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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油化工企业的特点与构成
石油化工企业是指以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为原料，

生产、储运各种石油化工产品的炼油厂、石油化工厂、
石油化纤厂或其联合组成的工厂。其主要特点是以油品
加工为主，易燃易爆、高温高压、管道输送等。工程主
要由七大功能区块构成，分别为工艺装置区、储罐区、
火炬设施区、装卸车区、污水处理区、公用工程区、行
政管理区。

2 工厂总平面布置的基本设计程序
总平面设计是在保证生产、满足工艺流程和原料产

品运输的前提下，结合地形、风向等自然条件和厂区相
邻工厂或设施，按照功能分区合理确定单元平面、交通
运输线路、通道、绿化等位置，使其成为统一的有机整 
体，需尽量做到单元衔接顺当、环境安全、占地节省、
消防安全。而七大区块的位置分布直接决定了整个厂区
的格局，是一个总平面设计成功有否的关键。格局形成
后，再针对区块的各个单元具体分析，进一步优化，即
可形成一个合理的平面。那么如何布置好区块，需要满
足以下条件：
2.1 协调厂区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周边环境主要是指厂外道路，相邻企业，水、电、 
汽、风等外部供给条件，允许的排水排雨水方位等。①
厂外道路的定性。如厂外道路为国道、省道、县道、乡
道或高速公路时需要距离易燃易爆的设施 100m 以外。
故为了更好的利用土地，该侧最好布置行政管理区、公
用工程区、污水处理区等，避免土地浪费；②相邻工厂
的定性。应首先判断出相邻工厂是否为同类企业，如是
同类企业，则安全防火距离减少。如果不是，根据其性
质，以合理用地，减少安全间距为目的，布置相关设施；
③相邻工厂内部单元布置和人流车流方位。行政管理区
不宜和相邻工厂的汽车装卸区布置在一侧，避免人车不
分离。行政管理区属于人员集中场所，应考虑卫生防护，
不应与相邻工厂的污水处理场、硫磺回收、球罐区等布
置在一侧；④厂区总变电所的布置方位应由厂外供电情
况决定。污水处理场、雨水提升设施布置方位应由厂外
的污水管道、雨水管道方位决定。
2.2 在满足厂区与外部环境协调的情况下，进行厂区功

能分区布置方案

主要功能分区为：①工艺装置区。主要指工艺生产

装置以及相应配套的机柜间、变配电；②储罐区。主要
指原料罐组、成品罐组、中间产品罐组及其泵；③火炬
设施区。主要指火炬设施、燃料气回收设施；④装卸车 
区。主要指汽车装卸区、火车装卸区；⑤污水处理区。
主要指污水处理场、事故水池、雨水提升设施；⑥公用
工程和辅助生产区。主要指循环水场、消防水及新鲜水
加压站、空分空压站、凝结水站、动力站、除盐水站、
热水站、备品备件库、机修厂房、三修车间等；⑦行政
管理区。主要指厂前区（含办公楼、食堂、倒班宿舍）、
中心控制室、化验室。
2.3 区块之间的布置原则

区块之间的布置要满足工艺流程顺畅、有利于安全
防火、节省占地和有利于改扩建。
2.4 工厂总平面布置的基本方案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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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区块内的布置原则

保证工艺流程顺捷，系统管线集中。工艺装置应按
照工厂的生产流程、各组成部分的生产特点和火灾危险
性成组布置。储罐区应按产品罐组、原料罐组、中间产
品罐组成组布置。举例：外购重油经过重油加氢装置转
化为沥青、加氢重油、重油加氢中芳烃。沥青经装卸车
外卖，加氢重油和重油加氢中芳烃进入催化裂解装置进
而转化为油浆、催化中芳烃、催化轻芳烃和催化液态烃。
油浆经装卸车外卖，催化中芳烃进入中芳烃加氢装置转
化为加氢中芳烃继而外卖，催化轻芳烃进入轻芳烃加氢
装置转化为精制轻芳烃继而外卖，催化液态烃进入气分
装置转化为丙烯、丙烷继而外卖。那么在布置时，应尽
量将装置区和储罐区成两排布置，中间布置一主管架。
装置应根据流程依次布置重油加氢装置、催化裂解装置、
中芳烃加氢装置和轻芳烃加氢装置。罐区应将催化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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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催化轻芳烃等中间产品罐区临近装置布置。原料重
油罐组、产品沥青罐组和油浆罐组为易凝固的重油罐组，
应临近布置在装卸车和装置之间并集中布置。催化液态
烃罐区要考虑其危害性大，安全间距大，宜靠近装卸区
和小型罐组，远离大型罐组、装置炉子区和公共工程区。
装置较多时，除流程外，还可考虑甲方实际管理问题，
如加氢班组一般负责加氢装置，故可以将加氢装置集中
布置。

