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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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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0368—2012《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储存和装运》,与GB/T20368—2012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的规定(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12年版的第2章);

c)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站场、点火源、储罐系统、转运系统、液化天然气压力储罐、主容器、次容器、
蒸气云、避让距离、自动隔离阀、管道系统、低温管中管系统”等术语和定义,更改了“液化天然

气、不燃材料、拦蓄区、拦蓄堤、单容罐、双容罐、全容罐、薄膜罐、气化器、环境热源气化器、加热

热源气化器、整体加热热源气化器、远程加热热源气化器”等术语和定义,删除了“批准、主管部

门、船舶加油、槽车、组件、储罐、冻土地下储罐、预应力混凝土储罐、可控制应急、设计压力、失
效保护、明火设备、火焰蔓延指数、危险流体、LNG工厂、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模型、停运、过量

充装、转运区、过度接头、水容积”等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12年版的第3章);

d) 更改了低温设施的土壤保护的规定(见4.1,2012年版的5.5),更改了冰雪坠落的规定(见4.2,

2012年版的5.6),删除了腐蚀控制审查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4.1),删除了记录的规定(见

2012年版的4.4);

e) 增加了选址应符合的国家、行业、地区、港口规划及国家产业政策规定(见5.1.2~5.1.3),增加

了对利用港口资源、陆域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周围依托条件的选择规定(见5.1.4~5.1.12),
将泄漏后果场景(可燃或有毒气体扩散、火灾、爆炸)影响评估要求归纳为规范性附录A,对站

场与界区外周边设施间距确定、站场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进行了规定,更改了基于风险分析

的工厂选址内容为“采用定量风险分析(QRA)进行LNG站场性能化选址”并作为规范性附

录(见5.1.12,附录B,2012年版的附录E),对如何开展QRA进行站场选址进行了规定,将原

第5章中有关拦蓄区划分、拦蓄区及LNG收集排放系统相关设计要求独立成章,形成本文件

第12章“拦蓄区及排放系统”,增加了平面布置的一般要求(见5.2),更改了LNG储罐间距要

求(见5.3.1、5.3.2,2012年版的5.2.4.1),更改了双容罐、全容罐和薄膜罐应与相邻的单、双容

罐布置的规定(见5.3.3,2012年版的5.2.4.2),增加了混凝土储罐外罐防火设计的规定

(见5.3.3),更改了气化器间距的规定(见5.4,2012年版的5.2.5),增加了可燃气体压缩机房的

间距规定(见5.5.2),增加了拦蓄区内热通量的规定(见5.6.4),更改了建构筑物距LNG和其

他危险液体距离的规定(见5.7,2012年版的5.3),删除了设计者和制造者资格的规定(见2012
年版的5.4);

f) 将气化设施调整至工艺设备(见6.3,2012年版的第8章);增加了一般要求(见6.1,2012年版

的6.1、6.3、6.4.1、6.4.2和6.4.3);删除了内燃机或燃气轮机安装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

6.4.4);增加了铝制板翅式换热器的规定(见6.1.8);更改了气化器系统LNG入口设置切断阀

的规定(见6.3.6,2012年版的8.3.1、8.3.3、8.3.5.2);更改了无人值守LNG装置安装的规定(见

6.3.7,2012年版的8.3.5、8.3.5.1、8.3.5.2、8.3.6、8.3.6.1);更改了有人值守LNG装置安装的规

定(见6.3.8,2012年版的8.3.4、8.3.5.3、8.3.6.2);将LNG移动式设备调整至工艺设备(见6.4,

2012年版的5.8);更改了LNG移动式设备的规定(见6.4.1,2012年版的5.8.1);

g) 删除了对公司、检验员、工程师资质等方面的管理规定;更改了检验规定(见7.3,2012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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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新增一般要求,规定了几种主要罐型应符合的规范(见7.1);调整了陆上现场建造储罐的

