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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201 9 年第 ] 73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标准》 的公告

1见批准 《天然气液化t厂设计标准 》 为罔家标准，编号为

GB 51261 - 20 1 9 ， 自 20 1 9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第

4. 0. 5 , 9 . 3 . 2 条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执行 。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 户网站( www. m ohurcl. 

gov. cn ) 公开 . 并由住房和l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同

建筑工业出版竹，归版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9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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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10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 20 1 0J 43 号〉 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结合我同液化天然气产业发展的现状，广泛讯l查罔内

现有天然气液化工厂工程建设情况， 研究、吸收同际先进标准，

开展必要的专题耐|究和学术课题探讨，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区域规划; 5 工厂总平面布置 ; 6 工艺系统和装置 ; 7 储存装

卸系统; 8 管道布置; 9 安全社tt放设施; 10 自控系统 ; 11 电气;

12 消防设施; 1 3 给水排水; J 4 建(构)筑物; 1 5 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 16 安全、环境保护与健康 。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陕阿省燃气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巾女1]有

意见或建议，请寄送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西安市

戚宁东路 434 号. Itll5编: 710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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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 统一天然气

液化工厂设计原则和技术要求，做到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经济

合理、节能环保， 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新建、扩建或改建天然气液化工厂的

工程设计。

I. O. 3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工程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 . 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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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液化天然气 li quefi ed natura l gas 

一种低温液态流体，主要组分是甲 :院.可能含有少量的乙

皖、丙:皖 、 氮或通常存在于天然气中的其他组分。

2.0.2 天然气液化工厂 natural gas li quefact ion plant 

将气态天然气变为液化天然气的生产企业， 一般包插天然气

(原料气)预处理、液化、储存、装卸、气化等单元。

2.0.3 集液池 co llec ting basin 

用来收集泄漏的甲类液态市l]ì令剂、辅助产品及液化天然气的

构筑物 。

2.0.4 生产区 producti on area 

由使用、产生可燃物质和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工艺装置或设

施组成的区域。

2.0.5 装置储罐(组) sto rage tanks w i t h川 process plant 

在装置正常生产过程'11 • 不直接参与工艺过程 ， 但工艺要求

为了满足平衡生产或补充市IJ 冷剂等需要而在装置内布置的储罐

(组) 。 主要包括制冷剂储罐及辅助产品储罐等 。

2.0.6 工艺设备 process eq Ulpm巳nt

为实现工艺过程所需的各种预处理、液化、 气化的设备的

通称。

2.0.7 工艺装置区 process plant area 

由一个或一个以七独立工艺设备组成的区域。

2.0.8 原料气 feed gas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原料，如天然气、煤层气等以甲:皖为主要

成分的气体。

2.0.9 原料气预处理 feecl gas pr巳processlng

2 



为满足液化工艺和产品要求 . 将原料气中的杂质脱除的工艺

过程 . 如脱酸性气、 脱水、脱重炬、脱 苯、 脱隶、脱 氧、 脱

氮等 。

2. 0.10 酸性气 ac id gas 

原料气中脱山的般性气体， 其主要成分为硫化氢 和二氧

化碳。

2.0.11 市IJ 冷剂 ref rigeran t 

在市IJ冷系统巾通过本身的状态变化以提供冷量的介质 。

2.0.12 冷箱 co ld box 

由版翅式换热器或统管换热器及气液分离器等设备组成 ， 并

经过绝热保冷的低调换热设备 。

2. O. 13 jm热气化拇 heatecl vapori zer 

通过燃料的燃烧、电能或余热，使液化天然气 、 *IJ 冷剂等气

化的设备 。

2.0.14 整体式1m热气化将 integral hea tecl vaporizer 

热源与气化峡热器为一体的加热气化器 。 这类气化器包括浸

没燃烧式气化器 。

2.0.15 远程力J]热气化器 remol-e hea tecl vé1 porizer 

主热源与气化换热器分离，且用热媒iit体(业!]水、 蒸汽、异

戊皖、乙二醉等) 作为传热介质的加热气化器 。

2.0.16 环境气化器 ambient vaporizer 

从天然热 11京J:Ij_热的气化器，夭然热师、如大气 、 悔水或地

热水 。

2.0.17 单容罐 s ingle conlainment tank 

带 |喃热层的单壁储锵或 FI! 内罐和|外报组成的储ffiîfr 。 其 内眼能

适应储存低泪冷冻液体的要求 . 外罐主要作为支撑和保护绝热

层 . 并能承受气体H久'扫的斥力 ，但不能储存内罐泄漏 IÜ 的低植冷

冻液体 。

2. 0.18 叔容罐 c1 0ublc containment tank 

Flì 内罐和夕l、罐组-l成的 fì古罐 民 !:;I刊在手11外罐都能适应储存{匠活li

3 



冷冻液体。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内罐储存低温冷冻液体，外罐能

够储存内罐泄漏出来的冷冻液体，但不能限制内罐泄漏的冷冻液

体所产生的气体排放 。

2.0.19 全容罐 full containment tank 

由自支撑内罐和独立的自支撑外罐组成的储罐。 其内罐和外

罐者[)能适应储存低温玲冻液体.罐顶由外罐支撑，在正常操作条

件下内罐储存低温冷冻液体，夕|、罐既能储存低泪冷冻液体，又能

限制内罐泄漏愤体所产生的气体排放 。

2.0.20 薄膜罐 m巳mbrane tank 

由金属薄膜内罐、绝热层及混凝土外罐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

储罐。 金属部膜内罐为非自支撑式结构，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

其液相荷载和其他施加l在薄膜上的荷载均通过绝热层传递到?昆凝

土外罐上，其气相压力 |书储罐的顶部承受。

2.0.21 子母罐 clu;;ter tank 

R，夕|、罐和多什 ( 3 台以上 ) I~I 支撑内罐组成的储罐。 内罐是

储存低温冷冻液体的月二力储存容器。 夕|、罐主要用于支撑和保护绝

热层 . 不能储存内罐泄漏 :-H 的低温冷冻液体 。 子母罐为单容罐。

2.0.22 真空绝热罐 VaCtl UITl insu lated tank 

由储存低温冷冻破体的内 1程和维持真空绝热空间的外罐组成

的储罐 。 内罐是储存低温玲冻液体的压力储存容器，外罐是形成

矛1]保护真空绝热空间的密封容器，不能储存内罐泄漏出的低温冷

冻液体 。 真空绝热ftiîi1为单容*'草 。

2.0.23 f求自在 spherica l tank 

由外~i草和 l球形内罐组成的储罐。 内罐是储存低i温冷冻液体的

球形压力储存容器 . 外1程是采用球形、 立式平底困筒形或其他形

态并能够支撑和保护绝热层的真空外压容器或常压容器 . 外fii在不

能储存内罐泄漏 :-1\的低?且怜冻液体 。

4 



3 基本规定

3.0.1 可燃气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表 3 . 0.1 的规定 。

表 3.0.1 可燃气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圳
-m
一
乙

特征

可燃气体的爆炸下|吸< 1 0% (体积 )

Il f燃气体的爆炸 F限二三 J O % (体积)

3.0.2 液化;怪、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表 3 . 0 . 2 的

规定 。

表 3.0.2 液化短、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名称 类月IJ 特征

液化烧 A 1 5'UI ，J. 蒸汽Æ力>O . IMPa 的怪类~if~体及其他类似的液体

B [jJ、类除外 . 闪点<28'(

八 28飞 ，;;:;; r正l点=豆。 1 5飞
乙

rif燃液体 l古 1 "飞 <闪点<60飞

八 60飞 苟且l点';;:;; J 20飞
1;可

B 1;，1 以> 1 20'(

3.0.3 设备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其处理、储存或输送介质的

火灾危|呛性类别确定 。

3.0.... 厂房(仓库)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厂房 (仓库) 1扫一IJ 、

产生或储存物质的火灾危险性类别确定 .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3. O. 5 天然气液化了厂装卸区内可建设丁-厂专用汽车运输槽乍

的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设施 。 ;m y主设施与天然气液化T厂内其他

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叩类工艺装置确定 。 1m;庄设施内部布置应按

r d 



现行 1 f.:1 家标准 《汽车 1m YIIIJm气主I'î 设 ì 1 -与施了规范 )) Gl3 50 1 56 的

有夭};!A'.定执行 。

3.0.6 与天然气液化丁厂有关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场主占 百l 与工厂

介毡 ， j下 11: {fí置在广 l豆边缘 . )t防火间距 nJ 报:本标ì'f~; ~号 S . 2. 1 的

I jJ、 乙类丁. ι装置-tJL1 i 。

3.0.7 斥然气液化1 厂设计应符合公众健康 、 安全可环境保护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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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规 划

4. 0.1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区域规划应根据工厂向身及相邻了厂

或设施的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结合地j~ 、风向、 气惊及运输等条

件合理布置。

4.0.2 天然气液化工厂应远离城镇居民 |天及社会公共福利设施. 井

宜位于邻JJí城镇居民区及社会生沙1二福利设施最小频率以向的上风侧。

4.0.3 天然气液化丁二厂选址应避开下列地区或地段 :

1 发震断层和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及以上的地区 ;

2 生活饮用水师、保护区;同家戈IJ定的森林、农业保护及发

展规划区 ;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物古迹保护区:

3 111 体崩塌、 滑坡、泥石流、流沙、地面严重沉降或塌陷等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采矿扇落、错动区的地表界限内;

4 蓄?带洪区、坝或j是决溃j言可能淹没的地区;

5 危及机场净空保护区的区域;

6 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或矿产资源储备区;
7 很严重的自重由陷性黄土地段、 厚度大的新近堆积黄土

地段和l高压缩性的饱和黄土地段等工程地质条件恶劣的地段 ;

8 山区或丘陵地区的窝风地带 。

4.0.4 天然气液化工厂沿江河岸布置H才， 宜位干邻近江河的城

镇、重要码头港口、重要桥梁、船厂、仓储区等重要建(构)筑

物的下游。

4.0.5 地区输油、输气管道不得穿越天然气液化工厂厂区，公

路和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严禁穿越天然气液化工厂生产区。

4.0.6 可燃液体储罐(组)不宜紧邻江河、 排洪沟布置。 当受

条件限制必须布置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止可燃液体流入江河、字I r.

洪沟的措施 。

".0.7 天然气液化工厂区域布置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0.7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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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日
表 4 . 0 . 7 天然气液化工厂区域布置的防火闽距 ( m)

序 一'「」J 1 2 3 5 6 7 8 9 10 II 12 13 14 15 16 17 

丰H邻设施
1 00 人 铁路 公路 架空 l包力 架空通信 I也 I天且Ut也 t也区
以上

100 35 kV 
纹路 线路

通航 输;~ I管道 坦!地
爆炸

的居
人以 丰H专11 闰综 T业 及以 rr 、 (笆'j革中，心) 输气

{乍~~
住区、

下的 厂矿 高速其他 上独 60kV KlVl0 ~ 问家 ?可、 管道
场地

村镇、
铁阶 {ì::￥品州，

(如

公共
做j舌 企业 线饮·路 公路公路 立变 2史以 1000 | 、 1划也 海岸 JEI洲| 液化 (钥

采石
}川军 线 电所 下 kV n 级 边 及j戊 i盖 '-1'

福利 I号:í"; I 11ι X 场)
天然气液化丁厂设施 设施

，心 )

单容侬 500 ~OO 150 75 70 70 10 100 设有企

> 30000m:1 双容ilit~ 500 400 150 75 70 50 40 100 军羊'罐 (I(J

全容鳞J走过年脱鳞 400 300 120 60 55 50 30 80 主I'i场不

单丰字路 ~70 350 150 75 70 70 40 100 小于

1夜
> 10000m^ 

双平:叫: 400 350 150 75 70 50 40 100 
40m; 

化 且主二30000m3

全容脱及薄膜罐 200 120 杆 杆 设有单
150 60 55 50 30 80 

天 (塔) (塔:) 平￥饿和
然 >5000时 悦容罐 350 260 1;:;0 75 70 70 40 100 1. 5 

储气存
高度 高度川l 双容倒E

且";;; I OOOOm:1 双容ffilfi :lOO 260 150 75 70 50 40 100 俏 25 30 60 30 500 
的 3m 1"1 的!r8圾

> 2000m3 单平￥仰E 300 220 150 75 70 70 110 100 
1. 5 不小于不小于

杆高
，凸'"、 且，ç; SOOOm3 双容罐 250 220 150 75 70 50 10 100 倍 50m 
~飞~ 40m 
积 > l OOOm^ 

80 60 80 50 45 35 25 70 
单 且，ç; 2000时

主二2000m3 容 > 200m:' 40 

臼f 且，ç; 1000时
60 50 60 50 ,10 35 25 60 

王三200时 50 45 50 40 35 30 20 50 



飞。

续表 4. 0 . 7

!于 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相邻设施
1 00 人 铁路 公路 架空咆力 ~空通信

