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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我国大型煤气化在关键技术、核心装备、重大工程等方

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煤化工工艺装置涉及介质具有燃爆性、

毒害性和腐蚀性等特性，涉及热解、燃烧、气化等复杂反应过程，

工艺过程具有高温、高压、腐蚀和磨蚀等复杂条件，煤化工装置具

有立体布局、结构紧凑和多相流等特点。煤气化工艺装置因本身固

有的危险特性，极易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事故，进而引发相邻设

备的泄漏、爆炸和火灾等事故，因多米诺效应而引起次生灾害，从

而产生多米诺效应，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型煤气

化装置布局是影响多米诺事故发生风险大小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合

理的空间布局不仅可能会导致多米诺事故频发、使事故规模进一步

扩大，严重威胁装置的正常使用，并可能对人员和环境造成很大破

坏，经济损失严重。安全运行已成为制约大型煤气化技术进一步发

展的瓶颈。

对土地利用进行安全规划是降低化工园区潜在事故风险的治本

之策。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上世纪末开始重视化工危险设施土

地利用安全规划的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化工设

施的土地利用安全规划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自 2004 年起开始研究

重大危险源土地利用安全规划问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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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风险评价技术，对化工园区土地利用安全规划的内容、方法和

程序等进行了研究。

由于煤气化装置火灾危险性等级和装置框架高度的特殊性，现

行国内设计规范已不能满足当前大型工程安全设计的实际需要，因

此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立项制定了《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技术规

范》，以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煤化工安全的一些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技术

难点。

（二）编制过程

2020 年 3月，成立了由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

司、中石化镇海炼化公司、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编写

组。

2020 年 4月，编写组向中国职业健康协会提出了立项申请，开

展可行性分析，编制可行性分析报告，获得立项通过。

2020 年 5-12 月，编写组在充分总结和比较国内外安全布局技术

标准、调研国内石化设备安全布局技术的基础上，参考 GB 50160《石

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AQ/T 3046-2013《化工企业定量风险

评价导则》、GB/T 26610《承压设备系统基于风险的检验实施导则》

等标准规范，开始本标准的编写工作，2020 年 10 月形成了标准初步

稿件。

2021 年 1 月-3 月，编写组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

全工程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

镇海炼化公司、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征集意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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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准内容的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草案。

本标准编制人员包括：王志荣、郭品坤、刘海峰、邱志刚、代

正华、刘学军、徐伟、李峰、宋泽阳、王庆国、赵坤、曹兴岩、兰

正贵、陆海峰、杨宏泉、胡晓昕、黄爱斌、章瑞林、胡小平、安光、

朱云峰、孙峰、李亚辉。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起草将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

1．先进性原则

工作组将紧密跟踪并借鉴最新版国际标准、最新修订动态、相

关测试方法标准的最新技术内容。通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借鉴

引用或改进现有方法和技术的途径，确保本标准在煤气化装置布局

方面的准确、可靠和有效性。

2. 适合性原则

本制订标准的修订起草工作综合考虑国内外其他国家或机构对

化工设备布局的规定和国内煤气化企业的现实性，确保新制订的标

准内容易落地、便推广。

3．科学性原则

本制订标准的关键指标及制订技术内容，将尽可能通过其他权

威或可靠技术方法，使标准内容更加可靠。

4．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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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基础

南京工业大学拥有“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所在学科是江苏省优势学科，2017 年学科评估成绩为 B+。

近些年来先后建成了材料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本质安

全与控制技术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依

托这些平台，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工业灾害性泄漏扩散和火灾爆炸及

其防治技术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研究开发的气体爆

炸特性尺寸效应的测试系统等发明专利实现了技术转化，产生了明

显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成果“高危险性化工装置重大事故预防与

控制技术装备及其工程应用”的软件及软硬件集成装备已广泛应用

于政府安监部门、工业园区及企业的高危险性化工装置（如氯化、

硝化、氧化等）的重大事故预防与控制、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提

高了装置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产业进步，成果于 2012 年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目前，南京工业大学正在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大型煤气

化工艺装置安全布局优化及完整性管理技术》（2018YFC0808505）的

研究任务，联合中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中石

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镇海炼化公司、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

任公司等高校、科研单位和设计公司，针对煤气化工艺装置安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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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优化和设备完整性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分工合作，开展大型煤

气化工艺装置设备空间安全布局优化技术和设备完整性管理技术研

究，为本标准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各单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合理分工，密

切配合，保障标准的起草、送审等工作。

三、章、节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框架结构主要是参照 AQ/T 3046-2013《化工企业定量

风险评价导则》和《Guidelines for Siting and Layout of Facilities》的

内容而制定。

1 范围

阐述了规范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只列出本部分引用过有关条款或重要内容且已正式发布的

文件，没有包括尚未发布的文件和参考文献。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只对因理解偏差容易产生歧义、重复在本部分多次出现且

对条款的含义至关重要的术语、缩略语、专业词或概念进行了说明

或定义，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术语，如果约定俗成的理解对条款的

基本涵义不容易产生误解，也不在之列。

4 基本程序

对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的基本流程做了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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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煤气化装置典型事故场景风险评估

明确了煤气化装置事故场景风险评估方法的具体计算方法。

6 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优化

明确了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的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和风险可接

受标准。

7 附录

附录中包含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

四、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五、技术经济分析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益

在新建煤气化装置的规划、安全距离确定、平面布局中进行煤

气化装置安全布局，可有效的确定安全间距、平面布局优化，提高

设计合理性，有利于企业正确的决策。

在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中，基于有效、系统的定量风险评价，

提出其安全布局方法，可有效降低系统的风险水平，有利于安全措

施的有效分配。

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是一种系统化的方法，该方法可应用到不

同规模的煤气化企业，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通过

制定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技术规范，使得煤气化装置布局科学化、

规范化，布局结果具有可比性。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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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本标准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与我国现有防火设计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等互相

支持、互为补充，解决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问题。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煤气化企业发生事故后，对员工、单位和社会影响极大，本标

准规定了煤气化装置安全布局的基本过程，有助于对煤气化装置进

行布局优化减少事故风险，从而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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