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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危（wei）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电气伤害、

机械伤 害、车辆伤害、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低温冻伤以及噪声振动伤害

等。 

公司内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的区域有 :储罐区、压缩机间、计量灌 

瓶间。上述区域一旦因为设备腐蚀、操作不当、工作超压等情况时 ,液化石 

油气均有可能泄漏,发生火灾或者爆炸事故。 

在接卸、充装过程中,如果操作条件变化引起压力波动,或者误操作,均 

可能因设备自身缺陷或者焊缝缺陷而引起液化石油气泄漏。 可能发生泄漏的

地 点不少,管道焊缝、阀门、法兰盘、压缩机等都有可能发生泄漏。泄漏

气体 一旦遇引火源,就会发生火灾和爆炸。 



能够引起火灾、爆炸的原因主要有: 
 

(1)泄漏引起事故 
 

①接卸液化石油气时,液位计监测不许确,容易造成跑冒,引起火灾、爆 

炸。 

②接卸液化石油气胶管破裂、密封垫破损、快速接头紧固栓松动等原因 

引发泄漏,导致火灾、爆炸等事故。 

③在放散时液化石油气急剧气化容易在放散口形成蒸气云引起火灾、 爆 

炸等事故。 

④低温液体泵发生故障及损坏导致泄漏引起火灾、爆炸。 
 
 

⑤运行过程中管道发生结冰现象,导致设备破裂泄漏,引起火灾、 爆炸等 

事故。 

⑥在对设备进行化冰作业过程中,如果使用高温蒸汽或者热水、电加热 

器进行加热,极易因液化石油气快速气化引起压力升高过快,导致设备、 管道 

破裂引发泄漏,从而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 

⑦输送管线如接触高温热源、 受明火烘烤或者夏季高温等原于是导致管

道 内压增大、管线开裂，发生泄漏。 

⑧液化石油气储罐超量储存、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计等附属安全设施 

失效导致大量泄漏引起火灾、爆炸。 

⑨夏季高温，储罐未采取良好的降温喷淋措施，导致储罐内压增大，储 

罐发生物理爆炸，泄漏的石油气气化后与空气混合，遇明火高热引起火灾事 

故。 

(2)存在着多种引|火源 



①站内明火使用不当引起火灾、爆炸等事故。明火包括火柴、打火机、 

烟火、普通灯具照明、机动车的排气管、电焊等。 

②磨擦和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火灾、爆炸。如铁锤等撞击火花及穿带铁钉 

鞋磨擦、撞击火花、钢瓶碰撞、在不发火地面拖拉产生火花等。 

③静电火花引起火灾、爆炸等事故。如卸液化石油气时，管道无静电接 

地、法兰连接处的导静电铜片断裂或者液化天然气罐车没有静电接地等缘故， 

造成静电积聚放电， 点燃液化石油气引起火灾、爆炸。 充装、在储运过程中， 

液化石油气要发生流动、冲击等一系列接触、分离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静电引起火灾、爆炸等事故。 

④电气火花引 |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如防爆区域内电气不防爆、电气 

设备、路线的短路、接触电阻过大等。 

⑤雷击产生火花引起火灾、爆炸等事故。 
 

(3)压力设备、管线发生物理性爆炸事故 
 

在工艺过程中，如果站内的操作失误、仪表失灵、安全阀失效、阀门开 

关错误， 都会造成设备管线憋压， 如不及时处理就有发生爆炸或者爆裂的危（

wei）险。 

①放散管在释放过程中如果操作失误或者不当，都会造成设备管线憋压， 

如不及时处理就有发生爆炸或者爆裂的危（wei）险。 

②工作条件多变(从高温到低温)，压力也随之变化。创造过程留下的任 

何弱小缺陷，都可能迅速扩展而酸成事故。 

③由于操作失误、仪表失灵而发生超压。设备一旦超压，且安全 

装置有故障或者失效，就可能迅速酿成事故。 

④易受工作介质的腐蚀使器壁由厚变薄和使材料变形，酿成事故。 



⑤压力管线等设备内部压力超过自身的耐压强度时：设计、材质、接口 

等不符合标准；检验保养不利而带病运行，就可能迅速酿成事故，发生物理 

性爆炸，并能引起化学性爆炸，使火势蔓延扩大危害严重。 

(1)在采取地(零)电位或者等(同)电位作业方式进行带电作业时，未采

取 绝缘工具或者穿绝缘服。 

(2)未使用安全电压 
 
 

(3)电动工具使用不当。 
 

(4)检修作业用电设备、导线漏电。 
 
 

(5)检修作业时未采取其它防触电措施。 
 
 

(6)未严格执行暂时用电管理制度引起触电事故。 
 
 

机械伤害主要指机械设备运动(静止)部件、工具、加工件直接与人体接 

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液化气站各类装置和设备的转动和传动机械外露传动部份有可能对人  