以上
100 35 kV 

线路 线路
通航

的居
人以 相邻 国家r仁业 及以 江 、

位 F式'、
下的 厂矿 高速其他 土独

11 0 
际l家 7可、

村镇 、
企业 60 kVI kÿ~ 

公共
散居 企业 铁路 铁路 公路公路 立变 及以 1000 I 、 其仙 海岸

祸汗I J
房屋 绒 线 电l沂 下 kV 日 级 边

天然气液化t厂设施 设施

甲 、乙类 > 2000m3 100 100 90 45 ~2 50 25 60 杆

工艺设备、
液化

1000m3 < (塔)
丰l<榕)

天然 60 45 60 38 34 27 19 53 高度加 1. 5 
装饵l 设施、

气{的
V<(2000时 高度

3m J才 {音 20 
厂房、液 化 200m"< 

40 

存总
的
不小于 丰|二高

天然气的集
45 38 115 38 :lO 27 19 45 

容JJl
V<( IOOOm" 1. 5 

液池 f汗
~Om 

V<(200m3 38 34 38 30 27 23 15 38 

全厂性 nf燃气体放空立管 45 40 '1, 0 40 30 50 30 40 40 ~ O 40 30 40 

注 1 本表中的 ~II邻厂矿企业是指|涂石 1111和天然气化t、煤化工企业、天然气液化工厂以外的企业 。
2 至相邻厂矿企业的问距是指至丰1'1邻厂矿企业的网捕或HJl'也边界线的距离 。
3 表巾储罐的防火问m~起t):点 : 单容罐从防火堤外璧算起， 双容'áilf， 、全容饿、腹式饿从外罐外壁算起。
4 当相邻设施对天然气液化工厂的防火间距有:峙，殊要求 11中，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
5 天然气液化 l 厂内的两类工艺设备的防火 lì'IJ 距 . 不应小于甲、乙类E艺装置防火间距的 75 %.
6 1也 I)(J也面输/rll管道 、 输气管道的防火间距. ilf按地区!llll也输泊管通、输气管i茧的规定增加 50% 。
7 地下侬按照者巾单容雄的规定减少 50% 4fth .

1 ~ 15 16 17 

}也仄埋地 J也区
输 /111管道 革ll .l也

爆炸

(管道中心) 输气
作业

管道
场地
(如

原711fl1.夜化 (管
采石

及!说俊 j草r.1"
场 )

品 1rl1 心)

30 60 30 
500 

30 40 30 

8 全厂性或l丘域性重要设施(最外侧设备外缘政建筑物的最外轴线) 与厂夕|、输 油 (气)管线的防火间距 ， 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石/111化工企业改计防火标准 )) (jB 50 1 60 的有关规定执行 。



-'.0.8 高架火炬的防火间距应根据天然气液化工厂外人或设备

允许的辐射热强度计算确定 。 火炬排放不同辐射热强度范闸的安

全布置要求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丁.. -，气厂布置设计规范 》

GB 5098 ..J- 的有关规定 。

-'.0.9 天然气液化工厂与石油和l天然气化工、煤化t企业相邻

建设时，其|山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 0 . 9 的规定 。

-'. 0.10 天然气液化丁-厂应位于不受洪水、 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

带，当不可避免时， 应采取叮靠的防洪、排涝措施。

表 -'. 0.9 天然气液化工厂与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化工企业

中目邻企业的防火间距( 111) 

相邻设施
F~I 、乙类 T:

仓厂'除!fi:'}ié

ilHt j;毛 " 1 燃液体
ι袋 '[_tl!究设

以施(员夕|、
可能fjzf i; 可

Mfi生i一l 怖主11
施(最夕|、 f~! 11

I~!II 设备外缘
燃液体的高 IY1火

(~1Il外壁) ( ~Iff夕i、~n
设备夕|、缘旦旦

卫立建筑物的
组t! 火;l:li J也 .r.I ，

大然气/1证
lJ!:筑物的的

最外11lJ线)
(火 ili ' ll ,L.') 

化|丁厂 外轴线 J

液化夭然气fi古饵i!
60 60 70 90 90 70 

(仰自夕|、壁)

民;1也 ij~ ft 1:_2 fi的ill:.

」止可燃液体 li肯脱 60 60 50 60 ()O 10 

(iíî~ 夕|、挠)

印、 乙类了 ι '~

置或没胞(最外似'1
70 ::;0 10 10 90 40 

设备外缘或主k筑物

的战外轴线)

全j 性重1l.'民施

(111 外阳'1 设备外缘
90 (iO ,10 20 90 20 

.!!.x ill筑物的挝外电IJ

主是)

"I能携带可燃液

体的高架火 ;l:li ( 火 90 90 90 90 o止 门ê 1) 60 

如 i 't'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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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友 . 1. O. 9 

天然气液
化!厂

IIJI火地点 20 

iL 1 j币与 内把 l\ti火问 i缸，也知点 。

2 全厂.~t ïf( '10设施系J白发咔:火灾 11-;-J" l;~ lI lí'J 今) " 1 二产或 1 '1能浩成吃大人身行î T'丁的

设施 . ~n' I '* .jS'. ; l ïl 宫、总变 11! )!li 、 l'iíí♀ I l!. ~ii .化验 窄 、 i ì 'í 1纺挺 Ji;' ( 汕) 、

办公大陵、以 1 :针~: ~守等 。

'i l1 i技发火化地点的防火 lìlJ1!l i . 不应/1 、 r l .jl~l ;人:}也仅 ltii ;k rllllll ~的 ;;O % .l l.I ij(

发:火化地点应 {Ii 'ti:A火火爆炸危阶 |攻城之外

l 火如 i(I(J~日射 抖飞斗~J (~);在 11(<') 1'11 111 火~巨(1(]检修和 I .~豆1i .

5 l J 内 类 I - 2: 装'î"b&设施的|功火间距 . 11 ) fj( IJ 1 、 乙类 | φ ι装 li成设施的规í.Ë

减少 1 0m 执行 (火炬除夕|、 ) 。

(Î <-< '1' … 表7T'尤防火 JÌ 11 Jr!1 ~ '12: )长或执行千1 :关 卡r;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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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厂总平面布置

5. 1 一般规定

5. 1. 1 工厂总平面布置应根据生产工 ι的特点、火灾危险性、

装置的相互关系 . 结合l也形、风向及周边环境等条件 . 战功能分

1>(集巾布置 。

5.1.2 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工艺装置、储罐(组)、装卸l区等设

施宜布置在人员集 1-1'场所及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全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 。

5. 1. 3 液化烧储罐(组)、可燃液体储罐(组)不应l毗邻布置在

高于工艺装肯区、全厂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巾场所的阶梯上 。 当

受条件限制~旦有丁艺要求时，可IIIrt邻布置在高于工艺装置的阶梯

上，但应采取防止泄漏的液化怪或可燃液体流人士艺装置、全厂

性重要设施或人员集中场所的措施。

5. 1. ~ 液化天然气的装卸区、液化天然气槛装站宜布置在厂 l豆

边缘 . jLfI分别设围墙独立成区 。

5. L 5 全厂性的高架火炬或放空管宜位于生产区全年最小频率

风向的上风侧，且宜布置在场地地势较高处 。

5. 1. 6 宅气分离装置平11仪表风用空气)1':缩机应布置在空气清i占地

段 . j~:应位于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等场所全作最小频率风向的下JxL1lj! 1] 。

5. 1. 7 采用架空电力线路迸出厂区的总变电所应布置在厂1>(的边缘。

5. 1. 8 天然气液化工厂四周应设不低于 2 . 2m 的非燃烧材料围

J~ 。 天然气液化了厂的生产区与其他厂矿企业相邻布~':E'才 . 其相

邻 1lj! 1] rlïL 设置不低于 2 . 2m 的非燃烧材料实体围墙。

5. 1. 9 厂区绿化设计应符合现行 115.1 家标准 《石 7111 化了下厂布置

设计规范 )) GB 50984 的有关规定 。

5. 2 工厂内防火间距

5.2.1 -，气厂内总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5. 2.1 的规定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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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3

表 5.2.1 天然气液化工厂内总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 (m)

液化
仓库或堆场

含 il!1污水池

液化天然气
甲、 乙类 明火 n民 全厂性

夭然气
液化 辅助 (åí!ii 、 稍) ( m勺

设施名称
储罐

仁艺装置 散发火 重要
汽车

天然气 生产

(设备) 花地点 设施 准装站 设施 印 、乙 丙类

装剑l刘i 4二30 >30 
类物品 物品

液化天然气1mlt11f 』止 表 7 . 2 . 4 60 60 70 45 45 60 60 50 1[0 40 

甲 、乙炎 '仁艺装笠(设备) 60 30 30 10 25 30 :l5 30 25 25 

明火或散发火 ;{t地点 60 30 25 30 30 25 25 35 

全厂t!:重要设施 70 40 40 '15 45 35 25 35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站 115 25 25 1[ 0 20 :)0 25 20 20 20 

液化天然气ìi主装站 45 30 30 .15 20 35 30 2;) 25 :lO 

辅助生产设施 60 35 30 :15 35 :lO 25 25 

qJ 、 乙类物品 60 30 30 '15 25 30 35 25 25 
仓库或堆场

丙类物品 50 2b 25 35 20 25 30 15 20 

含汕污水池 =三30 40 25 25 20 25 25 25 1:' 

O#R 、 稍 )(m:; ) > 30 40 25 35 35 20 .10 25 25 20 

厂区 !î' !峭 见第 5. 2 . 5 条L_3i 25 :10 15 12 l5 15 

ìt : 1 全厂性童安设施是指发生火灾时影 III"J 5:厂生产或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设施 . ~n 中央控制宫、总变也所、 自 备咆站、化

验室、消 |坊泵房(站 ) 、 厂办公大楼 、 叫n丁.宿舍等 。

2 辅助生产设施是指为满足了厂主体工ι生产需要的厂房及设施 . !.I n变配电所、锅炉房 、 变Hiíl引出[站、循到、水站等 。 表叶 I 钳i

助生产设施的防火间距是指一套生产装进专用的辅助生产设施的防火 rllJ 距， -1f 以|→生产装进公川的辅助生产设施与厂内

其他设施的防火问距按表 "þ全厂性重要设施的防火问 jl~执行 。

3 表中..二 ， . 农爪无防火问JIL~要求或执行有关标准。



5.2.2 火炬与厂内设施的防火问距应符合下歹IJ 规定:

1 高!但火炬与厂内 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根据人或设备允许的

辆射热强度计算确定 . 火炬排放不同辐射热强度范闸的安全布置

些求应符什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 iU见范 )) CB 

5098~ 的有关规定 :

2 封闭式地面火炬与厂内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有明火或散

发火花地}.I.~ 确定 。

5.2.3 n J 燃气体放空立管的布置应 ~{ì 合木标准;:r~ 9. 2. 5 条 的

规定 。

5.2." 液化天然气集液?也丰11 导液沟与 rlj:J 火地点的距离不应小

于 30m 。

5.2.5 设计序，力小干 100 kPa 的液化天然气储a~ii与工厂罔墙的

距离不应小干表 5 . 2. 5- 1 的规定，设计斥力大干或等于 100kPa

的液化天然气储罐与工厂 |韦| 墙的 li!I2 尚不应小于表 5. 2. 5→2 的

规定 。

表 5.2.5- 1 设计压力小于 lOOkP" 的储罐与围墙的距离 (m)

fi行 MfJ旦式 至 「广 11;1峭的最小肌肉

单牙宇仰自 (1仿火堤最外线) () . 7 [) . 且不小下 30

双容~Iii (~1Iff 夕|、壁最外缘) O. 7/) . J斗不小丁-. :lO 

全容罐j主 i\Ij.1I英旅(罐 ~I、唯 ll~ 夕|、缘) 30 

表 5 . 2.5-2 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IOOkPa 的储罐与围墙的距离 (m)

fì白日li lylili往容盐 V ( nl~ ) 

\1< 1. 9 

1. 9~\I< 7 . (i 

7. 6~V<5G . 8 

56 . 8"，二\1< 1 1.1

] J I ~V<265 

V注265

it ， 表巾 fi再跟Ií咄1赳算点为防火 J)l展外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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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厂区大门及道路

5.3.1 厂区出人口的位置及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工厂的人流、物流出人口应分开设置 ;

2 工厂的主要出入 口不应少于两个 :

3 工厂宜设置人员紧急监生什1 口，紧急逃生 1 1-1 口 JÊ{与主要

出人口位于不同方位;

4 液化天然气装卸区的."1-\ 入口宵单独设置。

5.3.2 厂区道路布置应方便人流、物流进出，满足施t、运行、

抢修、 安全、消防的要求 。

5.3.3 厂区道路的布置应与厂 |兰内功能分区和装置界区分区相

结合 . 主次道路应布局合理。

5.3.-' 厂区消防车道设置应符合 F列规定- . 

