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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针对石化产品的储运，一般需装卸或排放使用大

型的油气罐、桶（如图 1），而在此过程中常有诸多

不安全因素存在，因为化工产品本身未有较高的燃点，

且又有很强的可爆炸性，加之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储运系统老化、不完善等，所以发生安全事故、突

发意外的概率非常高。

为了让石化产品的价值得到保证，防止工作人员

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就要求完善储运系统的性

能，提高排放技术安全性，须知确保石化产品顺利实

现安全运输和排泄的重点就在于有效应用、落实石化

产品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措施，同时其也对企业后

续生产业务的正常开展具有直接影响。就我国石化产

品来说，针对其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可燃液体、气体与可燃蒸汽等方面，对此便要

求加强管理与提升，以确保石化行业发展的安全性、

稳定性。

图 1   石油储存容器

1 石化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虽然我国石化行业取得了迅猛发展，各

地的石化企业发展态势也在持续走高，但仍然会发生

一些安全事故，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内部石化生产和

储运过程中存在矛盾，即石化储运系统不安全排放，

进而导致部分安全隐患出现在石化场所。近段时间，

受各方因素的影响，石化企业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且

在经营方面也面临巨大风险，而这对石油化工企业来

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形势下，石化企业的当

务之急便是将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安全隐患有效解

决，保障其顺利发展。为从窘迫局面中走出，很多企

业均选择通过提高石化储运系统的安全排放系数来保

证生产安全。对我国石化企业来说，在刚成立时就应

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并在石化生产、储运的每个环节

渗透安全排放理念，通过将石化生产、储运过程中的

不安全排放减少甚至直接消除，让整个石化生产的风

险系数明显降低，最终使石化产能、安全性能均得到

显著提高。

2 石化产品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措施

2.1 可燃性气体和蒸汽安全排放

第一，要有单独的设备储存可燃性气体，并采取

科学手段有效隔离这部分气体和火源。在石化企业

中，以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石化企业中的相关工作

人员，除了严禁摩擦静电外，制造明火更是坚决不允

许的，以防止这部分可燃性气体发生化学反应。同时，

还需对石化工作环境予以严控，确保其介质浓度的安

全，以免过高的介质浓度引发爆发。在平时的生产储

运环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既定标准与要求操

作，认真检测气体浓度，一旦发现浓度过高又或是过

低，则需立即进行处理，实施应急方案。

第二，在部署蒸汽安全排放相关工作内容上，管

理人员必须第一时间掌握石化产品储运系统的工作环

境状态，保证可以切实贯彻执行蒸汽安全排放工作，

最大程度地降低发生意外爆炸事故的概率。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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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严格根据相关要求、标准来排放介质，在排放介

