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动火分析系指安全分析（设备、容器、管道等进入的分析）和动

火分析。 

安全动火分析是化工企业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分析工作，因为化工生产

的特点是易 

燃、易爆、易中毒、易窒息。我厂主要的易燃物有原料气（粗煤气）、

氢气、一 

氧化碳、氨、硫化氢、甲烷等物质；主要的有毒物质有一氧化碳、氨、

硫化氢、 

甲醇等；窒息物质有氮、二氧化碳等。易燃物质与空气混合，达到一

定浓度时遇明火即发生燃烧或爆炸；有毒物质在空间超过规定允许浓

度时，会使作业人员中毒甚至致死；易窒息物质会使人呼吸缺氧窒息

而死亡。因此，在周围有易燃易爆物质的装置界区或场地作业，必须

进行动火分析，可燃物含量合格后方能动火。作业人员进入设备、容

器前必须进行安全分析，有毒物质含量合格且氧含量大于 19% 后方可

进入。凡作安全动火分析的人员，必须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要做到

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及时准确地报出分析结果，以确保人身、生产

的安全。 

  

2 安全动火分析取样 

 2.1 管道、设备内取样 

 2.1.1  取样前必须了解管道、设备是否经过置换（气体管道、设备要

经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确认置换后方能取样。 



 2.1.2 取样时应考虑到各种气体的比重。当被测气体比重大于空气时，

取中、下部各一个气样。 

 2.1.3 取样要有代表性，要特别注意死角部位及阀门、法兰间隙缝等

残存的气体。取样插入的深度应符合以下各点要求：在一般设备、管

道中取样，插入深度为 2 米以上； 在法兰间隙缝或容器上的小孔中

取样，插入深度为 1 米以上；在较大容器和较大管道中取样，插入深

度为 3 米以上；在各类气柜、球罐中取样，插入深度为 4 米以上；对

庞大复杂设备，必须多点取样。 

 2.2 空间取样 

 2 2.2.1 首先了解动火点或作业点周围、上下有哪些是可燃或有毒介

质的管道和设备。 

 2.2.2 注意风向与动火点或作业点的位置，以及来风方向有无可燃、

有毒气体。 

 2.2.3 了解上述情况后再行取样，取样时应特别注意动火点和作业点

附近的管道接头处，必要时应专门在接头处取样。其次应注意作业者

经常活动的地方，离地面或操作台 1.5米高处的呼吸等。 

2.3 注意事项 

2.3.1 根据样品特性、存在状态及测定方法，确定例行的取样设备和

取样量。 

 2.3.2 取样时间必须在动火或作业前半小时进行，超过半小时应重新

取样分析。 

 2.3.3 分析后须将样品保留至作业结束为止，以便复查。（测爆仪方法



除外） 

 2.3.4 取样用球胆、容器等必须专用，取样前必须置换干净。 

2 2.2.1 首先了解动火点或作业点周围、上下有哪些是可燃或有毒介质

的管道和设备。 

 2.2.2 注意风向与动火点或作业点的位置，以及来风方向有无可燃、

有毒气体。 

 2.2.3 了解上述情况后再行取样，取样时应特别注意动火点和作业点

附近的管道 

接头处，必要时应专门在接头处取样。其次应注意作业者经常活动的

地方， 

离地面或操作台 1.5米高处的呼吸等。 

 2.3 注意事项 

 2.3.1  根据样品特性、存在状态及测定方法，确定例行的取样设备和

取样量。 

 2.3.2 取样时间必须在动火或作业前半小时进行，超过半小时应重新

取样分析。 

 2.3.3 分析后须将样品保留至作业结束为止，以便复查。（测爆仪方法

除外） 

 2.3.4 取样用球胆、容器等必须专用，取样前必须置换干净。 

 

 3 动火作业分三级管理  

 



  3.1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指在处于运行状态的易燃易爆物品生产

装置、输送管道、储罐容器等重要部位及其他具有特殊危险场所的动

火作业。 

 

  3.2 一级动火作业：在易燃、易爆场所内的动火作业。 

 

  3.3 二级动火作业：指特殊动火和一级动火以外的动火作业。停

车检修，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并采取安全隔离措施后，可根据火灾、爆

炸危险性的大小，经安全环保处批准，动火作业按二级动火作业管理。 

 

