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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持续强降雨对化工企业的影响      

摘 要 

作  者：陈浩川 

邮  箱：research@fecr.com.cn 

席卷全国各地的暴雨在疫情之后再一次严重影响了各地企业的生产

工作，给对国内经济的乐观预期蒙上了阴影。7 月 11 日，长江九江站和

鄱阳湖湖口站水位均突破 22 米大关，并打破了 1998 年历史极值，且仍

在持续上涨，江西省“五河一江一湖”正全面迎战洪水袭击。7 月 12 日，

国家防总决定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截至 7 月 10 日，今年以

来洪涝灾害造成 27 省（区、市）3385 万人次受灾，2.3 万间房屋倒塌，

26.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0 日至 15 日长江上游至

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自西北向东南有一次移动性的强降雨过程。 

恶劣的天气会对化工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首先，

生产设施停工停产，设备淹水引起损失；其次，厂区进水，危化品仓储

安全事故易发；最后，重要交通运输要道被洪涝灾害切断，物料、产品

运输受阻。 

总的来说，受强降雨影响地区化工企业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会面临

诸多威胁，停产、停工、生产安全隐患及运输受阻相关问题将会在之后

的一段时间内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我们应在近期关注相关地区化

工发债企业的经营情况，关注其是否在恶劣天气中发生重大事故引发损

失，评估其在未来可能产生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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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 

2020 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对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让我们在第二季度基本走出疫情的阴霾，恢复了正常的生

产生活，而席卷全国多地的暴雨再一次严重影响了各地企业的生产工作，给对国内经济的乐观预期蒙上了阴影。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警信息，自 6 月初开始，中央气象台已连续 30 多天发布全国不同省份的暴雨预警，创下了

近 10 年来连发天数的纪录。7 月 7 日，根据水利部消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下江段、洞庭

湖七里山站、鄱阳湖湖口站水位持续上涨，且均已超过警戒水位。7 月 9 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长江

中下游干流城陵矶至南京江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水阳江洪水橙色预警。7 月 11 日，长江九江站和鄱阳湖

湖口站水位均突破 22 米大关，打破了 1998 年历史极值，江西省“五河一江一湖”正全面迎战洪水袭击，江西省防指

紧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 I 级。7 月 12 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召开的省份防汛抗洪视频会商调度会中指出，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不断上涨，鄱阳湖水系昌江、安徽水阳江等多条支流先后发生超保证、

超历史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下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持续超警，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国家防总

决定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应急管理部防汛工作专题会商研判会议指出，截至 7 月 10 日，今年以来洪涝

灾害造成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 27 省（区、市）3385 万人次受灾，

141 人死亡失踪，195.8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81.5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2.3 万间房屋倒塌，26.9 万间不同程度

损坏。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10 日至 15 日长江上游至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自西北向东南有一次移动性的强降雨过程，

预计长江中下游干流城陵矶至南京江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水位将会有 0.7 米至 1.0 米左右的涨幅，长江流

域的汛情在未来可能会更加严峻。根据中国气象局 7 月 13 日 06 时发布的降水量预报（图 1），7 月 15 日 08 时至

16 日 08 时，江淮、江汉、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藏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上

海、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

地有大暴雨（100～130 毫米） 

 

图 1：全国降水量预报（7 月 15 日至 7 月 16 日） 

数据来源：中国气象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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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涝易发地区化工企业岌岌可危 

本次受强降雨影响最大的区域主要为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所在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广东、山东

等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为我国石化工业走廊（宁波市、舟山市均有大型炼化一体化基地），沿江规模以上化

工企业占全国 51%，磷肥制造企业占全国 85%，生产和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种类超过 250 种。广东省有全国重点石油

化工产业基地及新材料制造产业带，山东省作为中国化工大省，涉及石化、氟化工、钛白粉、农药、塑料、有机硅、

基础化工原料以及其他精细化工品的生产，化工企业分布均较为密集。根据我们统计的全国化工发债企业分布，截

至 7 月 12 日，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山东六省化工企业数量较多，分别有发债企业 11、36、14、40、

16、33 家，占化工发债企业总数的 60%，受这次持续恶劣天气影响的企业相当多（图 2）。恶劣的天气会对化工企

业的生产设施运行、化学品仓储以及化学品运输这三方面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图 2：全国化工发债企业分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1. 影响一：生产设施停工停产，设备淹水引起损失 