质时，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保证放空管的方向朝上，以

在短时间内排放完这部分介质物质，并借助如此排放

来减少气候对介质排放的影响。不仅如此，相关工作

人员还需控制好放喷气流的浓度，在排放气体时充分

考虑到混合气体的扩散现象，确保气体浓度不超过爆

炸指数，倘若发现气体浓度远远超过了规定值，甚至

和爆炸浓度指数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小，那么就应立即

冲散气体浓度，以安全可靠的完成排放工作。在整个

气体与介质排放过程中，技术工作人员仍然需要不间

断地检测气体浓度，确保对浓度范围做到精准把控。

第三，相关管理人员在排放可燃性气体与蒸汽时，

一定要应用分散排放的工作模式。因为在可燃性气体

中涵盖了诸多气体，它们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都是

不同的，倘若将其归于一类密集储存，并统一排放，

则就难免不会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化学变化发生，甚至

严重的意外安全事故或许也会出现，所以相关管理人

员需把可燃性气体的排放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根据气

体种类的不同实施分散排放，具体来说需尽量分散布

局这部分用于排放气体的管道，充分考虑到各类气体

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以从高度、材料层面上来科

学选种、安置管道。除此之外，另一项工作内容也需

要管理人员引起重视，即施工安装这部分管道，即应

加强重视每种气体排放技术设备的安装，并严格根据

相关要求进行把关，在工作流程的指引下合理安装、

分布安置管道，从而让气体分布排放工作效果更佳，

质量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2 可燃性液体安全排放 

针对可燃性液体的安全排放，需将以下几点有效

落实：

①设置好事故存液池。即充分确保设置位置和距

离的合理性。一般来说，各池子之间的距离应超过

30m，和明火也应间隔至少 30m，各罐组间的距离不

得小于 25m, 且还需把 7m 宽的消防通道预留出来，这

样就算罐组发生事故也不会波及所有；

②事故存液池的容积情况应符合实际需求，要求

事故存液池具备较强的存储能力。基于此，各事故存

液池间能够顺畅连接。且要求容量必须超过罐组内最

大固定顶罐容积；

③不断优化完善排放方式，在此过程中需正确认

识可燃性液体特点。将可燃性液体实际情况联系起来，

实施蒸汽排放。尤其是在发生紧急事故时，一定要根

据压放的方式排放可燃性气体，并把一定量的惰性气

体加入其中，如此既有助于实现高效排放，且容器发

生爆炸的概率也会很低；

④尽可能多地重视、关注事故存液池爆炸控制工

作，事故存液池可选择密封形式，这样做的原因是在

事故存液池的内部会有一些水分存在，随着高温液体

的进入，内部积水会出现气化反应，进而慢慢增加内

部压力，最终引发物理性爆炸。为尽可能避免发生此

类情况，就需做好排水装置的设置，以便在第一时间

排出水分。利用这一方式可有效预防高温液体由于接

触空气而发生爆炸。所以在正式排放前，应认真清理

事故排放罐和排放管道，可将惰性气体应用于清理过

程中，从而以顺利开展安全排放工作做好铺垫。

2.3 柴油的安全排放措施

柴油的显著特征包括易燃易爆性、蒸发性、带电

性等，且在发生火灾时，燃烧和爆炸会相互转化，另

外传播速度也非常快，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热辐射。

相关研究表明，如果柴油罐的液面为 394m2，当其燃

烧时，同液面相距 5m 高的火焰在不超过 10s 的时间

内就能够达到 1100℃。如此特性无疑将巨大的安全威

胁带给了油库，所以一定要对柴油的储运管理多加关

注。

2.3.1 重视柴油储罐管理

柴油储罐是一种常压设备，为均衡压力，不论何

种类型的储罐均应在通往大通气管关口安装呼吸阀，

且呼吸阀排气压力与进气压力均应根据储罐设计的

正、负压力来设置，前者低、后者高。不仅如此，还

应将阻火器设置于呼吸阀上方，把储罐通气管的管口

设在室外，要求其满足以下条件，即比罐顶高出1.5m、

高于储罐四周地面 4m、距离配电间的门窗超过 5m，

如此方可避免罐内进入外部火花。

2.3.2 加强柴油防静电、防雷管理

一旦有空气混入柴油饱和蒸汽中，则发生爆炸的

概率非常高，即使点火能量非常小，还是会导致爆炸。

由此能够看出，在柴油的日常储运和使用过程中一定

要把防静电和防雷等工作做好。

①地上固定顶罐，也就是所谓的钢罐，其厚度应

在 4mm 内，虽然没有配备避雷针的必要，但还是需

将相关防雷接地工作做好。钢罐防雷接地点最少要有

两处，最高接地电阻为 10；

②借助镀锌钢管为控制系统内的配电电缆和罐区

内的相关仪表提供有效保护，管子两端应连接罐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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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等电位；

③如果是高度在 5m 以上的立式储罐，应配备盘

梯，制定应对因磕碰而引发火花的策略；

④在装卸场地安装防静电接地仪器。为将人体静

电消除，可在扶梯入口、泵房门外等装卸作业区配备

相关仪器，其中要求防静电接地设备的最高接地电阻

不能超过 100Ω；

⑤从罐底将液管接入，控制液体流速在 4.5m/s，

防止罐体内因为液体的大量流动而导致静电积聚问题

产生。若必须从上部接入，则需向距离罐底 2.0m 处

延伸。

2.3.3 重视柴油的储存管理

实施一次性防护策略，让油品蒸发减少，防止爆

炸性油气混合物产生。如果柴油量大，则在保存方面

应选择散装油罐，且应保证各设备的可靠性、完整性，

包括呼吸阀、测量孔、接地装置等，以免形成、聚集

油蒸汽；反之则可采用油桶保存，但对于放置场所应

选择通风较好处，同时确保油桶保存点和产生明火又

或是电火花的场所之间的距离是达标的。不仅如此，

还要实施二次防护措施，即消除引爆源。根据《爆炸

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中的要

求，选型、安装用于保存和收发柴油且处于爆炸危险

范围内的诸多电气设备，包括通风、照明、通信、控

制等，并敷设电力线路。

2.3.4 严格遵守油库动火作业管理规定

尽可能不动火作业，如果不得不动火作业也一定

要提前告知主管部门，得到其允许，且作业必须由具

备资质的专业队伍负责。动火前需将储输油设备腾空，

通过加隔盲板的方式，将同其他油罐的连接隔断，借

助石棉被、沙袋把外界油气有效阻隔，并展开全方位

清洗，做到通风换气，针对可燃气体浓度进行测量，

待安全检查人员确认达标后方可动火。

3 石油化工产品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的实践重

点

3.1 完善强度管理机制

为了让石化产品储运系统的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

升，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把管理机制完善，并对安全

排放的核心予以充分掌握，诸如员工不认真、懒散、

懈怠的问题应得到有效解决，借助监督机制对隐藏于

储运过程中的部分问题进行核查，在标准审查管理中

明确责任管理机制。工作人员在这一过程中应确保各

环节都能够与相关标准相符，如例行审查、监督、评

估工作，奖励那些有突出表现的人员，惩罚不合格人

员，以便借助大规模的审查和管理来实施停工整改，

通过一定的思想教育展开管理监控，同时以停工整改

为契机来进行思想教育，让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得到

进一步规范。

3.2 建立风险评估系统

在进行油品储运时，工作人员需将风险评估系统

建立起来，借助有效的管理方案、风险干预方案实施

监控，完成对可靠检测过程的测定，知晓检测的安全

系数，通过审核管理让油品存储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

所以，在监控方面，工作人员需发挥现代化技术的优

势，通过动态化、系统化、标准化的管理来明确具体

的管理思路，并对安全排放的一些隐藏问题予以测定，

基于对油品储运要求、储运重点的核查完成对各类数

据精准性的检测。举例来说，通过油品储运检测，工

作人员应对油品储运的问题进行评估，借助科学化、

系统化检测完成对排放安全系数的评估，让储运设备

的功能性、安全性在科学全面的了解与测定过程中得

到显著提升。

总而言之，工作人员应以相关规范要求为核心，

针对罐区四周的生态环境、储罐溶剂指标展开全面核

查，将浮顶、内浮顶罐组的功能性进一步增强，在确

定事故影响的同时保证存液池、防火堤的基础功能，

通过有效阻隔把污水池的直接影响有效减小，保证流

淌扩散的标准与相关要求相符，使整体管理的安全性

和环保性均得到明显提升。

4 结语

总之，若想顺利实现安全排放的目标，则必须依

赖于石化产品储运系统安全排放技术。所以，在石化

产品生产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正确认识各种

安全排放技术，以便将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在相应排

放工作和生产工作中将其合理应用，从而使爆炸等危

险事故的发生概率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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