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实务新增变化考点总结 

考点一：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 

安全领导力 企业各级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能力，核心是企业主要负责

人的领导能力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建立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是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的根基 

安全生产合规性

管理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所有的程序 制度 标准 工作 现场、活动都符合

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 员工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标准、制度、

程序的要求。 

安全生产信息管

理 

是危害识别和风险分析的依据， 也是落实过程安全管理其他要素的

基础。 

安全教育、培训

和能力建设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相关法律和风险教育，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法律

意识、风险意识; 

风险管理 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融入风险管

理工作 

装置安全规划与

设计 

在规划阶段，相关单位和人员必须进行风险辨识和风险评估， 

在设计阶段，设计单位依据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

(HAZOP)、工艺过程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结果、安全仪表系统安全

完整性等级(SIL)评估等辨识和评价结果进行化工装置的设计工作 

1.在生产准备阶段 在吹扫、清洗、气密(压力)试验阶段，应编制

方案，落实责任人并实施。 



装置首次开车安

全 

2.在单机试车阶段 应成立试车小组，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3.在中间交接阶段 开展“三查四定”工作。 

4.在联动试车阶段 企业应统筹协调试车的管理工作 

5.在投料试车阶段 严格按照试车方案进行投料试车 

 

安全操作 

企业每年要对操作规程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至少每 3 年要

对操作规程进行审核修订;当工艺技术、设备发生重大变更时，要及

时审核修订操作规程 

企业要制定装置开停车安全条件检查确认制度 

 

 

设备完好性管理 

1.建立并不断完善设备管理制度;对所有设备进行编号，建立设备台

账 

2.本质安全设计: 合理选择设备和管道的材质、设备规格，关键设

备应留有安全裕量 

3.设备安全运行管理: 开展设备预防性维修。关键设备要装备在线

监测系统 

安全仪表管理 安全仪表包括安全控制、安全报警和安全联锁，是用仪表和控制实

现的过程安全保护措施 

重大危险源安全

管理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在役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应至少每三年进行一

次全面风险分析; 

涉及毒性气体、剧毒液体、易燃气体、甲类易燃液体的重大危险

源，应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进行安全评估，; 

涉及爆炸性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应采用事故后果法

确定其影响范围 



作业许可 规范动火、进入受限空间、动土、临时用电、高处作业、断路、吊装、

抽堵盲板等特殊作业安全条件和审批程序 

承包商安全管理 严格承包商资格审查，与承包商签订安全协议. 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对承包商施工方案进行审核, 进行现场安全交底;对承包商作业进行

全程安全监管，建立与承包商的沟通机制，定期评估承包商安全业绩 

 

 

变更管理 

工艺技术

变更 

 

生产能力，原辅材料(包括助剂、添加剂、催化剂等)和介

质(包括成分比例的变化)，工艺路线、流程及操作条件，

工艺操作规程或操作方法，工艺控制参数，仪表控制系

统(包括安全报警和联锁整定值的改变)，水、电、汽、风

等公用工程方面的改变 

设备设施

变更 

 

主要包括设备设施的更新改造、非同类型替换(包括型

号、材质安全设施的变更)、布局改变，备件、材料的改

变，监控、测量仪表的变更，计算机及软件的变更，电

气设备的变更，增加临时的电气设备等 

管理变更 

 

主要包括人员、供应商和承包商、管理机构、管理职责、

管理制度和标准发生变化等 

变更管理程序 申请：按要求填写变更申请表，由专人进行管理。 

风险评估：应采用合适的危害辨识和风险评估方法开展变更风险评

估、制定管控措施。 

审批：变更申请表应逐级上报企业主管部门，并按管理权限报主管

负责人审批 



实施：变更批准后，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没有经过审查和批

准，任何临时性变更都不得超过原批准范围和期限。应对变更可能

受影响的本企业人员、承包商、供应商外来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和

告知。 

验收、关闭：变更结束后，企业主管部门应在变更投用具备验收条件

时及时完成验收工作 

应急准备与响应 按规定要求编制针对性的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

方案 

事故事件管理 企业应制定事故事件管理制度  

本质更安全 企业应制定本质更安全的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装置的本质安全化水平 

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具有导向、凝聚、激励、辐射和同化功能 

体系审核与持续

改进 

包含管理要素审核、管理体系评审、绩效考核、外部审计等 

 