1 工艺装置区、液化天然气罐组、液化天然气装卸1 区、液

化天然气灌装圳、危险品仓库区应设环J~消防马道 ;当受地彤等

条件限制时，可设有 |可车场的尽头式消防车道， I百|车场的面积应

按当地所配消防车辆车型确定 . 且不宜小于 18m X 1 8m :

2 液化天然气罐组内任一储制l 't' 心与最近 ，'，01肖防牛'道的距

离不应大于 80m . 罐组防火堤的外J足 1I却l线与消防守-道之间的距离

不应小干 3m;

3 工艺装置与周用消防车道的距离不JiV_小于 5m，装置内任

一设备距最近的消防车道的距离不应大于 120m;

4 消防车道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5m，消防车道的内缘转弯

半径不应小于 12m，纵向坡度不宫大于 8% . 消防车道净宽度不

应小于 6m;

5 1肖防 4二道应结合厂区主二| 二道和厂外交通干线布置 。

5.3.5 当厂内道路路面高出附近地面 2 . 5m 以上，且在距道路

边缘 1 5m 范罔内有工艺装置或可燃气体 、 液化腔、可燃液体储

罐及地面管道时，应在该段道路的边缘设护墩、矮墙等防护

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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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艺系统和装置

6. 1 一般规定

6.1.1 工艺装置内各单元工艺设备应以设计下况的物料平衡、

热平衡为设计依据，并应合理考虑装置操作上限、下限的要求 ，

操作师性应相互匹配，设计参数的选择应合理可行。

6. 1. 2 原来斗气预处理二r.艺应根据原料气的组分和压力、预处理

规模、液化工艺、节约能源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确定。

6. 1. 3 天然气液化工艺应根据装置规模、产品规格、预处理气

的组成和压力、节约能源及环境保护等因素合理确定。

6. 1. ~ 工艺装置的布置应使工艺流程)1顶畅 . 并)JI.便于设备安装、

操作、检修以及灭火救援。

6. 1. 5 工艺装置应根据其内部物料的火灾危险性和操作条件设

置相应的仪表、自动联锁保护系统或紧急停车措施。

6.2 工艺系统

6.2.1 原料气进气管道进入预处理装置前应设置紧急切断|雨，紧

急切断阀应具有远程操作功能。 当工厂内有两套及以上预处理装

置时 . 每套装置的原料气迸气管道上均应设置紧急切断阅。

6.2.2 原料气进厂总管道上应设置计量设施， 当工厂内有两套

及两套以上预处理装置时，每套装置的原料气进气管道上宜分别

设置 i十量设施。

6.2.3 可燃气体j在缩机排出的放空气体和凝液应集中处理 。

6.2.~ 当原料气压缩机和冷剂压缩机采用往复式月二缩机时， 宜

采用气缸无油润滑压缩机。 当采用有Yltl润滑往复式压缩机时，应

设置除yrtl设施，且油污|徐净率及斥降应满足后续-丁艺要求 。

6. 2.5 选择预处理工艺时应对原料气进行全组分分析，原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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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怪类组分应分析到最末一个组分小于或等于 l X l O- 1 (摩尔分

数/%)级 。 COt 应分析到 l X l O - 4 (摩尔分数/%)级， H2 S 、

COS、总硫 (以硫计)应分析到 mg/m3 级，芳怪类应分析到 1

X 10- 1 (摩尔分数/% ) 级， Hg 应分析至U f.1.g/m3 级 。

6.2.6 原料气预处理后应设置在线微量水分检测IJ和在线 COz 含

量检测装置，并应采取防止不合格气体进入下游装置的措施。

6.2.7 预处理所排放的酸气应满足环境保护法规及有关环境保

护标准的要求 。 当预处理采用干法脱除酸性气体时， 应充分考虑

再生气的综合利用 。

6.2.8 原料气预处理采用吸附工艺时，下游工艺应设置粉尘过

滤设施。

6.2.9 当原料气中氧气含量超过 0. 5 % (摩尔分数/% ) 时， 应

设置脱氧装置 . 且应在脱氧装置后的管道和容易积聚氧气的装置

上设置在线氧分析仪， 氧分析仪应具有氧气浓度检测报警功能 。

6.2.10 液化天然气的蒸发气应进行回收或再利用 。

6.2.11 采用混合冷齐IJ制冷的工艺应设置市IJ 冷齐IJ 回收罐， l!i]收罐

的容积应能储存检修时冷剂系统管道内排出的液态制冷剂 。

6. 2.12 冷箱上应设置防止冷箱内冷剂和l天然气泄漏的检测和保

护设施。

6.2.13 冷箱内部不应设置控制阀门 。

6.2. 1-' 制冷剂在添加l至液化系统之前应设置干燥设施 ， 并应使

7)(含量小于 lO-h旷 /削 。

6.2.1S 对于可能因冷冻而产生堵塞的设备和管道 . 应采取防$\

措施和解冻措施。

6.2.16 在泵和压缩机的人口管道上应设置切断阀，在出口管道

上应设置切断阀和止回阀， 且止回阀宜设置在切断|同之前 。

6.3 装置内布置

6.3.1 装置 内的设备、 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6.3 . 1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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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1 装置内的设备、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 m )

卡;;f!i ll宅 、
明 )ωt 可l类可 '民 ;哇f的时i! (总有积) Jt他 | ι 设在于执厂j放 含可燃液

项目 相l书i lHI 、
i孜:&火 燃气体

液化t企 可燃液体
1丰的 ; '7/)<

然气集
花 (/()设 )k缩机

Ip 类 而I 可根~ ?也 01/0 、
变自己电所 燃气体

ìl豆化:t1:
液体 I夜?也

备、 J$)IW TI，\ut厂房 4二 1 00 rn~' 三三200m" |桶 i/ II池

控制宅、 -I'JL中!工 作'1 、 变配电 JYr 15 22. J /5 15 15 15 15 

明火或 i股东:火化的设备、 场所 15 22 . 5 22. 5 /5 1:; 22 . ~ / :") 15 

叩类可燃气体j在缩机或其厂jjj 15 22. ;) 9 9 9 口 9 9 

装琶fi!'i åilii 液化般 ~ / ()O rn" 22. .:ï ?) ; _. .、 15 9 9 

( 总 容 fl~ ) n[燃液体 主二200m:' 9 9 D 日

m类可燃' (f丰 I ~ 
其他 -1 : ι

9 9 

液化知 15 22 . 5 9 9 
设备及厂房

可燃液体 1:; 9 日

含可燃液体的污水池 (罐)、阳讲| 池 15 9 9 

液化大然气1.1三液池 15 15 9 9 9 

液化t圣
、> I OOrn" -

30 :30 25 :10 .x. 25 25 :l() 25 23 
装置fìMMi组 3υOrn" 

(总容积)
可燃液体

> 200rn"-
23 2:; 25 25 % 20 25 20 20 20 

500rn" 

沌 1 装 i盯i扫M& (组) 的总字叫!J奄r.FD-本标 111 第 6 . :1 . 14 ;丧的规定 。

2 忌~ rj-' " "表示元防火 fll]iIEí要求或执行有关标准 。

3 .t辰毛 巾 .. 桥旷， . 表y刁爪]\装3窍吉jιi州k应 )J成j戊且巴吉组且了布jï '，咒F凸芮'，~

4 ~去二刊r叶小l'液化始指火灾危|阶阶f恍1:类 }日切别j川川1叶l 为甲 飞炎的{制1;1圳;1l ì怜令郑剂l 丰和和1 / 朝辅辅lìf田助U功IJ (户产;兰垃tι叫二气t山l lJ1t. 可燃I液夜剧{体丰刺j衍忻火灾f危ιω|险俭 附除〈炎}另别IJI川l川l 头为1 rp ". 类的和'1 ì令剂和l辅助产品 。



6. 3.2 设备于1 :露天或中露天布置。 当有二r 艺操作和|设备防护要

求或受 (1 然条件限制H才，有J布置在建筑物内 。

6. 3.3 当甲类装置的设备、建筑物隘的占地面积大干 lOOOOm~

H才，应利用道路将其分割成各 l'ë:l 均不大 f 1 0000m2 的凰城。

6.3.... 在可能有可燃液体泄漏的设备帜，周用山设置导液和收集

设施。

6.3.5 装置内地坪竖向和啡污系统的设计\应减少可能泄漏的

可燃液体在 l二艺设备附近的滞留时间和扩散范用 。

6.3. 6 装置的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Ní'等不应与设有甲、乙

类设备的房间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

6.3. 7 装置的控制室、化验室宜全厂性统二设置 . 井宜位于散

发可燃气体的场所和| 设施的全年最小频率JxL向的下风侧 。

6.3. 8 当机柜间、 变配电JíJí'布置在装置内时 ， 应符合下夕IJ规定 :

l 布置在装置的边缘 . 并应位于爆炸危险区域范围之外;

2 平面布置位于附加 2 区的建筑物的室内地j平应高 H '， 室外

地坪不小于 O. 6 m;

3 机柜间面向有火灾危险性设备侧的外墙应为耐火极限不

低于 3 h 的不燃烧材料实体墙，且外墙不应有门窗洞口 。

6. 3.9 在控制室和化验室内不应设置可燃气体、液化;怪和可燃

液体的在线分析仪器。

6.3. 10 可燃气体、液化腔和可燃液体的在线分析仪表问宜就近

布量在取样点附近，与工艺设备的防火问距不限 。

6. 3.11 当布置在爆炸危险区域的在线分析仪表间内的设备为非

防爆型时，应对在线分析仪表间进行正吓通风。

6. 3. 12 明火加热炉、导热油炉宜集中布置在装置的边缘 . 且宜

位于可燃气体、液化怪和可燃液体设备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

风侧 。

6.3.13 明火加热炉附属的燃料气分液罐、燃料气加热器等与加

热炉炉体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 。

6.3.14 装置储罐(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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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当液化怪的装置储罐总容积小于或等于 100m:! ，可燃液

体的装置储罐总容积小于或等于 200m3 时，可布置在装置 内，

装置储罐与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6 . 3 . 1 的规定 ;

2 当液化怪的装置储罐总容积大于 100m3 且小于或等于

300m:! . 可燃液体的装置储罐总容积大于 200m3 _EI_小于或等于

500m:! 时 ，应成组集中布置在装置边缘 ; 但液化侄单罐容积不应

大于 100时，可燃液体单罐容积不应大于 300m3 ; 装置储罐组的

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

3 与储罐有关的机泵应布置在防火堤外，其与储罐的防火

间距不限;

4 装置储罐组与装置内其他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表 6 . 3 . 1 的规定 。

6. 3.15 装置储罐(组)专用装卸车鹤位的布置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装卸车倒位应布置在装置边缘，且应靠近道路，与装置

储罐(组) 的距离不应小于 1 5 m;

2 液化任相邻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m，可燃液体相邻

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m;

3 液化峰和可燃液体相邻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8m;

4 装卸车鹤位与集中布置的泵的距离不应小于 8m o

6.3.16 可燃气体压缩机的布置及厂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燃气体斥缩机宜布置在敞开或半敞开式厂房内; 当受

条件限制时 ， 可布置在封闭式厂房内 ，但厂房内应有防止可燃气

体积聚的措施 ;

2 除自用的高位润滑油箱外，压缩机的上方不得布置可燃

气体、液化;怪和可燃愤体的工艺设备;

3 对于比空气轻的可燃气体压缩机的半敞开式或封闭式厂

房 ， 应在顶部采取通风措施 ;

4 当制冷剂中有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时 . 制冷剂压缩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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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地面不宜有J也坑或地沟;对于封闭式制冷剂压缩机的厂房，

在其底部和 l顶部均应采取通风措施;

5 当压缩机布置在厂房内时，其基础应考虑隔振 . 并应与

厂房的基础脱开;

6 斥缩机之间的最小净距不宜小于 2. 5m ， 机组与厂房的最

小净距不宜小于 2 . 0 m; 压缩机和驱动机的全部仪表控制盘宜布

置在靠近压缩机的驱动设备侧， 且位置应方便观察 。

6.3.17 液化;怪泵、可燃、液体泵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液化怪泵、 可燃液体泵宜露天或半露天布置，液化;怪泵

