机排污放水；4.地面各变电所、箱式变电站

等设备的巡查检修；5.副立井 1 号变压器检修除尘；6.副立

井底辅助接地极重新安装。班前会上刘某某对安全注意事项

进行了强调。其中尚某某、杨某某负责副立井 1 号变压器检

修除尘等工作。

班前会结束后，尚某某专门到副立井绞车房高压室，确

认 1#定子变压器及 1#励磁变压器开关柜处于冷备状态，便

将接地刀闸合闸后返回主立井。8 时 20 分许，尚某某、杨某

某两人先到 BOT-35KV 变电所巡检并清扫卫生；9 时 30 分许，

两人到达副立井变压器室准备清扫、检修 1#定子变压器、1#

励磁变压器；尚某某打开 1#定子变压器两侧柜门并使用验电

器进行验电，确认无电后进行放电，对 1#定子变压器高压侧

挂设接地线。又安排杨某某去取登高伸缩梯，杨某某将伸缩

梯取回并搭在 1#定子变压器上，尚某某开始使用鼓风机清理

1#定子变压器低压侧灰尘，让杨某某擦拭消防器材架上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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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9 时 50 分许，尚某某清理完低压侧灰尘转到高压侧清理

灰尘；9 时 55 分许，尚某某闻到焦味，发现杨某某倒在 1#

干式辅助变压器的北侧。

（三）事故现场情况

图 1 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平面图

图 2 事故现场

事故地点位于副立井绞车房变压器室内带电运行的 1#

干式辅助变压器。事故现场 1＃定子变压器、1＃励磁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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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断电状态，1＃干式辅助变压器处于带电运行状态。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 人遇难，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

统计标准》（GB6721-1986）和有关规定统计，共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241.26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和响应情况

2 月 17 日 9 时 56 分，尚某某将杨某某触电情况向矿井

调度指挥中心进行汇报；随即拔打了“120”急救电话；9 时

59 分，调度指挥中心向生产副矿长任某某报告了事故情况，

并启动应急响应；10 时 02 分，调度指挥中心向矿长刘某某

报告了事故情况；10 时 10 分，调度指挥中心向宁夏红墩子

煤业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报告了事故情况；10 时 12 分，

安全副矿长张某某向兴庆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10

时 26 分，调度指挥中心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报告

了事故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宁夏局、自治区

应急管理厅，兴庆区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第一时间

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处置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尚某某立即去查看杨某某，发现无意识，

便进行心肺复苏并不断拍打呼叫；10 时 02 分，机电区管理

人员张某某、周某某赶到事故现场，张某某也进行了心肺复

苏；10 时 07 分，红墩子煤业救护中队到达事故现场，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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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接替张某某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并用担架将杨某某转运

至救护中队急救车并前往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10 时 36 分，救护中队急救车与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救

护车在途中相遇，随即将杨某某转至医院救护车上。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0 时 41 分，杨某某到达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11 时 58

分，经医院抢救无效宣布死亡。事故发生后，宁夏红墩子煤

业有限公司与遇难人员家属达成补偿协议，善后事宜已处理

完毕。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杨某某擅自擦拭 1#干式辅助变压

器，右手扶在打开状态紧贴变压器柜体外壳的柜门上，左手

与 C 相接线柱弧光放电，形成单相接地回路，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对设备

操作、触电风险缺乏基本认知，打开高压侧柜门时，未执行

验电、放电、挂地线流程，现场操作高压电器设备时未穿戴

绝缘用具，违章作业。

2.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现

场落实情况检查不力，忽视了副立井地面变压器室执行停送

电管理制度、变压器柜门上锁管理的日常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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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具工作票、作业票

和命令票；对触及停电设备附近的高压带电体未设置警戒

线，未悬挂“止步，高压危险”标志牌。

4.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全面。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培训、现场管理、安全检查不力，

对潜在安全风险未能及时预判和有效管控。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

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单位红二煤矿提出

了给予行政罚款的处理建议。对矿井主要负责人等 7 名有关

责任人员分别提出了给予行政处罚的处理建议。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健全完善“人人有责、

层层负责、权责清晰、各负其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规

范和压实管理人、技术人、从业人责任，形成自我约束、自

我完善、持续改进的安全管理模式。紧盯机电设备设施检修

期间的薄弱环节，对现场作业人员操作行为、风险辨识、措

施执行等实行全过程监控、检查和指导，督促作业人员严格

执行岗位标准作业流程和安全技术措施。

（二）强化安全培训的有效性。加大对“一规程五细则”、

操作规程及安全措施的考核力度，让全员对规程措施心中有

畏、行有所止，坚决杜绝随意理解、变通打折。深化事故警

示教育，扎实开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和安全“大反思、大讨

论”活动，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增强识别、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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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各类风险能力，提高安全技能水平。组织开展岗位练兵

和安全意识提升教育培训，加强规程措施实操培训，作业人

员必须熟练掌握作业流程、操作规范、安全风险防范措施等

内容，做到上标准岗位，干标准活。

（三）强化机电技术管理。狠抓安全管理制度和规程措

施的现场落实，加强变电所（室）安全管理，优化停送电检

修流程，坚决杜绝出现规程措施与现场执行“两张皮”现象。

要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重点对电气设备的防护、隔离、

上锁，悬挂警示牌进行排查，防止误操作造成人员伤害。积

极推动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技防+制度防”转变，关键

作业环节必须配备视频监控系统，未开启视频监控或监控失

效时，不得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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