保证全厂性办公楼、中央控制室、中央化验室、总
变电所等重要设施应布置在相对高处。

消防站的布置应考虑快速通车到达事故地点，不宜
布置在主要人员同行路段，注意其位置应确保到厂区的
工艺装置和罐区的行车路程不宜＞ 2.5km。消防站也属
于人员之中场所，可布置在行政管理区附近。

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区一般临近厂前区布置，布置
在装置、罐区与行政管理区中间。因人员集中场所距离
装置的特定设备间距要去较大，将此布置在中间，可最
大限度利用安全间距。

火炬区、污水处理区、工艺装置中的硫磺回收属于
环保设施区，宜集中布置，远离厂前区及相邻工厂厂前
区，结合风玫瑰、地势，可基本定住火炬区、污水处理
区的位置。

将循环水场布置在负荷中心，可根据装置的数量和
距离，设置多个区域循环水场。将除盐水站临近动力站
布置。空分空压站远离循环水场、布置在空气洁净地段。
动力站布置时要首先考虑其燃料是煤还是气，如果是 
煤，应将其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便于燃料和灰渣的输
送和贮存。总变电站应布置在厂区边缘，临近厂外供电
设施。

事故水池、雨水监控池宜布置在厂区边缘较低处，
可与污水处理场集中布置。故应首先将污水处理区布置
在地势低处。

全厂性的高架火炬宜位置生厂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上风侧。故结合风玫瑰以及周边情况合理布置火炬设
施区。

工厂道路与管线规划。在功能区之间设置全厂主干
道路以便消防和检修，之后需在各单元之间设置消防道
路。全厂系统管架应设置集中并有一定的发展预留。

3 多方案比较优选
根据上述布置原则，进行多方案比较，优选出较好

的两个方案，然后对区块进行填空，最后通过比选得出
最佳推荐方案。
3.1 区块填空注意事项

区块在总平面上形成之后，就需要对区块内的各个
单元进行合理布置，细化到每个单元的具体定位。布置
单个单元时需要考虑以下关联因素：①重视安全防护距
离。人员集中场所应布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段，其与具有
VCE 爆炸源危险性和高度气体泄漏源之间有一定的防护
距离。故在布置时，机柜间、变配电、值班室等分散区

域的人员控制在 1 人，以便减少安全防护距离；②重视
厂区运输道路。厂区的原料及产品运输线路（路面边）
距离装置、罐区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为避免因此产生的
空间浪费，在布置平面时应首先了解厂区全部需要运输
的仓库、鹤位等，比如硫磺回收的硫磺仓库、硫酸装置
的氨水卸车、聚丙烯装置的丙烯仓库、危废暂存库、一
般暂存库、润滑油仓库。在规划其位置时一并考虑其运
输线路。尽量集中布置在围墙周边，利用厂区四周环形
道路；③重视整体视觉感受。一个好的平面，除了要满
足功能需要，还需要满足视觉享受，应该是布局规则、
整齐的。同样的，一个看上去乱糟糟的平面，即使功能
分区明确，那么仍然会有改进的需要；④了解全厂性系
统管网的设计。系统管网相当于整个厂区的血管，连接
这各个单元的管线、槽盒进出。对对管架的宽度、管线
进出的位置了解，更有利于布置通道、装置和罐区的甩
头方位等。
3.2 通过比较优选最佳方案

①项目占地。一个好的平面必须尽量做到占地小，
单元布置紧凑，合理利用土地是最优解；②后续发展端。
为了整个厂区的整齐规则和实用性，功能分区在预留地
中依旧明确，应结合业主提供的发展端，合理布局。应
尽量避免行政管理区布置在现有厂区和预留发展端中间
部位；③安全环保。主要针对液态烃罐区、火炬、污水
处理场、硫磺回收进行重点分析；④地形利用情况。污
水，雨水的排放是否可以利用地形进行重力流，从而达
到降耗目的。尤其是有台阶的地形上，原料罐、装卸车
的布置也影响能耗；⑤交通运输。汽车装卸车是否影响
厂外主干道的同行，是否会造成厂外道路的阻塞。需对
此进行评估；⑥业主的想法。设计院的服务对象是业主，
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尽量满足业主的需求，比如考
虑风水、实际操作、办公楼的布局。

通过比较其优缺点，得出最佳方案。

4 工程总平面布置的综合评价
工厂的经济效益取决于投资和能耗，减少投资降低

能耗提高经济效益是工程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
个合理的平面对节能降耗有很大的帮助，本文通过分析
设计方法，进而达到有效合理布置总平面的目的，避免
在缺少大格局的情况下，边布置边修改。不同厂区的规
模、占地、产品均有不同，但只要掌握住基本原则和抓
紧关键点，即可轻松完成总平面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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