的上方不宜布置甲、乙、丙类工艺设备 ;

2 液化:怪泵、可燃液体泵在泵房内布置时，液化任泵 、可

燃液体泵应分别布置在不同房间. 且房间之间的隔墙应为防火

墙;当液化炬泵不超过两台时，可与可燃液体泵同房间布置 ;

3 甲类液体泵房的地面不宜设置地坑或地沟 . 泵房内应有

防止可燃气体积聚的措施。

6.3.18 膨胀机、 冷箱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过滤器、增压端出 口冷却器、气液分离器宜靠近膨胀机

进出口布置;

2 膨胀机应靠近冷箱布置 . 膨胀机出口与冷箱之间的管道

连接宜通过膨胀机过桥箱保冷，过桥箱保冷材料应与冷箱分开;

3 与冷箱有关的工艺设备应以冷箱为中心就近布置 。

6.3.19 液化天然气气化器和甲类制冷剂气化器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气化器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1. 5m; 

2 液化天然气气化器与厂区用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30m ;

3 甲类制冷剂环境气化器和热媒为不可燃流体的远程加热

气化器可布置在防火堤内， 0曰:与储罐的防火间距可按工艺要求

确定;

4 整体式加热气化器与厂内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 应战本

标准表 5 . 2 . 1 巾有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规定确定 ; 当设置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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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器时，邻近的气化器不应视为火源。

6.3.20 机泵、塔、换热器、 空冷器、容器、加热炉等设备的布

置应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规定 。 本标准未作规定时 . 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石油化工工艺装置布置设计规范 )) SH 30 11 的有关

规定 。

6.-' 材料选用及绝热、 防腐

6.-'.1 设备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备材料的选用应根据设备的使用条件、材料性能、设

备的制造工艺等确定，井应考虑经济合理性;

2 月二力容器受压元件材料的选用应符合罔家现行标准 (( ffi 

力容器 )) GB 1 50 及 《 同定式斥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 T SG 

2 1 的有关规定;

3 正常操作工况下与液化天然气直接接触的设备材料 . 其

强度应与液化天然气的低温工况相适应 。

6.4.2 管道材料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道材料的选用应根据管道的使用条件、 材料性能等确

定，并应考虑经济合理性 ;

2 压力管道材料的选用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 《压力管道规

范 工业管道)) GB/ T 2080 1 及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工

业管道)) T旦马 1))001 的有关规定;

3 正常操作工况下与液化天然气直接接触的管道材料， 其

强度应与液化天然气的低温工况相适应。

6.4.3 当管道材质与支撑件材质不同时，其接触面之间应设置

与管道相匹配的金属材料隔离垫层或增加非金属材料隔离垫层 。

6.-'.-' 对于在沿海地区建设的天然气液化工厂 ， 应对所用的奥

氏体不锈钢和绝热外保护层采取抗海洋盐雾腐蚀的保护措施。

6.4.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用于奥氏体不锈钢管道上的绝热材料，其氯离子含量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覆盖奥氏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 GB/ T 

22 



1 7393 的有关规定 ;

2 液化天然气管道的绝热材料应具有在各种紧急状态下保

持稳定的性能 ;

3 工艺设备和管道的保温层应选用不燃烧材料，保冷层宜

选用不燃烧材料，当保冷层选用阻燃型泡沫塑料制品时，其氧指

数应大于 30 ;

4 保冷应选用闭孔型材料及其制品， 不宜选用纤维材料或

其制品， 不应选用石棉材料及其制品 ;

5 当本标准未作规定时， 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工业设

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 GB 50264 和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

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 SH/ T 30 1 0 的有关规定。

6.4.6 液化天然气管道的防腐蚀涂料应能耐受持续低温，设备

及管道的防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

腐蚀设计规范 )) SH/ T 3022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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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储存装卸系统

7.1 一般规定

7. 1. J 液化天然气及辅助产品储运设施的规模应根据装置生产

规榄、储存周期、运输条件及用途等因素确定;制冷剂储运设施

的规模应根据生产消耗量和|运输条件等因素确定 。

7. 1. 2 储存装卸设施应结合所储存介质的工艺流向和工.厂总体

布局统一坝划布宵 。 产品储存设施宜靠近装车和装船设施布置。

7. 1. 3 储罐设计'斥力大于或等于 100kPa 时 . 储罐本体及附件

iJl，J材料选择 、 设计和制造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 《压力容器 )) GB 

1 5 0 、 (( I古|定式真空绝热深冷Jf力容器 )) GB/ T 1 8442 和 《 同定式

)l":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现程 )) TSG 2 1 的有关规定。

7. 1. ..:J 储罐设计压力小于 1 00 kPa EI才储罐本体及|咐件的材料

边择、设计和制造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大型焊接低j在储罐的设

计与制造 )) SY / T 0608 、 《现场组装证式圆简平底制质液化天然

气储她的设计与建造 )) GB/ T 26978 手11 (( 石油化工钢制低温储罐

技术规范 )) CB/ T 509 3 8 的有关规定 。

7. 1. 5 液化天然气储罐应单独成组布置 。

7.2 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

7.2.1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方式和液化天然气储罐的类型应根据

产品规楠、储存规模、周用环境、 地质条件、 安全风|哈、建设周

期及经济性等因素合理选择。

7.2.2 液化天然气产IT1储罐的储存天数应根据工厂的生产规模

和1外运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 吗?夜化天然气产品采 JH公路运输

|时，储棚'的储存天数宜为 5cl ~ 7d : 当采用水i的运输时. 储i稚的

储存天数宜为 20d~30cl ，且储罐总容量应满足一次最大装船量

24 



的要求;当采用铁路运输时. f诸罐的储存天数宜为 10d~ 1 5 d;

调峰型天然气液化工厂中储罐的储存天数应满足调峰量的储存

要求 。

7.2.3 液化天然气储罐成组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同类型的储罐宜分别成组布置 :

2 对于设计月二力大于或等于 100kPa 的储罐，罐组内储ái怪

的总容积不应大于 6000m:l ，罐组内应设隔堤，隔堤内各储罐容

积之罪11不应大于 3000m3 ;当单罐容积大干或等于 3000m3 日才

应每一个罐一|目 ;当单罐容积小于或等于 250旷 |时 ， 罐组内储

罐的个数不应超过 12 个;当采用子母罐日寸 . 罐组内储罐的个数

不宜超过 4 个;

3 刑于设计斥.力小于 1 00kPa 的单容罐，当罐组内单罐容

积小于或等于 5000m:l 时 ， f的罐的个数不宜超过 2 个，且，应每一

个罐一隔;当单罐容积大于 5000m:l l时， 应独!立成组布置;

4 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储罐不应与设计压力大于或等

于 1 00kPa 的储罐同在l布置 ;

5 储罐成组布置时，罐组内的{ì;剖在不应超过两排。

7.2.4 液化天然气罐组之间的防火间 j~巨(罐壁至罐壁)不应小

于 20m。 罐组内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子表 7 . 2 . <[ 的规定 。

表 7.2.~ 液化天然气罐组内储罐之间的防火间Rê:

!在罐容量 ( 111" ) 

~ I OO 

> 100 

注 1 0 为丰IJ邻较大储MH的主i 径 。

2 .tl!!.下{，岛罐为表巾数据的 50% 。

附ír.1~之间的防火间 111' (111) 

J. () J) 

。 . .'> 0 

3 雄红l内布置有I用jj'IHi音吉~1 f1才 . f;坷排卧;;:Ui占罐的 [""' 1 脱不应小丁~. :1 111 . 两1'11， 、'ntf的

罐之iÌrJi'I{J 间距不J~，川、于 5nl 。

7.2.5 液化天然气ffil~组防火1盟和隔堤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容罐罐组应设置防火堤， 双容罐 、 全容itit及薄 il英罐罐

组可不设置防火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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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同一罐组，当采取有关防护措施使防火堤内储罐不

会因低温或某一储罐泄漏着火导致其他储罐泄漏时，防火堤内的

有效容积不应小于一个最大储罐的容积;当未采取有关防护措施

时，防火堤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罐组内储罐的总容积。

3 设计月二力小于 lOOkPa 的单容罐至防火堤内侧的堤顶角

线的水平距离 X 不应小于最高液位与防火堤堤顶的高度之差 Y

加上液面上气相当量压头之和(图 7.2. 5) ;当防火堤的高度大

于或等于最高液位时，储罐至防火堤内侧的堤顶角线的水平距离

不限 。

y 
俯镶

X x 

防火堤

图 7 . 2.5 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单容罐至

防火堤内侧的堤顶角线的水平距离

Y 

4 设计斥力大于或等于 lOO kPa 的储罐与防火堤内堤脚线

的水平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当单罐容积小于或等于 100m3 时，不应小于 3m;

2 ) 当单罐容积大于 100m3 时，不应小于 6m。

5 防火堤的设计高度应比计算高度高出 O. 2m . 且不应低于

1. Om ( 以堤内设计地坪标高为准) 。 隔堤应低于防火堤 O. 2m。

6 应在防火堤的不同方位设置人行台阶或坡道，同一方位

两相邻人行台阶或坡道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60m 。 隔堤应设置人

行台阶。

7 防火堤内应设置导液沟及集液池。 当设置隔堤时，隔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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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应设置导液沟及集液池 ; 双容罐、全容罐及薄膜罐罐组应设置

导液沟及集液池;集液池与金属外壁储ffií益的距离不应小于 15m ，

与 1昆凝土外壁储罐的距离不应小于 1 0m。

8 防火堤及隔堤应为不燃烧实体防护结构，应能承受储罐

泄漏冲击、所容纳液体的静压及温度变化等的影响，且不渗漏 。

防火堤及隔堤的耐火极限不应小于拙。

9 防火堤内易发生液化天然气泄漏区域的地面宦采用现浇

棍凝土地面。

10 管道穿防火堤和隔堤处应采用不燃烧耐低温材料严密

封堵。

7.2.6 当液化天然气泵在罐外设置[1寸，液化天然气泵宜露天布

置 。 液化天然气罐组的专用泵区宜布置在防火堤外，泵与储罐的

距离不应小于 1 5m; 当受工艺条件限制，液化天然气储罐专用泵

布置在防火堤内时，与储罐的距离不应小于 3m，并应在防火堤

外设置紧急停车按钮，紧急停车按钮与储罐的距离不应小

于 1 5m o

7.2.7 液化天然气储罐的最大 日蒸发率应满足工艺操作的要求，

且应考虑运行费用和投资费用 。

7.2.8 液化天然气储罐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储罐应设置顶部和底部充装管道;

2 储罐应设置预冷管道;

3 当储罐的顶部充装管道采用喷淋式设计6，j ， 充装管道可

用作预冷管道 ;

4 除真空绝热储罐的绝热空间外，内罐及内罐与外罐之间

的空间应设置惰性气体置换及排空设施;

5 当罐内储存液体存在发生翻滚和分层的可能性时.储罐

应采取防止罐内介质翻滚和l分层的措施 :

6 储罐应具有进出料、 冷却循环、吹扫置换 、 放空等功能 ;

7 储罐应设置能测定罐内氧含量和露点的取样口;

8 设计压力小于 1 00kPa 储罐的进出口笆'道宜采用在írtl~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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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开口的形式;

9 内罐和外罐之间的工艺管道应采用焊接连接;

10 储罐内连接的管道应考虑储罐压力和|温度变化产生的影

响，在内外罐之间及绝热层内的管道应采用自然补偿 ;

11 储罐泄压安全阀、人工放散阀的管道人口应设置在储罐

顶部，且应在最高液位以上 ;

12 储罐真空安全阀的出口管道应号 | 至外罐顶部的气相空

间 ; 当内外罐完全隔绝时， 真空安全阀的出口管道应设在内罐最

高液位以上;

13 罐顶直接排向大气的安全阀 . 其设置位置及排放 口应保

证对罐顶操作人员和其他设备的危险性最小。

7.2.9 当液化天然气储罐内设置潜液泵时 . 每座储罐内的潜液

泵数量不应少于两台 。

7.2.10 液化天然气泵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泵 H-~ 口宜设低流量保护管道 ;

2 泵及进、出 口管道应有预冷措施;

3 泵或泵井及其进出 口管道应设惰性气体吹扫和排空设施;

"' J应采取维持泵或泵井及其进出口管道内正常操作温度和

压力的措施;

5 对于在罐内泵井安装的潜液泵， 泵井底部人口宜采用底

阀进行密封;

6 罐内泵宜配置振动监测及报警设施 。

7.2.11 液化天然气储罐应设置满足预冷、运行和停车的液位、

Jf力 、 温度检测仪表。

7.2.12 液化天然气储罐液位检测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1 00kPa 的储罐应设置一套就地液