抗震设计的操作基准地震(OBE)、安全停运地震(SSE)定义,增加了安全停运地震余震(ALE)
的定义(见7.4.7.2,2012年版的7.2.2);删除了陆上工厂制造储罐的抗震设计(见2012年版的

7.2.3);删除了洪水荷载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7.2.4);增加了对储罐场地进行液化评价的规

定(见7.4.4.2);增加了设计操作压力大于或等于100kPa的金属储罐的焊接检测要求(见

7.4.5.2~7.4.5.5);删除了混凝土储罐中关于混凝土、钢筋和预应力钢筋的材料要求及施工、检
验和试验要求(见7.4.1~7.4.3);更改了LNG储罐的试验,增加了薄膜罐的试验要求(见

7.4.8,2012年版的7.6);增加了薄膜罐的其他要求(见7.4.9);更改了LNG压力储罐罐型的规

定(见7.5.1,2012年版的7.3.2.1);更改了LNG双壁储罐内罐的基本要求(见7.5.2,2012年版

的7.3.2.2);删除了LNG双壁储罐外罐的基本要求(见2012年版的7.3.2.3);增加了LNG单

壁储罐的基本要求(见7.5.3);更改了LNG双壁储罐内罐支撑系统的设计要求(见7.5.9,2012
年版的7.3.2.6);增加了LNG压力储罐的抗震设计基本要求(见7.5.11);增加了LNG压力储

罐罐内液位控制配套装置的规定(见7.5.12);增加了LNG压力储罐试验的基本要求(见

7.5.13);增加了LNG压力储罐运输过程防护要求(见7.5.14);

h) 增加了对消防系统的规定(见8.1.1.3);增加了对动力系统的规定(见8.1.1.4);删除了LNG设

施管道的地震类别(见2012年版的9.1.2.1);更改了管道类别(见8.1.2.1,2012年版的

9.1.2.2);更改了B类管道响应修正因子的最大值(见8.1.2.1,2012年版的9.1.2.2);增加了用

于火灾环境下绝热材料应该满足的条件(见8.1.4.4);增加了螺纹连接时无需密封的条件[见

8.3.1.4d)];增加了管子接头的规定(见8.3.1.7);增加了禁用的管道连接方式(见8.3.1.8);增
加了其他管道组件和法兰连接的规定(见8.3.1.9);更改了接口口径的下限(见8.3.2.5,2012年

版的9.3.2.5);更改了紧急切断阀的操作机构(见8.3.2.7,2012年版的9.3.2.7);增加了对紧急

关断阀的喷涂要求(见8.3.2.11);增加了钎焊的有关内容(见8.3.3.4);增加了管道标记的内容

[见8.3.4d)];增加了危险源的隔离(见8.4);增加了对介质和流向的标识要求(见8.6.2);增加

了置换口的设置(见8.8.2);增加了火炬和放散管的规定(见8.10);增加了地下或海底管道的

安装规定(见8.12);

i) 增加了站场设施设计部分,包括设计分类、厂房设施设计的规定(见第9章),更改了对供存放

LNG和易燃流体的火灾和爆炸设计的规定(见9.5,2012年版的5.3.2);

j) 电气、仪表和通信分开成章(见第10章和第11章,2012年版的第10章);增加了供电电源要

求的规定(见10.1);删除了电气设备和配线总体要求(见2012年版的10.9.1);更改了电气爆

炸危险区域划分要求(见10.2,2012年版的10.6.2);删除了可燃流体系统和电气配管或配线之

间的密封要求(见2012年版的10.6.3);删除了设置主密封外的其他检测可燃流体泄漏的规定

(2012年版的10.6.4);删除了可燃气体—空气混合物被点燃时通风管道系统的规定(见2012
年版的10.6.5);增加了电力装置设计的相关规定(见10.3);增加了电气防雷接地和防静电接