  4 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4.1 一级和二级动火作业 

 

  4.1.1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危险工作申请单》。进入设备内、高处

等进行动火作业，还应执行公司设备内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公司高处

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的规定。生产区管廊上的动火按一级动火作业管

理。 

 

  4.1.2凡盛有或盛过化学危险品的容器、设备、管道等生产贮存

装置，在动火作业前必须清洗置换，经分析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 

 



  4.1.3易燃、易爆区域内的管道、容器、塔、罐等设施上动火作

业时，必须将其与生产系统彻底隔离，清洗置换，分析合格后方可作

业。 

 

  4.1.4高空进行动火作业时，必须系好安全带，并采取措施，防

止火花飞溅到周围可燃物上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4.1.5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必须查明其内部介质及其走向，制

定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地面进行动火作业时，动火点附近有可燃物，

应根据现场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 

 

  4.1.6在生产、使用、储存氧气的设备上进行动火作业，其含氧

量不得超过 20% 。 

 

  4.1.7五级风以上（含五级风）天气，禁止露天动火作业。因生

产需要必须动火时，动火作业应升级管理。 

 

  4.1.8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火。动火前应清除现场及周围易燃物，

或采取其他有效的安全措施，配备足够适用的消防器材。 

 

4.1.9动火作业前，应检查电、气焊工具，保证安全可靠，不准带病

使用。动火工具设备必须完好，安全附件齐全良好，符合安全要求。 



 

  4.1.10使用气焊焊割动火作业时，氧气瓶、乙炔气瓶离明火应在

10 米以上，乙炔气瓶与氧气瓶之间距离应在 5 米以上，并不准在烈

日下暴晒。 

 

  4.1.11凡在有可燃物或难燃物构件的塔器内部进行动火作业时，

必须采取防火隔绝措施，防止火花飞溅引起周围可燃物火灾。 

 

  4.1.12动火作业完毕后，应清理现场、熄灭余火、切断电源，确

认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 

 

  4.2 特殊危险动火作业 

 

  4.2.1特殊危险动火作业必须符合 4.1所有条款规定的同时，还应

符合以下规定。 

 

  4.2.2在生产运行不稳定，或设备、管道腐蚀严重的情况下，严

禁进行带压不置换动火作业。 

 

  4.2.3特殊危险动火必须制定安全方案，落实安全防火措施。动

火作业时，车间主管领导、相关单位的安技员、安全防火处室人员、

安全环保处负责人、公司主管领导或总工程师必须到场，必要时可请



专职消防队到场监护。 

 

  4.2.4动火作业前，生产单位要通知生产部及相关车间，使之做

好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准备。 

 

  4.2.5动火作业过程中，必须设专人负责监视生产系统内压力的

变化，使系统内压力不低于 980.665Pa（100mm 水柱）。否则，应停

止动火作业，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动火作业，严禁负压动

火作业。 

 

  4.2.5动火现场的通风应保持良好，以保证泄露的气体能顺畅排

走。 

 

  5 动火分析及合格标准  

 

  5.1 动火分析由动火分析人进行，凡在易燃易爆区域内动火前，

必须进行动火分析。 

 

  5.2 动火分析的取样点，应由所在单位的安技员或当班班长负责

提出。 

 

  5.3 动火分析的取样点应有代表性，特殊动火的分析样品应保留



到动火结束。 

 

  5.4 取样与动火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如超过此间隔或动火作

业中断时间超过 30分钟时，必须重新取样分析。 

 

  5.5 使用测爆仪或其他类似手段进行分析时，监测设备必须经被

监测对象的标准气体样品标定合格。 

 

  5.6 使用测爆仪或其他类似手段进行分析时，被测的气体或蒸汽

浓度应小于或等于爆炸下限的 20% 。若使用其他分析手段时，当被测

气体或蒸汽的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 4% 时，其被测浓度应小于等于

0.5%；当被测气体或蒸汽的爆炸下限小于 4% 时，其被测浓度应小于

0.2%。 

 

  6 检查考核  

 

  本制度由安全环保处组织实施并检查考核。安全、消防处室人员

及各级领导，有权随时对禁火区域动、用火进行安全检查。如发现违

反用火管理制度或动火有危险时，有权制止，并根据违反动火、用火

管理制度的情节，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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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动火监护人:负责动火现场的防火措施的检查、落实和现场监护