位指示仪表和一套远传液位检视1]仪表;

2 设计!在力小于 100kPa 的储罐应设置两套独立的液位检

测仪表;

3 液位超出高限值或低于低限值时，液位检测仪表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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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锁;

4 除设置本条第 1 款~第 3 款液位检视IJ仪表外，宜另设置

一套独立的检测仪表，并应在液位超出高限值时报警和联锁。

7.2.13 液化天然气储罐和泵的压力信号应能在ItJ也指示和传送至

控制室 . 压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罐应设置压力检测 . 并应具有报警和联锁功能;

2 对于绝热层与内罐完全隔绝的储罐，应对绝热层斥力进

行检测;

3 储罐的取ffi点应位于储罐顶部最高允许储存液位以上的

气枉!空间 ;

4 真空绝热储罐的真空层应设真空检测;

5 除罐内泵外 . 泵进口应设压力检测 . 宜设月二力超 :-1 1， 低限

值报警平1]联锁停车 ;泵，LH 口应设压力检视IJ及高限值报警。

7.2. 14 液化天然气储雄和泵的混度信号应能就地指示和|传送至

控制室 . 11~t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罐气相空间应设祖度检测，温度超 11\声) II~值应报警;

2 绝热层与内罐完全隔绝的储罐，绝热层内应设温度检切111J;

3 设计呵斥力小子 l OOkPa 的储罐和球罐应根据T艺要求对

不同液相高度处的祖度进行检测;

4 内罐应设置预冷及温刑的 i且度检测 ;

5 设计'压力小于 lOOkPa 的单容罐 、 全容耀、双容罐及薄

膜罐宜设置用于监视IJ 内罐泪。漏的泪皮检测系统;

6 除罐内泵进口外 . 泵的进、 H-~ 口应设温度检测，泪度超

出高限值应报警。

7.2.15 液化天然气泵机组应设置温度、振动检测 . 超出高限值

应4:~警并与泵机组停车联!fJ}l o

7.2.16 设计 ffi 力小于 lOOkPa 的储罐宜设置液位温度-密度

C LTD) 检测系统。

7.2.17 对于绝热层与内罐完全隔绝的储辘，绝热层应设 'i~: 氯气

密封 . 并宜对绝热层进行甲 :皖含量检测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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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8 储罐罐顶应设置操作和维护平行 . 必要时可设置罐顶用

起重设施;罐顶设置的仪表及 |词门宜集中布置。

7.2.19 液化天然气储罐的安全保护应利合下列规定:

1 1的罐应设置安全r!H:放装置，并宜采用先自动排放再安全

泄斥的保护方式。 设计月二力小于 l OO kPa 的储罐应设置泄1k安全

阀矛i]真空安全阀 ; 设计月1.力大于或等于 I OO kPa 的储罐应设置泄

Jk安全阀 。

2 储罐应设置超压向动排放 |词 . tlJ:放气应排至火炬或安全

放空系统.Æ力超出高限值应报警和联锁 。

3 设计压力小于 lOOkPa 的储慨应设置破虫，空补气阀，应

向罐内补充天然气或惰性气体， 11':力低于低限值应根暂不11联锁 。

4 储罐的安全阀应设置备川J阀，包括备用安全阀在内 。 安

全阀的总数应满足检修单个安全阀时其余安全阀的流通能力满足

储罐的最大排气流量或最大吸气流量的要求，每个安全阀均应设

置切断l词 。

5 71让ff安全阀的设定月:力(开启压力)不应大于设计'斥力 .

真空安全阀1W放过程中罐内达到的最低负斥，不应低于储罐的设计

负ff力 。

6 储罐?世压安全阀的最大流通能力不应小于下列情况 nf能

组合产生的最大气体流量，且不应小于 24h 内排山满眼容苗

的 3% 。

1)火灾时的热量输入;

2 ) 外界环境的热量输入 :

3 ) 充装时的置换气及闪蒸气 :

-t)大气ffi降低 :

5 ) 泵冷循环热量输入:

" 设备故障和误操作 :

7 ) 罐内液体翻滚 。

7 1i者?在真空安全阀的最大流通能力不应小干下列情况可能

组合产生的最大气体流量 . 且破血空补充系统不应川于减少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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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的吸入流量。

] )大气压升高;

2 ) 泵抽出最大流量;

3) 蒸发气压缩机抽出最大流量 ;

4 ) 液化天然气注入气相空间使蒸气空间压力降低。

8 对于内罐与绝热层完全隔离且内外罐间采用气体密封的

储罐 . 外罐应设置事故泄压装置。 外罐事故泄压装置的开启压力

应小于外罐的设计正压力， r世压装置的 |吸气压力应高于外罐的设

计负压力 。

9 对于设计压力小干 lOOkPa 的储罐，当储罐安全阀或罐

顶放空系统最大排放能力的计算未考虑罐内液体翻滚工况时，储

罐应设置爆破片或其他泄压装置。

]0 储罐安全阀排放的气体宜排入火炬，当受条件限制时可

直接排至大气，但应引至安全地点排放 。

11 储罐进出管道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紧急切断阀应与储

罐液位和压力控制系统耳其锁，并应具有现场和远程控制切断

功能。

12 当液化天然气储罐液位低于低限值时 ， 应联锁停运液化

天然气外输泵; 当液位超出高限值时，应联锁切断液化天然气

进料。

13 储罐应具备紧急停车功能，事故状态下应切断储罐进出

料并停运机泵。

7. 3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车设施

7. 3.1 汽车装卸车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在与槽车连接的卸车被相管道上应设置止回阀;

2 在与装卸车臂相连的液相和气相管道上应设置切断 |阁，

并应采取排空措施;

3 装车管道排放的气体和液体应密闭凹 LI女;

4 在装卸车管道上应设置'惰性气体吹扫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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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液化天然气装车宜采用定量装车控制方式; 装车贸易计

量宜采用地衡计量，计量精度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6 在液化天然气装车总管和蒸发气总管上应设置紧急切断

阀，紧急切断阀与装车鹤位的距离不应小于 1 0m;

7 液化天然气装车作业时，从槽车排出的蒸发气直返回液

化天然气储自12或进入蒸发气收集系统 ;

8 液化天然气装车应采用装乍l普 . 装车臂与槽车的连接可

采)+J 7:去兰或快速接头 . 并:在设置紧急脱离装置。

7.3.2 装卸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舰定 :

1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车销位应单独设置 ;

2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车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m ， 双

侧装卸车校舍相邻鹤位或同-r~位相邻鹤管之间的距离应满足鹤

位正常操作和l检修的要求 ;

3 液化天然气汽/仁装卸车枝台装卸车鹤位与其他液化怪及

门J燃液体汽车装卸枝白相邻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8m;

4 汽车装卸车场地应采用现浇?昆凝土地面 :

5 液化天然气装卸鹤位与凝液罐 、 装 !f附属设施之间的距

离不)J!Z小于 1 5 111;

6 装卸宅区的进、出口宜分开设置 ; 当进、 :H 口 合用时 .

装卸 r区内 JJI.设置回年场 ;

7 液化天然气装卸区域内的地回应;坡向导液沟 . 集液池与

装fL鹤位的距离不应小于 1 5 111 0

7.4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

7.~. 1 液化天然气的灌瓶间和储ìt.瓦库宜为敞开式或半敞开式建

筑物，半敞开式建筑物的下部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积聚的措施。

7.4.2 液化天然气灌装主I!i应设置不燃烧材料隔离墙。

7.~.3 模瓶间平11储瓶库的室内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 灌瓶间

的TjíJ部应采取通风措施。

7.~. ~ 实瓶库不宜与准;但间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当受条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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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必须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时，应采用实体墙隔开，并应分别设

置出入口 。

7.-'.5 液化天然气缓冲罐与灌瓶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

7.-'.6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的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当受条件限制

汁1人口合用 FI寸，站内应设置足够的回车场地。

7.5 制冷剂、辅助产品的储存与装卸

7.5.1 当作为制冷剂、辅助产品的液化侄储罐总容积大于

300m:l 、可燃液体储罐总容积大于 500m3 时，其储罐及装卸设施

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火灾危险性类别分别成组集中布置在罐区，罐组的

防火设计应科合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 1 60 的有关规定;

2 制冷剂、辅助产品储罐与液化天然气储罐、液化天然气

汽车装卸站、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的防火问距不应小干表 7 . 5 . 1 的

规定 . 与工厂内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罔家标准 《石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的有关规定;

3 常IJ 冷剂、辅助产品装卸设施与液化天然气汽 乍{的罐、液

化天然气汽车装卸站、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的防火问距不应小干

表 7 . 5. lÉl{-J规定 . 与工厂内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同家

标准 《石油化t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

表 7. S. I 制冷剂、辅助产品储罐及装卸设施布置的防火 l可距 (m)

;li1[ 冷剂、辅助产品 fi行侬 ;打[[冷剂、辅助产品装卸l 设施
J!ÍI I-I 

ìlH七怡 ，，[燃 il~体 ( 巾 1\) 汽车装卸站 泵(房)

液 化天然气1的眼 10 '10 15 13 

液化j二然气汽车装卸站 35 8 10 

液化夭然气iili~~YI占 10 25 20 25 

il二 .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主ii与 l!ì[[ fì 如l 、辅助 Io- J山 1\ '1'今~~ ålJ y，lj之 [bj 的距离为相邻ít~

位之间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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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当作为制冷剂、辅助产品的液化侄储罐总容积小于或等

于 300m:l 、可燃液体储罐总容积小于或等于 500m3 时，其储罐

(组)及装卸设施的布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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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道 布置

8. 1 一般规定

8. 1. 1 压力管道的设计、制造、 安装、检验和安全防护应符合

同家现行标准 《斥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 GBj T 2080 1 和 《压

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工业管道 )) TSG 0000 1 的有关规定 。

8. 1. 2 管道布置应与厂区总平面布置 、 竖 向布置相结合，并应

符合工艺流程的要求 。

8. 1. 3 对于分期施工 的工程 . 设计时应统一规划 . 尽量减少施

工、生产、检修的相互影响 。

8. 1. 4 管道系统和l组成件的设计应考虑系统所承受的冷、热循

环引起的疲劳影响 。

8. 1. 5 需要保持低汩的管道应采取维持管道低温工况的措施。

8. 1. 6 液化天然气管道系统的设计宜考虑、水击士况产生的影H向 。

8. 2 管线综合布置

8.2.1 管线综合布置应结合工艺装置与公用工程系统、工厂平

面和坚向设计、道路通行等因素统筹规划 。

8.2.2 全厂性下艺管道宜地上敷设 . 并直成排布置在管廊或管

墩上 。 当受条件限制时电也可埋地或敷设在管沟 |坷 。 当可燃气

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管道敷设在管沟内时，应采取防止可燃气

体积聚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流散的措施。

8.2.3 沿地面或低支架~~j设的管道不应环绕工艺装置 和l罐组，

且不得妨碍消防车辆的通行。

8.2. .. 埋地敷设的管道应埋设在土壤冰冻线以下 . 当确有 |末| 对1:

或需要埋设在土壤冰冻线以上时，应采取可靠的防冻保护措施。

8.2.5 当厂区内的管沟与散发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设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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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小干 30m 时，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窜入和积聚的措施。

8.2.6 在跨越道路的液化;腔及可燃液体管道上不应设置阀门及

易发生泄漏的管道附件。 可;燃气体、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管道穿越

道路时，应敷设在管1函或套管内 。

8.2.7 工艺管道、合可燃掖体的污水管道不应沿道路平行敷设

在路面下或路肩上下。

8.2. 8 永久性的地上、地下管道不应穿越或跨越与其无关的t

艺装置、系统单元或罐组。

8.2.9 对于可燃气体、被化;匠及 nJ 燃液体的管道，应在进出装

置的边界处设置隔断间和 1 8 字育报 。

8. 2. 10 当管道与道路平行敷设时， 管道的突出部分或管架边缘

与道路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m。

8.2.11 管廊(架)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按重量均匀布置管道 . 大直径管道宜布置在靠近管架柱

子处，小 U1毛笆'道、气体管道宜布置在管架 rl' 问 :

2 管廊(架) 的宽度应根据管道直径 、 数量及管道间 fi'l~确

定 . 同时应考虑仪表及电气也缆桥架所需的位置，宜预罔 20%~

30 %的余量;

3 需要设置应力补偿的管道宜布置在管廊一顿Ij j

4 热力管道应迦免与低温管道靠近布置 . 低、血管道宜布置

在管廊(架)下层 ;