体造成机械伤害。如压缩机、泵等的转动部位在使用过程中如操作人员操作 

失误、安全设施缺陷、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等可能造成机械伤害事故。 

根据《高处作业分级》 (GB/T3608-2022) 的规定，凡是高于基准面 2m 以 

上(含 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 在正常运行和设 

备维修时，储罐操作平台可能发生人员的高处坠落事故。 

在施工、维修作业时，高处作业时所使用的工具、材料、零件等，未采 

取相应的防滑、防坠落措施，导致作业层下部人员遭受物体打击。 

运输槽车进出站区，由于操作失误或者其它原于是发生意外交通事故，

造 成交通阻塞，伤及人群；更严重时发生燃烧、爆炸，严重影相关区域内

人们 



的正常生活及工作秩序，容易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液化气站储存、 充装的液化石油气对人体具有麻醉作用急性中毒表现为头晕、 

头痛、兴奋或者嗜睡、恶心、呕吐、脉缓等症状重症者可蓦地倒下，尿失禁， 

意识丧失呼吸住手。慢性影响表现为：长期接触低浓度者，可浮现头痛、头 

晕、睡眠不佳、易疲劳、情绪不稳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 

该站可能对操作人员产生危害的部位(或者工艺过程)有阀门、法兰、泵

等 的渗漏及放空、排污、呼吸阀挥发产生的有害气体。 

在生产操作过程中，皮肤、眼直接接触喷射而出的液化石油气，可引起 

冻伤 

压缩机、输送泵等运转时如轴承间隙过大或者或者采取的降振措施不良，

会 产生较大的振动，如振动过大会使设备或者设施损坏。 

噪声对人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噪声使人耳聋，还可能引起其它疾病。 
 
 

如果长期在强噪声环境下工作， 日积月累， 内耳器官易发生器质性病变， 

成为永久性听阈偏移，变成噪声性耳聋。噪声不仅使人听力降低，而且影响 

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 植物神经系统。 危害主要包括头痛、 头晕、 

乏力、记忆力减退、恶心、心悸等；噪声还可以使人产生心跳加快、心律不 

齐、传导阻滞、血管痉挛、血压变化等症状 

  
 
 

根据《危（wei）险化学品重大危（wei）险源辨识》 (GB18218-2022) 的

规定，危（wei）险化学 品重大危（wei）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暂时地生产、

加工、使用或者储存危（wei）险化学品，且 危（wei）险化学品的数量等

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储存量超过其临界量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单元内有一种危（wei）险物品的储存量达到或者超过其对应

的临界量； 

2)单元内储存多种危（wei）险物品且每一种物品的储存量均未达到

或者超过其 对应临界量，但满足下面的公式： 

q      q              q  
1   +    2  + …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Q      Q              Q 
1          2                    n 

式中， q
1 
, q

2 
? ? ? ? ? ? q

n 
----  每一种危（wei）险物品的实际储存量。 

 

q
1 

, q
2 

? ? ? ? ? ? q
n 
----  对应危（wei）险物品的临界量。 

 

对照《危（wei）险化学品重大危（wei）险源辨识》 (GBl8218-2022) 规

定的危（wei）险物质名 称及临界量，本项目所涉及的液化石油气已列入其

辨识范围。 

表 1-1 重大危（wei）险源辨识表 
 

 

根据《危（wei）险化学品重大危（wei）险源辨识》 (GBl8218-2022) 的

辨识结果，液化 气站构成重大危（wei）险源。 

  
 

 

表 1-2 主要危（wei）险有害部位辨识结果 
 

 

装置单元                       存在的危（wei）险有害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储罐火灾、爆炸、高处坠落、车辆伤害、低温冻伤、 

储罐                       物体打击、噪声危害 

 

危（wei）险物质类别  物质名称   标准临界量(t)   实际储量(t)    辨识结
果 

 

 

易然气体      天然气                                    重大危（wei）
险源 



 

 

 

 

 

表 1-3 主要生产场所的火灾爆炸危（wei）险性汇总表 
 

 

  
 
 

1.缺少安全警示标志 
 
 

建议：在生产区入口、灌瓶间、储罐区增设安全警示标志。 
 

 
 

 

风险点编号： 1          填报时间： 
 

 

液化石油气储罐 
 
 
 
 
 
 

公司院内 
 

 

 

 

火灾、爆炸 

风 险 点 名 

称 
 
 

风险点 
 
 

详细位置 
 

 

诱 发 事 故 

风
   

险
   

点
   

基
 

火灾危（wei）
险性类别 
 
 

甲类 
 
 

甲类 
 
 

甲类 

装置或者设备 
 
 

液化石油气储罐 
 
 

压缩机间 
 
 

计量灌瓶间 

主要危（wei
）险物质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 

火灾、爆炸、触电、机械伤害、噪声危害、冻伤 
 
 

火灾、爆炸、触电、机械伤害、噪声危害、冻伤 
 
 

火灾、爆炸、低温冻伤、噪声危害 
 
 

火灾、爆炸 

液烃泵 
 
 

压缩机 
 
 

充瓶枪 
 
 

地秤 



 

 

 

 

 

 
 

 

风险点编号： 2          填报时间： 
 
 

风 险 点 名 
风 

称 

险 
风险点 

 
 本

   

情
   

况
 

类型 
 

 