工作。若发现异常情况，有权制止作业，通知有关人员采取措施。在

动火过程应佩带明显标志，不准离开现场。作业完毕后，应会同各有

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开现场。动火监护人一般由

动火作业所在部位（岗位）的操作人员担任。  

6.4.4 各级审查批准人：对动火作业的审批负责。审批人应了解现场

情况，审查并确定动火级别、防火措施等，在确认符合安全条件后，

方可签字批准动火。  

6.     5 动火程序和安全要求  

6.5.1 审证：动火前办理动火证的申请、审核和批准手续，明确动火

地点、时间、范围、动火方案、安全措施、现场监护人等，手续不全，

不准动火。  

6.5.2 联系：动火前应和有关的生产车间、部门联系，明确动火的设

备、位置、由生产车间、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动火设备的拆卸、清扫等

工作。  

6.5.3 拆迁：凡能拆迁到固定动火区或其他安全区域动火的作业不应

在现场（禁火区）内进行，尽量减少禁火区的动火工作量。  

6.5.4 隔离：对无法拆迁的需动火检修设备，应与其他生产系用加堵

盲板等方法进行可靠隔离，防止运行中的设备、管道内的物料泄漏到

动火设备中来；将动火区和其他区域采取临时隔火墙等措施加以屏

隔，防止火星飞溅而引起着火事故。  



10 米以内的一切可燃物移到安全地

点。  

6.5.6 落实应急灭火措施：动火期间，动火现场保证备有足够数量的

灭火器具，充足的水源，对于特级、一级动火，应有消防人员到现场

保护。  

6.5.7 检查和监护：动火前后及动火过程中，动火责任部门、厂安保

科负责人应到现场进行检查，对照确认动火方案中提出的安全措施是

否落实，落实动火监护人和动火项目负责人，交待安全注意事项。  

6.5.8 动火分析：动火分析不宜过早，一般不要早于动火前的 30分钟；

若动火中断 30 分钟以上，应重作动火分析；动火分析要有代表性，

特级动火分析试样应保留到动火之后。分析数据应作记录，分析人员

应在分析化验报告上签字。动火分析合格的标准为：当采用测爆仪测

试时，被测对象的气体或蒸气的体积浓度应  爆炸下限的 20% ；若采

用其他分析手段时，当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   10% 时，其浓度

应 1% ；当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的爆炸下限 4% 时，则其浓度 0.2%

为合格;若被测气体或蒸气的爆炸下限 4% ，则其浓度  0.5 为合格；

若罐内动火，则还应符合罐内作业的有关安全要求。  

6.5.9 动火操作：动火操作人员应具备操作资质，规范操作，注意火

星飞溅方向，可采用阻燃材料挡住火星的飞溅，防止火星飞入危险区

域；如遇到管道突然破裂、可燃物外泄的紧急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

采取紧急措施排除危险后方可重新作业。动火作业结束后，应认真清

理现场，确认无隐患存留后方可离开现场。   



  

爆炸极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答:爆炸极限的定义：当可燃物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一定范围内