5 进出装置的管j郎(约旦)上管道的阀门、 法兰 平11 8 宇育报

U靠近管架布置， Jt-应设置操作平行;

6 工艺和l公J-FJ -1二程管道共架多层敷设时， 宜将介质操作温

lL高于或等于 250飞 的管道布置在上层 . 将液化腔、 11

!版峭#岗j扎i蚀且虫!性介质管道布置在下层;介质操作泪度高于或等于 250
0

C 的

l!j.直必须布置在 F层的可布置在外侧 . {且不宜与液化炖、可燃液

体管道相邻;

7 管 !i:íB ( 坏D 管道的印空高度JJ!l符合下列规定 :

1) 竹迢及管j郎(架)跨越厂区和工ι在~ j;j': r灭道路的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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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应小于 5m;

2 ) 管道及管廊 (架)跨越装置内检修道路和消防道路的

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11. 5m; 

3 ) 管道下方作为检修通道时 . 管道及管廊(架)距地面

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3 . 2m ;

-')管道下方考虑人通行时， 管道及管廊(架)距地面的

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2. 2m。

8.3 工艺及公用工程管道

8.3.1 对于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金属管道，除要求

采用法兰连接外， 其余均应采用焊接连接 。 对于公称直径小于或

等于 25mm 的金属管道 ， 当与阀门采用恍管螺纹连接时，应在

蝶纹处采用密封焊 。

8.3.2 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管道不应穿过与其元关

的建筑物 。

8.3.3 低温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满足管道柔性条件下 . 应尽量使管道短 、 弯头少，且

应减少 "液袋" :

2 低温管道应优先利用管道布置的自然形状进行补偿 ;

3 与低Y.m~管道相连的 =1扣低温管道应设置切断阀，切断阀应

尽量靠近低温管道端，并应做绝热处理 ;

4 低温管近卢间距应根据保7令后法兰 、阀门、 i贝IJ量元件 1~I:tl

处的厚度以及管道的侧向位移确定。

8.3.-' 低温介质的泄放管道应单独设置。

8.3.5 液化天然气储罐的ill :H 口 管道宜集中布置': . jj-.应设操作
王巨丘A
In 。

8.3.6 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管道不应布置在通风不良

的建筑物内及封闭的夹层内 。

8.3.7 对于工艺及公月:J Tt呈管道的布置.吁木标准未作规定时 .

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布置设计规范 )> SH 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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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执行 。

8.-' 生产污水管道

8.-'.1 装置的生产污水应集中排放、集rt'处理 。

8.-'.2 生产污水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水封 .水封高度不应小

于 250mm :

1 预处理单元和l冷箱、机泵等设施区域的排水 LH 仁1 : 

2 全厂性的支管与干管交汇处的支节'上 ;

3 :';与全厂性支管、干管的特段长度大于 300m H才 c

8.5 阀门布置

8. 5.1 1问门应布置在易于接近、 便于操作和检修的地方 。 成排

管道上的阀门应集巾布置 ， Jt.宵'设置操作平台和川弟子 。

8.5.2 安装在低?且可燃介质管道上的 |问门应具有耐火性 . 日，宜

采 )-IJ 刘 焊连接 。

8.5.3 低温阀门不宜采 )-IJ分体阀门 . 且在有冰的情况下 也应能

操作 。

8.5. -' 低温介质管道的 |间门宜水平安装 . 1词中|方向宜垂-'J:向土 。

8.6 管道应力分析与支吊架

8.6.1 管道应根据设计条件进行柔性计算 ， 并应符合现行同家

标惟 《 丁 、 It 'ÍL属管道设计规范 )) (;1:) 50316 1'10有关规定 。

8.6.2 对于冈温度变化引起的43 道伸缩变 J~应采取补偿措施 .

补偿措施予|采J+1 向然补偿方式 。

8. 6.3 付;迫对所连接设备管 1-1 的作用]) 平" 力矩应满足制造厂允

许的作川力和力矩的要求 。

8.6.-' 低温管道支吊架应手j 防止冷桥jo--生的措施 。

8.6.5 月:缩机进 /1\ 口管道支架的基íi:l :山与厂房的基础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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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泄放设施

9.1 一般规定

9. 1. 1 下列设备或管道应设置超压泄放装置:

1 现行行业标准 《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1 适用范围内的压力容器;

2 往复式压缩机各段出口或容积式泵的出 口应设置安全阀，

设备本体已有安全阀的除外 ;

3 当与离心式压缩机、离心泵出口连接的设备不能承受其

最高出口压力时，在离，心式压缩机、离心泵出 口管道上应设置安

全阀 ;

4 可燃气体或液体受热膨胀，可能使工作压力超过设计压

力的设备 ;

5 顶部最高工作压力小于 0.1MPa 的设备应根据工艺要求

设置 ;

6 当减压阀后的管道系统不能承受减压阅前的斥力时， 应

设置安全阀;

7 两端阀门关闭且因外界环境影响可能造成介质斥力升高

的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管道应采取世斥安全措施。

9. 1. 2 在同一压力系统中，当压力来源处已有安全阀，且压力

来惊与设备之间无阀门隔断时，其余设备可不设置安全阀 。

9. 1. 3 压力容器或压力管道上安全阀或泄压装置的选择、安装

和排放能力的确定除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 《 固定式斥力容器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 )) TSG 2 1 、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工业管

道 )) TSG 00001 和 《安全间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 TSG ZFOOl 的

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全阀的开启斥力(整定压力)不应大于设备或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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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压力;

2 安全阀的前后宜设置切断阀，切断阀进出口的公称通径

不应小于安全阀的进出口法兰的公称通径，切断阀必须处于全开

位置并被锁定或铅封;

3 对安全阀进行校验时可以停工井倒空物料的设备或管道，

可不设置备用安全阀，安全阀的前后可不设置切断阀;

4 对安全阀进行校验时可利用其他措施保证系统不超斥的设

备或管道， 可不设置备用安全阀， 安全阀的前后应设置切断阀;

5 I除本条第 3 款和1第 4 款规定的情况外应设置备用安全阀，

包括备用安全阀在内;安全阀的总数应满足校验和检修单个安全

阀时其余安全阀的流通能力能够保证-系统不超压的要求，每个安

全阀的前后应设置切断阀;

6 液化天然气储罐上安全阀的设置除应满足上述规定外 .

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7 . 2 . 1 9 条的有关规定 。

9. 1. 4 地Fk装置及其进出Jj 管道山能适应排放过程中压力和调

度的变化 。

9. 1. 5 泄Æ.装置及其迫二 tl:\ 口笆'道 、 放空管道、火炬设施和其他

可燃气体排放管道的设计和l安装应能防止水、冰、雪或其他异物

堵塞 。

9. 1. 6 1世压装置事故紧急、排放、工艺设备或管道正常生产及检

修排放的可燃气体， 应排入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或其他安全放

空系统 。

9. 1. 7 天然气液化工厂宜设置火炬设施。

9. 1. 8 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应按各排放源所排放可燃气体的

组成、 排放量、排放Æ力及温度等 . 在满足各种排放T况的条件

下集中统一设置 。

9. 1. 9 可燃气体排放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

工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 SH 3009 的有关规定 。

9. 1. 10 原料气预处理单元气休排放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天然气净化厂设计规范 )) SY/ T 00 11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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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可燃气体排放

9.2.1 下列不同来源的气体可排人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 :

1 生产装置无法利用的可燃气体;

2 事i忧 71业用或安全阀排出的可燃气体;

3 开停工及检修时排出的可燃气体;

4 液化天然气泵、其他液化怪泵及可燃液体泵等短时间间

断排出的可燃气体 。

9.2.2 下列气体不应直接排入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应排入

专用的排放系统或另行处理 :

1 最大允许排放背压较低，非n:.入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存

在安全隐患的气体;

2 腐蚀性气体或毒性为极度和高度危害的气体 。

9. 2.3 酸性气体排放系统及处理设施应单独设置。

9.2.-' 除经安全 If:习紧急 71ft放外，当受工艺条件限制将低温可燃

气体直接排至大气时，应采取防止放空气体在周围沉降和聚集的

措施。

9.2.5 对于受工艺条件或介质特性限制 . 无法排入火炬设施、

全厂性放散设施或装置处理排]次系统的可燃气体，当通过放空管

直接向大气排放时 咱 放空管的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连续排放的放空管口应高 : H 20m 范围内的平有或建筑物

顶 3. 5m 以上，位于中1 10放口水平 20m 以外斜向上 4 5。的也围内不

宜布置平台或建筑物(图 9.2 . 5) ; 

2 间歇排放的放空管口应高i ，LI : 1 0m 范围内的平行或建筑物

顶 3 . 5m 以上，位于排放口水平 10m 以外斜向上 45。的范罔内不

宜布置平台或建筑物(图 9.2.5) ; 

3 安全阀排放管口不得朝向邻近设备或有人通过的地方，

排放筒' 口应高出 8m 范罔内的平台或建筑物顶 3m 以上 ;

4 1垛满足本条第 l 款~第 3 款的要求外，放空管高 : 1\所在

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5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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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9.2. 5 可燃气体放空管高度示意

在ì: : 阴影部分为平 fì r&全~筑物的设置范用 。

9.2.6 安全阀出口管道或放空管直接向大气排放H寸，不应设置

改变气流方向的设施， 管口应垂直向上，放空管道底部应采取排

液措施 。

9.2.7 不同排放压力的可燃气体排入同一排放系统时 ， 应确保

不同排放压力放空点的安全排放 。

9.2. 8 携带可燃液体的低温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应设置气化器 .

低植火炬管道的选材应考虑事故排放时可能:-1 \ 现的最低温度。

9.3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排放

9. 3. I 溢出或泄漏的液化任及可燃液体应排放至集液池或安全

地点，液化天然气集液?也应单独设置 。

9.3. 2 工艺设备或管道内排放的液化天然气、其他液化短和可

燃液体应密闭回收，并应进行安全处理，严禁就地排放或排入封

闭的排水沟(管)内。

9. 4 泄 j扁控制

9. 4.1 在工艺装置区、罐区、装卸区和气化区等可能发生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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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泄漏并能形成液池的区域应设置世捕收集系统。 泄漏收集

系统应由收集、导液和集液-部分构成，其设计能力应满足任一

事故泄漏源可能产生的最大泄漏量。

9.4.2 液化天然气泄漏收集系统设计泄漏量 的TIJtJ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罐区，内，当储罐液位以下进出管道未安装内置切断阀

时，储罐的设计泄漏量应按照假设敞开流动及流通而积等于液位

以 F接管管口面积，以储罐最高液位时计算出的流量，井连续流

动到压差为零时考虑 :

2 在罐区内，当储罐液位以下迸 1 1-\管道安装内置切断阀时，

但在她的设计泄漏量不应小于按照假设敞开流动及流通面积等于液

位以下接管管口面积 . 以储罐最高液位EJ才计'算出的泄漏流量持续

lOm i n 的泄漏量 ;

3 在i灌区内，当管道从罐顶进出时，储罐的设计泄漏量不

应小于产生最大mt漏流量的一条管道持续 1 0m i n 的泄漏量 ;

4 T艺装置区 、 气化区的设计泄漏量应按单- r世漏惊可能

产生的最大泄漏流量计算，泄漏时间不应小于 1 0mi n ;

5 兰i储罐成组布置时 . 应按可能产生最大泄漏流量的储罐

计算 ;

6 液化天然气装卸区的设计泄漏量不应小于 ]个最大槽车

的容积。

9.4.3 液化天然气集液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液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单一泄漏师、产生的设计'泄漏

量及消防泡沫占有的体积 . 可不考虑泄漏液化天然气11;1 闪蒸造成

的气化量减少;

2 通过有效措施减少集液池内暴露的液体表面面积及产生

的蒸发气量 ;

3 设有排水设施 . J下应采取防止泄漏的液化天然气进入雨

水系统的措施;

4 集?夜池应设置低泪检切i!IJ 、报警和联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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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液?也应为敞开式 。

9.-'.-' 液化天然气导液沟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导液沟应为敞开式并应坡向集液池;

2 在满足流通能力的前提下 ， 应尽量减小导液沟的宽度;

3 可不考虑消防泡悚所占的体积。

9.5 火炬设施及全厂集中放散设施

9.5.1 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含火炬)或全厂集巾放散设施

的处理能力， 应满足事故状态下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可 能产生

的最大排放量 。 最大排放量宜根据工ι设备在下罗ÚT况下可能产

生的排放气体拉进行组合，但可不考虑同时发生下列两种工况 :

1 火灾事~班;

2 掖化天然气储罐超j下排放;

3 设各~出障和操作失误 :

4 件，电、仪表风供应巾断等公剧工程半:故;

5 开了、停工;

6 其他容器、泵、照缩机、 气化器、 T 艺管道等配置的安

全 |词或Y!H: JT:装置排放;

7 胶水标准第 7 . 2 . lD 条第 6 款巾除翻滚以外的其他丁~6[.组

合确定的液化天然气{的ilWã Î国Jf排放的最大排放量 。

9.5.2 火炬或全厂集 rl-' 放散设施中与低泪气体接触的所有部件

应能适应排放过程巾的低温。

9.5.3 液化怪平n可燃液体不得直拨排入火炬或全厂集巾放散

设施。

9.5.4 排入火炬的 nJ 燃气体不得携带: nj'燃液体 。

9.5.5 可燃气体排放管道在接入集巾放空管前庇设置分液罐 ，

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放空气体沉降和|聚集 。

9.5.6 分液恤)\~具有排 I:H罐内液体的设施。 当采川 )J II 热气化方

式时 . 1111热气化设施的启动应与分液罐液位信号~夹锁，并应采取

防止分液j在内液位和温度~丑，'H高限俏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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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 火炬系统应有保持正压及防止回火的措施， 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低r&=J.火炬系统防止回火措施宜采用注入吹扫气体的方芦 .