伤亡/财产 

财产损失、人员伤亡 
损失预测 

 
 
 
 风险等级 

 

 

风险管控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安全管理小组 
手机号 

 

 

 

 

xxx 

 

 

 

1、制定特种设备管理制度、消防管理制度； 
 

2、充装人员持证上岗，配备防静电工作服 
 
 

3、设置防雷防静电设备，定期检测 

采取管控 

4、电器采用防爆设备 

措施情况 

5、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 
 
 

6、定期检查，开展应急演练； 
 
 

7、特种设备及其附件定期检测。 

液化气卸车 

公司院内 



 
 
 
 
 

点   详细位置 
 
 
 
 诱 发 事 故 

泄漏、火灾、爆炸 
类型 
 
 

伤亡/财产 

财产损失、人员伤亡 

损失预测 
 

 

风险等级 
 
 
  

风险管控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安全管理小组 
手机号 

xxx 

 

 

 

1、制定液化气卸车管理制度、消防管理制度； 
 

2、充装人员持证上岗。配备防静电工作服； 
 
 

3、设置防雷防静电设备，定期检测； 

采取管控 

4、电器采用防爆设备； 

措施情况 

5、设置可燃气体泄漏报警仪； 
 
 

6、定期检查，开展应急演练 
 
 

7、车辆停稳熄火，做好防滑措施。 
 

 

 
 

 

风险点编号： 3            填报时间： 
 
 

风   风 险 点 名 液化气充装泵 

基
   

本
   

情
   

况
 



 
 
 
 
 
  

 
 

风险点 
 
 

详细位置 
 
 

诱 发 事 故 

类型 
 
 

伤亡/财产 
 
 

损失预测 
 

 

风险等级 
 

 

风险管控 
 
 

责任部门 
 
 
 
 
 
 
 
 
 
 
 
 
 
 
 

采取管控 
 
 

措施情况 

 
 
 
 
 
 

公司院内 
 
 
 
 
 
 

泄漏、火灾、爆炸 
 
 
 
 
 
 

财产损失、人员伤亡 
 
 
 
 
 
 
 
 
 
 

责任人 

安全管理小组 

手机号 
 

 

 

1、制定充装作业操作规程； 
 

2、充装人员持证上岗，配备防静电工作服 
 
 

3、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设置通风设施 
 
 

4、佩戴防静电工作服 
 
 

5、充装设备管线接地良好； 
 
 

6、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7、电器采用防爆电器。 
 
 
 

 

xxx 

险
   

点
   

基
   

本
   

情
   

况
 



 
 
 
 

 4          填报时间： 
 

 

配电室 
 
 
 
 
 
 

公司院内 
 
 
 
 
 
 

触电 
 
 
 
 
 
 

电气设备损坏、人员伤亡 
 
 
 
 
 
 
 
 
 
 

责任人   xxx 
安全管理小组 

手机号 

风险点名 

称 
 
 

风险点 
 
 

详细位置 
 
 

诱发事故 

类型 
 
 

伤亡/财产 
 
 

损失预测 
 

 

风险等级 
 

 

风险管控 
 
 

责任部门 

风
   

险
   

点
   

基
   

本
   

情
   

况
 



 
 
 
 

、制定电气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2、制定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3、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电气设备。 
 
 

采取管控

 

措施情况 

4、设置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5、设置当心触电、止步，高压危（wei）险等警示标志。 
 

 

6、电工作业持证上岗，配备绝缘手套、绝缘鞋等 

劳保用品 

 
 

7、配电室设置挡鼠板、绝缘板。 

 

 
 

 
 

 
 

 
 

 
 

 

  
 
 

1)严格遵守我国现行的劳动安全卫生的法规和技术标准， 充分考虑项目 

中的危（wei）险、有害因素及预防对策措施，采用本现状评价报告书的建

议。 

2)加强对工艺操作的安全管理。 确保工艺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贯 



 
 
 
 

 并在生产运行过程中不断的补充、修改、 

完善，达到最佳的操作工况 

3)建立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切实加强对全体职工时常 

性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操作技能和自我保 

护意识 

4)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为失误往往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既有操作的， 

也有管理的。因此，对本项目提出以下措施防止人为失误 

a. 人员要进行选择。要选拔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操作技能和 

心理素质好的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并定期进行考察、考核、调整。 

b. 对职工要加强职业培训、教育。使职工具有高度的安全责任性、慎密 

的态度，并且要熟悉相应的业务，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在紧急情况下能采取 

正确的应急方法，事故发生时有自救互救的能力。 

c. 加强对新职工的安全教育、专业培训和考核。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必 

须经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d. 职工应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杜绝“三违” (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 

反劳动纪律)，严禁脱岗、离岗。 

e. 正确配戴个体劳动保护用品 
 

5)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是诱发事故的物质基础。保持设备、设施的完好状 

态，是实现安全经营的前提。 

6)加强对电工及电气设备的管理，防止触电等电气事故的发生。 
 
 

7)建立火灾预防控制措施，制定救援方案，组织演习，使每一个职工都

会 使用消防器材，有效地去扑救初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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