考点二：化工消防技术 

灭火方法 内容 

窒息灭火法 

降低有效氧含量、气体灭火剂 

窒息灭火法即阻止空气流入燃烧区，或用惰性气体稀释空

气，使燃烧物质因得不到足够的氧气而熄灭 

隔离灭火法 

可燃物助燃物分隔、泡沫灭火

剂 

即将燃烧物质与附近未燃的可燃物质隔离或疏散开，使燃烧

因缺少可燃物质而停止 

冷却灭火法 将灭火剂直接喷洒在燃烧着的物体上，将可燃物质的温度降



降低体系温度、水系灭火剂 到燃点以下以终止燃烧。 

化学抑制灭火法 

卤代烷灭火剂、干粉灭火剂 

使用这类灭火剂时，一定要将灭火剂准确地喷洒在燃烧区

内，否则灭火效果不好 

灭火剂 

类别 适用范围 

 

 

水灭火剂 

冷却、乳化、稀释

和水流冲击 

不能用水扑救的 

①一般情况下不能够用水扑救带电物体火灾。 

②不能用水扑救遇水易燃品和金属火灾。 

③不能用水扑救高温物体火灾。 

④不能用直流水扑救浓硫酸、浓硝酸和盐酸火灾和可燃粉尘聚集处的火

灾。 

⑤贵重设备、精密仪器、图书、档案火灾和遇水可风化的物品火灾不能

用水扑救，因为易引起水渍损失，损坏设备。 

⑥非水溶性可燃液体的火灾，原则上不能用水扑救，但原油、重油可以

用雾状水流扑救 

 

泡沫灭火剂 

冷却、隔离（油罐

类火灾） 

 

扑救类型 

非水溶性可燃液体及一般固体火灾 

1.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石化领域主要做排烟换气。 

2.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油罐类火灾扑救。 

3.水溶性可燃液体（甲醇、乙醇和丙酮）—抗溶性泡沫。 

干粉灭火剂— 

化学抑制、隔离、

（1）普通干粉灭火剂，适用于扑灭 B 类和 C 类火灾，又称 BC 类干粉。 

（2）多用途干粉灭火剂，适用于扑灭 A 类、B 类和 C 类火灾，又称 ABC



冷却、窒息 类干粉。（多用途干粉灭火剂—磷酸盐灭火剂） 

（3）D 类干粉。D 类干粉是指适用于扑救 D 类火灾的干粉， 又称为专

用干粉。 

惰性气体灭火剂 

冷却、窒息 

惰性混合气体灭火剂适用于扑救各种可燃液体和用水、泡沫、干粉等灭

火剂灭火时容易受到污损的固体物质火灾， 

如电气、精密仪器、贵重设备、图书档案等。 

还可扑救 600V 以下的各种电气设备火灾。 

惰性混合气体灭火剂不能扑救钠、钾、铝、锂等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及其

氢化物火灾， 

不能扑救在惰性介质中能自身供氧燃烧物质的火灾(如硝酸纤维 

氟化酮灭火剂 

化学抑制 

氟化酮灭火剂能灭 A、B、C 类火灾，灭火效率高，灭火浓度低，不导

电，易挥发，不留痕迹残渣， 

 

消防设施 

消防给水系统 应按需要同时作用的各种水灭火系统最大设计流量之和确定。 

两座及以上建筑合用消防给水系统时，应按其中一座设计流量最大者确

定。 

当消防给水与生活、生产给水合用时，合用系统的给水设计流量应为消防

给水设计流量与生活、生产用水最大时流量之和 

消防水池 消防水池的补水时间不宜超过 48h，但当消防水池有效总容积大于

2000m3 时，不应大于 96h 

消防水池的总蓄水量有效容积大于 500 m3 时，宜设两格能独立使用的消

防水池；当消防水池的容积大于 1000m3 时，应设置能独立使用的两座



消防水池。 

取水口（井）与建筑物（水泵房除外）的距离不宜小于 15m， 

与甲、乙、丙类液体储罐等构筑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40m ， 

与液化石油气储罐的距离不宜小于 60m， 

若有防止辐射热的保护设施时，可减为 40 m 。 

消防泵 （1）每月应手动启动消防水泵运转一次，并应检查供电电源的情况。 

（2）每周模拟消防水泵自动控制条件，自动启动消防水泵运转一次。 

（3）每日应对稳压泵的停泵启泵压力和启泵次数等进行检查和记录运行

情况。 

（4）每日应对柴油机消防水泵的启动电池的电量进行检测，每周应检查

储油箱的储油量，每月应手动启动柴油机消防水泵运行一次。 

（5）每季度应对消防水泵的出水流量和压力进行一次试验。 

（6）每月应对气压水罐的压力和有效容积等进行一次检测。 

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高，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干粉灭火系统 用于扑救可燃气体，液体，电气设备火灾 