不应采用水封罐 . 不宜采用阻火器;

2 高架火炬吹扫气体注入点宜设在分液 fli住 的 :H 口 管道上，

地面火炬吹扫气体注入点应设在各分级压力开关 |闹下游 ;

3 火炬吹扫气体应连续供气 :

4 吹扫气体宜设置流量指示和|低流量报警仪表 ;

5 分液罐后火炬放空主管宜设置}k力指示和低ffi报警仪表。

9.5.8 火炬应设长明灯和可靠的点火系统。

9.5.9 火炬设施的附属设备可靠近火炬布置。

9.5.10 火炬宜采取有效的消烟措施。

9.5.11 高架火炬的高度应经火炬辐射热强度计算确定 。

9.5.12 集巾放散总管管口的高度应高 ，' I:\li'g其 25m 内的建(构 )

筑物 2m 以上，且距地面不应小于 1 5m，月二应满足安全矛11环境保

护的同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

9.5.13 封闭式地面火炬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烛'明火设备考虑;

2 火炬的辐射热不应影响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

3 采取措施避免燃烧时产生的易沉积物质对周围设施产生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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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控系统

10.1 一般规定

10. 1. 1 自控系统的水平应根据装置规模、流程特点、运行要

求、管理模式等因素统筹考虑 。

10. 1. 2 自控设备应适应工厂所在地区的环境条件，并应符合使

用环境的防护和 l防爆等级要求，且应具有相应的等级证书 。

10. 1. 3 自控系统宜由功能相对独立并相互关联的过程控制系统

CBPCS) 、安全仪表系统 (SI S) 和火气系统 ( FGS) 等组成 。

10. 1. 4 自控系统的仪表及执行机构在失去动力源时，应能让工

艺装置及附属设备转入并保持在安全状态 。

10. 1. 5 向控系统应有战|璋手| 诊断、自测试功能及纠错功能 。

10.2 过程控制系统 (ßPCS)

10. 2. 1 过程控制系统宜采用集散控制系统 (DCS) 。

10. 2. 2 过程控制系统应能对生产装置进行实时监控，自动采集

和处理工艺变量数据， 实现故障报警和联 lfßl保护，应能集巾显

示、 报警、储存、记录，自动生成报表和打印等，并应具备连续

过程控制、顺序控制、批量控制等功能 。

10.2.3 过程控制系统应配置操作员士作站，对重要单元或关键

设备宜配置专用操作员工作站，重要的操作区宜配置两行互为备

用的操作员工作站 。

10.2.4 过程控制系统宜配置专用工程师工作站。

10.2.5 过程控制系统应配备完整的操作系统、过程监控、数据

处理、组态、 网络管理软件和 l工程需要的其他应用软件。 操作系

统软件应采用符合丁业标准、通用性强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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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安全仪表系统 (SIS)

10.3.1 安全仪表系统 CSIS) 应满足工厂安全完整性等级的

要求 。

10.3.2 安全仪表系统 CSIS) 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工艺流程的危险性与可操作性分析 C HAZOP) 

确定 ;

2 有独立的数据采集、逻辑运算、监测和执行系统;

3 能手动或自动操作。 当设置自动操作系统时， 应同时具

有手动操作功能 :

4 为故障安全型;

5 具有软硬件自诊断和测试功能;

6 中间环节最少;

7 有独立的操作台，操作台应设在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

室内;

8 具有紧急停车功能，联锁、 停车动作前应能发出预报警

信号;

9 系统负荷最高不应超过 60% 。

10.3.3 安全仪表系统 CSIS) 应能在事故状态时使装置处于安

全状态， 其紧急停车功能 C ESD)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具有现场和远程、手动和自动操作功能;

2 现场人工控制按钮应设置在人员容易接近、 方便操作的

地方;远程人工控制按钮与保护对象的距离不应小于 1 5m; 全厂

紧急停车人工控制按钮应设置在中央控制室;

3 由人工恢复 。

10.3.... 安全仪表系统 ( SI S) 应设置与过程控制系统通信的

接口 。

10.3.5 安全仪表系统 CSIS) 的其他要求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 GB/ T 50 770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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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火气系统 (FGS )

10.4.1 火灾报警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生产区及其他存在火灾危险处，应设置火灾探测器;

2 在工艺装置区 :-1:\ 入口、罐区出人口及其他存在火灾危险

处 . 应设置于动火灾报警按钮。

10.4.2 可燃气体检测和1低温检测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生产区及其他可能存在可燃气体、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

地漏处， 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 ;

2 在生产区及其他存在潜在液化天然气、泄漏危险井需经常

观测处应设置低泪检测装置， 低温检测装置应设置在液化天然气

可能泄漏矛IJ积聚的低点处;

3 在封闭或半封闭建筑物内 . 吁泄漏的可燃气体 比空气轻

时，可燃气体探测器j直在高点设置 ; 当 比空气重H才， 应在低点设

置 ; 对于在高点和低点均有可能聚集的场所，应同时设置 。

10...t 3 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包括逻辑组件， 声 、光报警器和电惊装置 . 并应配置试

验、复位矛IJ确认按钮;

2 具有历史事件记录功能;

3 宦采用不同颜色和通过闪光、平光、熄灭等不同形式表

示报警的不同状态及) 1阳芋，井予以保持 ;

4 能识别短路、断路 、 失效 、 失电及内部错误等故障 ， 并

应能发出明显的卢、光报警信号 ;

5 具有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报警功能，并能区分和识别

报警场所位号 :

6 具有开关量!n指出功能;

7 报警指示设备应设置在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或值班室

等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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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气

11. 1 一般规定

11.1. 1 天然气液化工厂宜按二级负荷供电， 当所在地区供电困

难时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11. 1. 2 天然气液化工厂供电电源宜采用专线供电 。

11.1. 3 天然气液化工厂变配电所到:采用户内式独立布置。

11. 2 爆炸危险环境

11. 2. 1 天然气液化工厂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划分以及爆

炸性环境的电力装置设计， 应符合现行 |宝l 家标准 《爆炸危阶环境

电 )J装置设计规范 )) G I:3 50058 的有关规定 。

11. 2. 2 爆炸危险区域的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电缆桥架或导管 . 其所穿过的不

同区域之间的墙或楼板处的孔洞应采用防火封埔材料严密堵塞 ;

2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缆沟应充砂I真实 。

11. 3 防雷、防静电及接地

11.3.1 生产装置防直击雷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液化娃、可燃液体及可燃气体金属罐体的防雷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 GI:3 50650 的有

关脱定 。

2 对于采用?昆凝土外罐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可在其顶部设

置网格不大于 10m X 10m 或 8m X 1 2m 的避雷网(带) . 也可采

取 !丰1 ~妥闪网(线)丰1]接闪杆棍合组成的接闪器等防雷措施;布置

在帷I页的各种管道和i金属构件应与防需设施相连接 ; 储帷底部的

接地点不应少于 2 处 . fj: J1L沿罐体周边均生j布置;引下线的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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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大于 1 8m ， 每根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0 。

3 金属管廊及架空金属管道接地点问距不应大于 1 8m，接

地引下线可利用其支柱。

11. 3. 2 天然气液化工厂控制室的信息系统应有防雷击电磁脉冲

的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

规范 )) GB 50343 的有关规定。

11. 3. 3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石袖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 SH 3097 的有关规定 。

11. 3. 4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表 1 1. 3. 4 的规定 。

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

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值应按表 1 1. 3. 4 规

定的最小值确定 。

表 1 1. 3. 4 接地电阻值

t柔地装置名称 接地电l组最大允许值 <!1)

电气设备保护撞地 4 

变压器中性点工作接地

lkV 以下重复接j也 10 

-类建筑物 10 

防宙接地 二类建筑物 10 

三类建筑物 30 

防静电接地 100 

信息系统楼地 1 

11. 3. 5 天然气液化工厂内建(构) 筑物及设备、管道的防雷设

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

规范 )) GB 5005 7 和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 650 的

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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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防设施

12.1 消防站

12. 1. 1 天然气液化工厂消防站应结合区域规划、 T厂火灾危险

性、液化天然气储存容量、|古|定消防设施设置情况及邻近消防协

作条件等因素确定 . 并宜利用邻近中J:会专职消防力量 。

12. 1. 2 对于液化天然气储存总容量大于 30000m:l ，且邻近消防

IJ:Þ作单位的消防车辆在撞到火灾报警后 30min 内无法到达的天

然气液化工厂 ， 宜设置企业专职消防站 。

12. 1. 3 消防站内消防车辆的配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泡沫原液储罐容量不小于 3000L 的泡沫消防车不应少于

1fì r I ; 

2 千粉充装量不小于 3000kg 的干粉消防车不应少于 1 fî; 
3 重型水罐消防车不应少于 1 台 。

12. 1. 4 对于液化天然气储存总容量大于 1000m3 小于或等于

30000m:1 ，且邻近消防协作单位的消防车辆在接到火灾报警后

30min 内无法到达的天然气液化工厂，可不设置企业专职消防

站 . 但应按下列要求配备消防车辆:

1 泡沫原液储罐容量不小于 3000 L 的泡味?肖防车不应少于

1 ~ ,- , ; 

2 干粉充装量不小于 3000kg 的干粉消防车不应少于 1 台 。

l2. 1. 5 11肖防站应位于生产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与罐

X内甲类储罐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00m，与工艺装置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 100m o

12. 1. 6 消防站的站内道路应与工厂内的消防主干道连接 。

12. 1. 7 对消防站的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的有关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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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肖防给水系统

12.2.1 天然气液化工厂应设消防给水系统。

12.2. 2 消防用水可阳市政给水管网、消防水池(罐)或天然水

源供给，并应满足水质、水量、水压、 7.k温的要求 。 当利fEJ天然

水'Ì)ffi时，其枯水流量保证率不应低于设计流量的 97 % ，并应设

置可靠的取水设施。

12.2. 3 厂区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处数矛n扑救每处

火灾的消防用水量确定 。

12.2.4 厂区同一时间内的火灾处数应按表 12 . 2. 4 确定 。

厂区占地 ( m" )

三二 I OOX 10 1 

表 12. 2 . 4 同一时间内的火灾处数

同一 IN间内的火灾处数

l 处.厂区消防用7)\茧;最大处

> l OO X 10 1 1 2 处 . 一处为厂民 iì ' í lí!i m 7k量最大处 另一处为厂区辅助生产设施

12. 2. 5 液化天然气罐区的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应按罐区内的最大

单罐确定 . 对于掖化天然气地上罐组，应符合 F列规定:

1 当单罐容积大于 100m^ 时，应设置问定式消防冷却水系

统和l室外?肖火栓系统;罐区的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应按固定怜去p水

系统设计流量与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之丰n计算;

2 当单罐容积小干或等于 100m:; 时，可只设置室外消火栓

系统，其设计流量不应低于 100L/ s 。

12.2.6 液化天然气储罐的固定消防冷却l用水系统的设计流量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储fli7JI外壁为钢质时 . 应按着火罐和距着火罐直径(卧

式罐按其直径和 l 氏度'之和的一半) ]. 5 倍范围内邻近罐的固定消

防冷却水量之矛1]计算，且不应小于表 12 . 2.6 的规定 。

2 当储罐外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且管道进出口在罐顶设

置时，应在Úi在顶平台处设置问定水1顷'雾系统 ， 其冷却水供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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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 20 . 4L/ Cmin • m勺 ，罐顶和罐壁可不冷却 。