地方面的相关规定(见10.4);增加了照明方面的相关规定(见10.5);

k) 增加了关于仪表及控制系统的一般要求(见11.1.1);更改了液位仪表设置、设计、安装、报警和

联锁等规定(见11.1.2,2012年版的10.1)。更改了压力仪表的设置规定,区分了LNG储罐和

非LNG危险流体储罐的设置要求(见11.1.3,2012年版的10.2)。更改了温度仪表的设置规

定,增加了低温管道温度仪表的设置要求(见11.1.5,2012年版的10.4)。增加了故障安全设计

的规定(见11.1.6)。删除了关于紧急关断的设置规定(见2012年版的10.5)。更改了紧急停

车系统的设置规定(见11.1.7,2012年版的12.2)。更改了火气检测的设置规定,增加了有毒

气体、氧气含量检测的设置要求(见11.1.8,2012年版的12.3);增加了通信内容(见11.2);

l) 将拦蓄区及排放系统独立成章(见第12章);

m) 更改了消防与防火评估的规定(见13.1,2012年版的12.1);更改了消防水系统的规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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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12年版的12.4);更改了移动消防设施的规定(见13.3,2012年版的12.5);更改了个人

防护的规定(见13.4,2012年版的12.7);更改了安全的规定(见13.5,2012年版的12.8);

n) 增加了防腐规定(见第14章);

o) 删除了装卸区警示牌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1.1);增加了对动力切断阀关闭时间分析的规

定(见15.2.2和15.2.3);删除了泊位设计要求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4.1);删除了火源的

规定(见2012年版的11.4.2);删除了水下管道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4.3.2);删除了槽车

运输和槽车批准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5.1和11.5.2);删除了装卸管道排放的规定(见

2012年版的11.6.6);删除了软管设计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7.2);删除了软管接头、结冰、
检测的规定(见2012年版的11.7.3、11.7.5和11.7.6);删除了装卸船作业测试的规定(见2012
年版的11.7.7);

p) 增加了小型LNG设施的规定(见第16章);

q) 增加了LNG容器吹扫的规定(见17.3.5);增加了设备启动前的调试规定(见17.4);增加了对

安全阀检查间隔要求的规定(见17.7.3.5~17.7.3.9);增加了对LNG储罐体系外表面检查的

规定(见17.7.4)。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寰球

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仝淑月、陈峰、李金光、高继峰、毕晓星、舒小芹、吴仲昆、孙娟、陈锐莹、程静、

赵保才、陈团海、安小霞、王怀飞、安东雨、刘博、任重海、刘永浩、郑建华、李迎伟、田靓、穆长春、庞涛、
钟曦、赵欣、刘学勤、张超、高贤、韦建中、彭延建、孙金英、高景德、扬帆、李文忠、赵钦、姜夏雪、杨娜、
刘元宝、曹玉、刘冬林、王红人、杨庆、安忠敏、肖丁铭、倪平平、李丽萍、荣建丰、罗珊。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2012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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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储存和装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化天然气(LNG)站场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等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新建、扩建和改建的LNG站场。
本文件不适用于冻土容器、在室内安装或使用的移动式储罐、LNG加注车和LNG燃料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151 热交换器

GB7956.1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7956.2 消防车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GB7956.3 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GB/T16507(所有部分) 水管锅炉

GB/T16508(所有部分) 锅壳锅炉

GB/T18442(所有部分) 固定式真空绝热深冷压力容器

GB/T20173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道输送系统 管道阀门

GB/T20801(所有部分)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GB/T20801.2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2部分:材料

GB/T20801.3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3部分:设计和计算

GB/T20801.3—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3部分:设计和计算

GB/T20801.6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6部分:安全防护

GB/T21246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参数测量方法

GB/T21447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GB/T21448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GB/T23258 钢质管道内腐蚀控制规范

GB/T26978(所有部分) 现场组装立式圆筒平底钢质液化天然气储罐的设计与建造

GB/T32270 压力管道规范 动力管道

GB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T37243—2019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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