化工企业可能受到暴雨的影响而停工停产。由于机器、设备搬运转移较为困难，如果厂房进水，生产设备面临

瘫痪甚至报废的可能。历史上来看，2018 年，山东水灾造成 20 多家化工企业受到影响。山东海化、昌邑石化、鸿

润石化、潍坊亚星等石化企业遭受暴雨袭击，被迫全线停产，直接损失 200 亿元。本次强降雨，也导致了多地区停

电，影响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活动。6 月 8 日，深圳龙岗平湖焕发塑胶厂低洼积水，导致厂房停电，员工受困。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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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需做好生产设施防洪防汛，通畅的排水设施防止厂内洪涝发生的重要途径。遇到特大洪水时，能根据预案安

排生产或紧急停车，同时保障生产人员人身安全。 

2. 影响二：危化品仓储安全事故易发 

我国化工企业在之前几十年中快速发展，粗放的经营思路为如今频发的安全事故埋下隐患。化工园区内重大危

险源高度集中，一旦发生事故会形成连锁反应，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环境破坏无法计量。根据统计数据

显示，每年 6-8 月本就是化工和危化品重特大事故的易发多发期。对于化工生产企业，尤其是沿江石油化工企业来

说，洪涝灾害对这些化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造成了巨大威胁。倘若厂内的储罐或其他容具发生破损或倒塌，

将会造成有毒物质泄露，不仅使企业蒙受损失，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更危险的是，相当一部分化学品遇水会发生剧

烈反应，生成剧毒物质甚至发生爆炸事故。历史上来看，2010 年，受强降雨导致的洪水影响，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

新亚强化工厂 1000 多只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的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中，随水流冲至下游。由于三甲基一氯硅烷遇

水会分解产生盐酸，当时引起了市民恐慌。2012 年，湖州美欣印染厂由于仓库被雨水侵入，库存的近 30 吨连二亚

硫酸钠被淹发生爆炸。连二亚硫酸钠遇水会发生强烈反应，可能爆炸，燃烧产物为二氧化硫和硫化氢，对呼吸道黏

膜有很强的毒性。所幸事故发生后有毒气体迅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发生人员中毒与伤亡。 

另外，降雨通常伴随雷电，雷电入侵化工厂也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对地雷击产生感应火花有可能引爆油气及

易燃易爆化学品。1989 年，黄岛油库遭受雷击，引起油气爆燃着火，导致附近储罐的爆燃，并波及了附近的其他单

位，导致 19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同时，外溢的原油流入了胶州湾，更是造成了海洋污染。2005 年，重庆市綦

江县东溪化工厂乳化车间在雷暴雨中发生爆炸事故。该厂是定点生产民爆器材专业厂家，爆炸是雷电引爆炸药所致，

事故致 19 人遇难，11 人受伤。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涉及相关易燃易爆化学品生产及储存的企业需提前对

所有设备、仪表等防雷接地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摸底核查，将所有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 

3. 影响三：交通运输要道切断，物料、产品运输受阻 

由于强降雨导致的水路水位上涨和陆路洪涝灾害，许多交通要道受到影响，导致众多化学品原材料及产品的运

输受到影响。根据中新网报道，7 月 8 日上午，长江彭泽龙城水站水位达到 19.7 米，当地防汛指挥部暂时关停彭泽

县城至安徽省宿松县方向长江汽渡航运船舶，同时，封堵沿江 4 处大堤闸口。该渡口是该省通往安徽省江北地区的

唯一长江水上通道，当地渡口停运后由江西省去往安徽省江北地区车辆和人员将要通过九江长江大桥和安徽省望江

长江大桥绕行抵达。7 月 7 日，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召开防汛工作紧急会议，决定启动交通领域钱塘江流域防汛 Ι 级

响应，并下发《关于启动钱塘江流域防汛Ⅰ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对进出钱塘江流域，兰江流域的二客一危车辆全

部停班停运，直至一级响应结束。随着未来降水持续，可能会有更多运输通道受到影响。 

三、总结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强降雨天气导致化工企业受损的案例并不罕见。本次强降雨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相关地区化工企业分布较为密集，化工企业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会面临诸多威胁。首先，停产、停工及运输受阻相

关问题将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的压力，影响其现金流。其次，相关企业在洪涝灾害中可能会

由于厂区积水、设备被淹、仓储化学品受潮、泄露等原因蒙受损失，后期维护费用增加。最后，由于维护成本、运

费成本以及库存耗损等支出增加，后续或刺激一部分化学品原材料价格上涨，未来部分企业成本压力上升。根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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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气象局预报，降雨在未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相关地区洪涝、地质灾害或将频发。因此，我们应在近期关注相关

地区化工发债企业的经营情况，关注其是否在恶劣天气中发生重大事故引起损失，评估其在未来可能产生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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