不能扑救深度阴燃火灾，和本身供氧化学物质火灾 

消防炮灭火系统 以炮的形式将水、泡沫混合液、干粉等灭火药剂高速喷射 



 

 

二氧化碳灭火系

统 

   

 

适用：(1)灭火前可切断气源的气体火灾 

(2)液体火灾或石蜡、沥青等可熔化的固体火灾。 

(3)固体表面火灾及棉毛、织物、纸张等部分固体深位火灾。 

(4)电气火灾。 

 不适用： 

(1）经常有人停留的场所， 

(2)硝化纤维、火药等含氧化剂的化学制品火灾。 

(3)钾、钠、镁、钛、锆等活泼金属火灾。氢化钾、氢化钠等金属氢化物火灾。 

火灾探测器适用情况 

感烟探测器：   有阴燃阶段，产生大量的烟和少量的热 

感温探测器： 发展迅速，可产生大量热、烟和火焰辐射的场所 

火焰探测器 发展迅速，有强烈的火焰辐射和少量的烟、热的场所 

可燃气体探测器： 对使用、生产或聚集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蒸气的场所 

红外光束感烟探测

器 

对于无遮挡的大空间或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缆式线型定温探测

器 

地板下及重要设施隐蔽处，以及其他环境恶劣不适合安装点型探测器的

危险场所 

 

 

 

 

 



不适用情况 

感烟探测器 

误报警 

对于相对湿度经常大于 95%、产生无烟火灾、有大量的粉尘，或在正常

情况下有烟和蒸汽滞留的房间等场所 

感温探测器 

（延误报警） 

对于可能产生阴燃火或发生火灾不及时报警将造成重大损失的场所 

火焰探测器 

（误报警） 

对于可能发生无焰火灾、探测器镜头容易被污染或视线被遮挡，以及在

正常情况下有明火作业或有 X 射线等影响的场所， 

 

考点三：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技术 

防护目标 

高敏感防护目标 文化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场所、社会福利设施、其它在事故场景下

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低群体聚集的场所。 

重要防护目标 公共图书展览设施、文物保护单位、宗教场所、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军事、

安保设施、外事场所，其它具有保护价值的或事故场景下人员不便撤离的

场所。 

一般防护目标 其他防护目标，按照规模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防护目标 

 

 

 

 

 

 

 



防护目标类型 一类防护目标 二类防护目标 三类防护目标 

住宅服务设施 ≥30 户或≥100 人 10≤户＜30、30≤人

＜100 

户＜10、人＜30 

行政办公设施 县级以上、其他人数≥

100 人 

办公人数＜100 人 

 

交通枢纽 聚集人数≥100 人 聚集人数＜100 人 

 

旅馆住宿业 床位≥100 张 床位＜100 张 

 

其他非化工企业 

 

当班人数≥100 人 当 班 人 数 ＜ 100

人 

体育馆 建筑面积≥5000m2 建筑面积＜5000m2 

 

综合性商业服务 建筑面积≥5000m2 

高峰人数≥300 人 

1500m2≤ 建 筑 面积

＜5000m2 

100≤高峰人数＜300 

建 筑 面 积 ＜

1500m2 

高峰人数＜100 

综合性商业办公 建筑面积≥5000m2 1500m2≤ 建 筑 面积

＜5000m2 

建 筑 面 积 ＜

1500m2 

城镇公园 占地面积≥5000m2 1500m2≤ 占 地 面积

＜5000m2 

占 地 面 积 ＜

1500m2 

公共设施 

 

其他公共设施营业网

点 

加 油 加 气 站营 业

网点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流程 

爆炸物 事故后果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有毒气体 或易燃

气体 

构成重大危险源，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考点二：布局安全技术 

 

 

厂址选择 

（1）厂址应远离大中型城市城区、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和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地区

并宜位于相邻环境敏感地区的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2）厂址所在地区应具有可靠的水源和电源 

（3）厂址宜选择原料输送便捷、市场需求量大、消费能力强的地区 

下列地段和地区不得选为厂址 

发震断层和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及以上的地区，山区或丘陵地区的窝风地带 

 

 

 

 