时，遇着火源才能发生爆炸，这个浓度范围叫做该物质的爆炸范围。

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就叫做该物质的爆炸极限。 

影响因素：原始温度、原始压力、惰性介质及杂质、容器、着火

源、含氧量。 

物质的危险度与其爆炸极限有什么关系？ 

答：物质的爆炸范围越宽，其危险度就越高。一氧化碳、氨、

硫化氢、硫、甲醇等物质在空气中最高允许浓度是多少？ 

答：CO：最大允许浓度 30mg/m3 

NH
3
：最大允许浓度 30mg/m3 

H
2
S：最大允许浓度 10mg/m3 

S：最大允许浓度 6.0mg/m3 

CH
3
OH：最大允许浓度 50mg/m3 

一氧化碳、氨、氢气、甲醇、硫化氢等爆炸极限是多少？（用体

积%表示） 

答：一氧化碳的爆炸极限是 12.5—74.2%；甲醇的爆炸极限是 5.5

—44.0%；氨的爆炸极限是 15.8—28%；氢气的爆炸极限是 4.1—

74.1%；硫化氢的爆炸极限是 4.0—46.0%。 

化工企业动火作业票分为哪几级？期限分别是多长时间？ 

答：特级：8小时； 

一级：8小时； 

二级：72 小时。 

化工企业动火分析合格的标准。 

答：（1）爆炸下限小于 4％的可燃气体、蒸汽，其含量不超过

0.2％； 

（2）爆炸下限大于或等于 4％的可燃气、蒸汽，其含量不超过

0.5％； 

（3）混合气体则以爆炸下限最低的为合格标准。 

动火作业应注意些什么？ 

答：（1）动火证应实行“一处、一证、一人”，严禁私自扩大动

火范围； 

（2）作业前必须对作业环境进行分析，且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30

分钟，分析结果合格，采取相应其它安全措施才可以进行动火作业； 

（3）动火作业间断超过 30 分钟，应重新进行分析合格再作业； 



）动火作业应按规定设监护人，且监护人要坚守岗位，不得

擅自离岗； 

（5）作业前应与生产系统可靠隔绝清洗、置换合格； 

（6）清除周围可燃物质； 

（7）设置接火板或挡火板，防止交叉作业时火花溅落至别处引

起火灾或爆炸； 

（8）设置可靠的消防设施，通常设置两具以上灭火器。 

进入容器的八个必须是什么？ 

答：（1）必须申请办证，并得到批准； 

（2）必须进行安全隔绝； 

（3）必须切断动力电，并使用安全灯具； 

（4）必须进行置换、通风； 

（5）必须按时间要求进行安全分析； 

（6）必须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 

（7）必须有人在器外监护，并坚守岗位； 

（8）必须有抢救后备措施。 
如何延长微量氧表氧气传感器寿命？ 

答：（1）避免分析氧含量高的样品。 

（2）不使用时使用高纯氮气对仪表吹扫保护。 

（3）含有水及其他液体成分的样品，不可用微量氧表测量。 

气体的露点指的是什么？其单位是什么？ 

答：气体的露点表示气体中水分含量的多少。露点越低水分越低；

露点越高水分越高。其单位是摄氏度。 
简述露点仪分析仪表空气露点的原理。 

答：采用亲水性材料或憎水性材料作为介质，构成电容或电阻，

在含水份的气体流经后，介电常数或电导率发生相应变化，测出当时

的电容值或电阻值，就能知道当时的气体水份含量。 
测爆仪可燃气体显示单位 LEL代表什么含义？ 

答：LEL指的是可燃气体的最低爆炸下限百分比，如一氧化碳最

低爆炸下限是 12.5%，则将 12.5%作为 100%LEL。 

 
当测爆仪可燃气体读数为 50%LEL时，相当于样品气体中一氧化

碳体积比（VOL）是多少？ 

答：一氧化碳最低爆炸下限为 12.5%，LEL指的是最低爆炸下限

百分比，即将 12.5%作为 100%LEL，换算成 VOL含量则是 6.25%。 
当测爆仪可燃气体读数为 50%LEL时，相当于样品气体中氢气体

积比（VOL）是多少？ 



，LEL指的是最低爆炸下限百分比，

即将 4%作为 100%LEL，换算成 VOL含量则是 2%。 
测爆仪测量不同气体种类时应如何换算可燃气体体积比（VOL）？ 

答：如检测气体中可燃气体为氢气，则按照氢气的爆炸下限 4%

进行换算，如检测气体中可燃气体种类为一氧化碳，则按照一氧化碳

的爆炸下限 12.5%进行换算。如样品气体为多种可燃气体混合，且组

成比例未知时，应按照一氧化碳进行换算。 
如何延长测爆仪一氧化碳和可燃气体传感器寿命？ 

答：（1）避免长时间分析一氧化碳或可燃气体含量较高的样品

气。 

（2）避免分析含酸性气体的样品气。 

（3）避免分析含水蒸气的样品气。 
从事安全动火分析的人员应具备哪些条件？ 

答：从事安全动火分析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1）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2）扎实的安全基础知识及强烈的安全意识。 

（3）精通安全分析技术、对分析技术精益求精。 

（4）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并建立校验记录， 

确认仪器正 

常方可使用。 

  

3.3.4  

  

注意事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3806701311

3006047

https://d.book118.com/838067013113006047
https://d.book118.com/838067013113006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