一般要求 

远离管理区、生活区、实(化)验室、仪表修理间，尽可能以敞开式、半敞开式布

置 

有毒有害物质的有关设施应布置在地势平坦、自然通风良好地段，不得布置在窝

风低洼地段 

剧毒物品的有关设施应布置在远离人员集中场所的单独地段内，宜以围墙与其他

设施隔开 

腐蚀性物质的有关设施应按地下水位和流向，布置在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和设备

的下游 

明火设备应集中布置在装置的边缘，应远离可燃气体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设备

及储槽 

噪声源应远离厂内外要求安静的区域，宜相对集中、低位布置;高噪声厂房与低

噪声厂房分开布置 

 



 

生 产 车 间

及 生 产 工

艺装置区 

一般布置在厂区的中央部分 

工艺装置区布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洁净工艺装置布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可燃，有毒或腐蚀布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明火加热炉集中布置在装置区的一侧外操室布置在设备区的边缘地带 

 

 

储 罐 区 布

置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储存甲、乙类物品的库房、罐区、液化烃储罐宜归类分区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 

成品、灌装站不得规划在通过生产区、罐区等一类的危险地带 

液化烃或可燃液体罐组，不应毗邻布置在高于装置、全厂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

场所的位置上，并且不宜紧靠排洪沟 

参加生产过程的中间罐组，宜布置在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工艺装置附近 

参加生产过程的中间罐组，宜布置在与其有隶属关系的工艺装置附近 

可燃液体储罐罐区布置在同一罐组内的储罐，火灾危险性类别宜相同或相近沸溢

性液体的储罐不应与非沸溢性液体的储罐同组布置 

 

 

公 用 工 程

装 置 的 布

置 

采用架空电力线路进出厂区的总变配电所，应布置在厂区边缘 

锅炉设备、总配变电所和维修车间(火花)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向 

空分装置、压缩空气站(洁净)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水处理场(污染)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宜位于厂区边缘或厂区外地下水位较低

处 

制冷站的布置:宜靠近负荷中心;布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段 

循环水场的布置:循环水场应靠近用水量较大的用户 

污水处理场的布置:宜位于厂区边缘或厂区外地下水位较低处 

 

生 产 装 置

布置 

应布置在敞开或半敞开式的建筑物、构筑物内; 

同类火灾爆炸危险物料的设备或厂房应尽量集中布置 

室内有爆炸危险的生产部位应布置在单层厂房内，并应靠近厂房的外墙 



生 产 装 置

布置 

 

在多层厂房内，易燃易爆的生产部位应布置在最上一层靠外墙处 

有火灾爆炸危险的生产厂房，应在易爆部位设置必要的压面积，压部位不要靠近

人员集中或交通要道处 

生产装置的集中控制室、变配电室、分析化验室等辅助建筑物，应布置在非防火、

防爆区 

 

 

 

管 系 的 布

置安全 

全厂性工艺及热力管道宜地上敷设 

沿地面或低支架敷设的管道不应环绕工艺装置或罐组布置，并不应妨碍消防车的

通行 

管道及其柜架跨越厂内铁路线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5.5 m，跨越厂内道路的净空

高度不应小于 5m 

在跨越铁路或道路的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管道上，不应设置阀门及易

发生泄漏的管件(且应敷设在管涵或套管内) 

距散发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设备 30m 以内的管沟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窜入和积

聚的措施 

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金属管道除需要采用法兰连接外，均应采用焊接

连接 

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管道不得穿过与其无关的建筑物 

 

 

化 工 装 置

的 布 置 安

全 

塔的布置 塔和管廊之间应留有宽度不小于 1.8m 的安装检修通道 

管廊柱中心与塔设备外壁的距离不应小于 3m 

反应器的布置 与加热炉的净距应尽量缩短，但不宜小于 4.5m 

换热设备的布

置 

换热设备应尽可能布置在地面上，数量较多也可布置在框架上 

物料温度超过自燃点的换热设备不宜布置在框架内的底层 

泵的布置 可燃液体泵房的地面不应有地坑或地沟，以防止油气积聚，同

时还应在侧墙下部采取通风措施 

 可燃气体压缩机宜敞开或半敞开式布置 



压缩机的布置 压缩机在室内布置时，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压缩机厂房的顶部

应采取通风措施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压缩机厂房的地面不应

有地坑或地沟 

若不能避免时应有防止气体积聚的措施，下部宜有通风措施 

蒸发器的布置 气压柱应当保持至少 1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