表 12.2.6 储罐固定消防冷却水系统的设计流量

喷水强度
储俯-剧式 保护范 l咽

[ L/ ( min . n/)] 

罐璧表而积 2. 5 
着火罐

罐Tffi表面积 4 
立式储制t

罐览表面积的一半 2. 5 
钢质外壁生iti构 邻近罐

ffíi[顶表丽职

着火罐 耐t体表面积 4 
卧式储悦

邻近罐 制fi体表面积的一主I~ 4 

12.2.7 液化天然气罐区 的 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

表 12 . 2. 7 的规定 。

表 12.2.7 液化天然气罐区的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

最大lyl罐容积 (V) 室夕|、?肖火检设计jJt量( 1./ s) 

v二主5000m3 80 

2000m3 "，豆V<5000m:< 45 

V< 2000m3 30 

注~慨区四周设网定消防水炮作为室外消火栓系统的辅助冷却设施时. 可以与

连撞在消火检J.: f.I (J ì ì与防水枪配合使用， 7]1:炮 手11水枪总设 ìt ifrE量不应小子室外

消火栓设计t1E i证 。

12.2.8 液化天然气罐区的消防用水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仙。

12.2.9 辅助产品及制冷剂储罐的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及消防用水

延续时间， 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

范 )) GB 509 74 中液化怪罐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

12.2.10 液化天然气装卸区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

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 60L/s ，消防用7K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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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1 工艺装置区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设计

流量不应小于 45L/s，消防用水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3h 。

12.2.12 储罐的固定怜却水系统宜采用水喷雾或水啧淋喷头，

室外消火栓系统宜配备直流和水雾消防水炮和水枪。

12.2.13 储罐的固定冷却水系统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单罐容积大于或等于 400旷储罐的固定喷淋供水竖管不

应少于 2 条，且应对称布置 ;

2 当罐区总容积大于或等于 500m l 时，消防冷却水系统应

设置远程控制阀，且应有阀门启闭反馈信号;

3 控制阀与储罐罐壁的距离不应小于 15m，且应设置在罐

区防火堤外;

4 控制阀前应设置带旁通阀的过滤器，控制阀后及储罐上

设置的管道应采用热镀特钢管。

12.2.14 厂区内建筑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同家标

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 GB 509 74 的有关规定 。

12.2.15 厂区内消防供水设施、消防给水管道、消火栓、消防

水炮等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 Gß 50974 的有关规定。

12.3 干粉灭火系统

12.3.1 液化天然气储罐通向大气的安全阀出口处应设置局部应

用式干粉灭火系统。

12.3.2 干粉灭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罔家标准 《干粉灭火系

统设计规范 )) GB 50347 的有关规定 。

12.4 泡沫灭火系统

12.4.1 天然气液化工厂应设置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工厂应配备移动式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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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液化天然气储罐总容量大于或等于 2000m3 的工厂 ，

在液化天然气集液池应设置固定式局部应用高倍数泡沫灭火系

统 . 并应与低温探测报警装置联锁;

3 采用海水的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宜采用负压式比例混

合器 。

12.4.2 当用于扑救液化天然气火灾时，泡沫供给率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泡沫?昆合液供给强度应根据阻止形成蒸气云和降低热辐

射强度试验确定，并应取两项试验的较大值;当缺乏试验数据

时，泡沫?昆合液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7 . 2L/ Cmin • m2 ) ; 保护面积

应按最大集液池表面积确定;

2 泡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应根据所需的控制时间确定 ，

且不宜小于 40min o

12.4.3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 1 5 1 的有关规定 。

12.5 灭火器

12.5.1 在控制室、机柜间、计算机室等处应设置移动式气体灭

火器 。

12.5.2 在生产区应设置移动式+粉灭火器，配置数量应符合

表 1 2 . 5. 2 的规定 。

表 12.5.2 干粉灭火器配置数量

场所 配置数量

Tι装置区
蚀'区域面积 . 1:母 300m2 设置: 50kg 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1 具 、 8kg 干

~))灭火;恨不少于 2 具

制E区
校fì者罐l坐数.每J主储罐设置 50kg 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2 具、 8 kg -1工

~)灭火然不少于 2 具

装卸l天 按装卸但H立数量，每处设置 8kg 于#)灭火器不少于 2 具

气肌j应装台 按i徨装台数量 . 每处设置 8kg 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2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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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 5. 2 

配置数量

按集液池座数， 每座集液池设置 50kg 干粉灭火 古怪不少于 l 具、

8kg 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2具

门: ; 8 kg 和 50kg 分别指手提式和推车式干粉型灭火器的药剂充装盘。

12.5.3 灭火器的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 GB 50 1 40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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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给 水排水

13. 1 生合 7.1< 

13. 1. 1 工厂的给水系统设计方案，应根据生产、生活及消防用

水量、水压和水质要求，结合当地水源条件，在保证生产和安全

的基础上，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确定。

13. 1. 2 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 5749 的规定，当生产、生活用水采用同一给水管网

供水时，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2 循环冷却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循环冷却

水处理设计规范 )) GB/ T 50050 的规定 。

13. 1. 3 工艺设备冷却水应循环使用， 且冷却水量、水质应满足

冷却设备的用水要求。当受风沙影响严重且设备对冷却7](7](质要

求较高时，冷却水系统宜采用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13.2 排水

13.2.1 排水应采用清污分流体制进行分类 、 收集、处理 。 处理

后的污水直回收利用， 排出厂外的污水应符合国家污水排放标准

的有关规定 。

13.2.2 工艺装置区、罐区和装卸区的集?夜地排水设施应有防止

液化天然气、其他液化;臣、可燃液体通过排水系统外流的措施。

13.2.3 含有油污的排水系统应设置除油设施，当采用隔油池除

油时，隔油池应设置采用难燃材料制作的盖板，隔油池的进出水

管道应设置水封，?)(封高度不应小于 400mm。

13. 2. 4 排人市政污水管道的污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 T 3 1 9 62 的规定，并应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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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排水口宜设置排水专用检测井 。

13.2.5 工厂应收集事故状态下的消防废水，并应采取防止污染

周围环境和l水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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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 (构)筑物

14.1 一般规定

14. 1. 1 建筑物造型宜简沽，门窗布置应有利于自然通风和 自 然

采光 。

U. 1. 2 生活 、 行政辅助建筑的设计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对建筑

物的有关要求以及建筑物节能设计的有关规定 。

14. 1. 3 建(构) 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当本标

准未作规定时 .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14. 1. 4 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生产、使用手1]储存甲 、乙类物品的建 (构 ) 筑物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生产、使用和储存丙类物品的建 (构 ) 筑物耐

火等级不应低于兰级 ;

2 工厂内重要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划分，不应低于表 1 4. 1. 4 

的规定 。

表 14. 1. 4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建筑物名称 耐火等级

11':缩机厂Jji 级

控制室 级

变自己 I Q.所 级
锅炉房 级

空Hdi，lï 一级
循环泵j先 一 级
深 1 1 泵Jfi 一级
分忻化验室 一级
7k处血!问 一级
消 |彷泵房 一级

沌 ， 1 其余应付的筑物的耐火等级应j望1珩同家现行有关析、 ìW .日 不'在低于=级 。

2 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而积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设 ìi 防火规范 》

GB 500 J 6 的有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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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5 建(构)筑物的抗震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构)筑物的抗震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 GB 500 11 、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 1 9 1 和

《石油化工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SH 3 1 47 的有关规定;

2 工厂内重要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应符合

表 ] 4. 1. 5 的规定 。

表 14. 1. 5 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

i住 (构)筑物名称 抗震设防类另IJ

j王缩机厂房 乙类

控制室 乙类

变内己 I包!沂 乙类

i ì与|纺泵 1元Cì~íl纺7/(汕 ) 乙类

深井泵房 乙类

甲 、乙类库房 乙类

液化天然气储罐基础/j 乙类

冷剂及原料气压缩机基liHl 乙类

冷箱基础、主低温换热器框架 乙类

装卸l站、准装站 丙类

锅炉房 两类

空斥站、 i阳l 集〔站 两类

f的 ;町、泵房 肉类

办公楼、侄IJ J.îH7í合 肉类

íftfl妻间 两类

丙、 丁、戊类rfJ是 丙类

i ì:: 1 表 rl-' 办公愤具有生产指j'i; fMí.:.{!.援救 J)j能 (I(j结构单兀f!!/. 划为乙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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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巾J丘iE设|纠类别不同的主~ (构)筑物合佳时 . 其抗i运设 |坊类月IJ j_.iI 1安炎川IJ

较高的建 (构) 筑物的分类确定。

3 其余到; (构)筑物的机足以|仿类5JiJ i:I(J 立IJ 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 ill筑丁Jg抗

j莲设|坊分类标准)) (;日 S022 :3 和 1 (( 石 油化 1 建 (构 ) 筑物抗~设防分类标

准 )) GB 50453 的有关规定执行 .



14.2 建(构)筑物

14.2.1 存在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建筑物的门窗应向外

开启，3:t二应采取相应的泄压措施 。

14.2.2 当控制室采用抗爆设计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

化工控制室抗爆设计规范 )) GB 50779 的有关规定 。

14.2.3 设备框架、平台的安全疏散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燃气体、液化侄和可燃液体设备的框架、平台应设置

不少于 2 个通往地面的梯子作为安全疏散通道;当甲类气体和

甲、乙A类液体设备的平向长度不大于 8m 时， 可只设 1 个梯子;

2 相邻的框架、 平白宜采用走桥连通，与相邻平台连通的

走桥可作为一个安全疏散通道;

3 相邻安全疏散通道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50m。

14.2.4 钢结构耐火保护的做法应符合现行罔家标准 《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60 的有关规定 。

14.2.5 火炬塔架、放空管塔架宜采用钢结构 。 火炬塔架顶部受

高强辐射影响的构件应采取耐高阻措施。

14.2.6 设备基础宜采用现浇素也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储罐

基础、 压缩机基础、冷箱基础等大型设备基础均应采用现浇钢筋

混凝土结构 ， y昆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 在进行大体积?昆凝

土设计时，应采取防止混凝土水化热及伸缩裂缝的措施。

14.2.7 液化天然气储罐、冷箱等设备基础，应有耐低温的措

施，液化天然气储罐罐体底板与基础之间应做好防水渗密封

措施。

14.2.8 防火J是、隔堤应为不燃烧实体结构，结构强度应能承受

所包容的液化天然气的静压及低混影响且不渗漏，防火堤(土堤

除外)应采取在堤内侧培土或l质涂隔热防火涂料等保护措施。

14.2.9 集液池应采用现浇钢筋?昆凝土结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

不应小于 P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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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5.1 一般规定

15. 1. 1 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物用途与功

能、使用要求，结合当地气象条件、能源状况及环境保护要求，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

15. J. 2 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工业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GB 50019 和 《石油化工采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SH/ T 3004 的有关规定 。

15.2 供暖

15.2.1 工厂内的各类房间应根据工厂环境、生产工艺特点和运

行管理需要进行供暖设计。 供暖房间的室内计算温度宜符合

表 1 5 . 2.1的规定 。

表 ]5.2 . I 供暖房间的室内计算温度

房间名称 供暖室内ì-I-~草温度 CC)

办公室、 会议室、休息室、值班室 18 

控制室、操作室、 和L把问 20士2

浴室、更衣室 25 

走邸、楼梯 fn] 、厕所 l 6 

分析室 、 化驹至 16-18 

发电 fi l] 、 Jk缩机厂房 、俐炉|可、 全厂性仓库 υ 产

水泵 j习 、消|坊器材间 5- 10 

15.2.2 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设备厂房或化验室等建

筑物不应采用明火或电热散热器供暖 。

15.2.3 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设备厂房或化验室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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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供暖管道应明设。当受条件限制必须设置在地沟内时，地

沟应采用干砂填实。

15.2.4 对于散发可燃气体的生产厂房，散热器供暖的热媒温度

不应高于可燃气体自燃点的 80% ，且热水源度不应高于 130
0

C ，

蒸汽泪度不应高于 1 100C 。

15.2.5 室内供暖管道与可燃气体 、 液化短及可燃液体管道的问

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行敷设时 . 不应小于: 300mm; 

2 交叉敷设时 . 不应小于 200mm。

15.2.6 供暖管道穿过配电间、发电间、 控制室时应采用焊接连

接，且不应装设阀门、?世水设施等 。

15.2.7 当供暖管道穿过可燃气体 、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设备厂

房时，在穿墙处应设套管 ， 套管周闹、 套管与供暖管道之间应采

用防火材料封堵。

15.2.8 当供暖管道穿过建筑物基liHl或变形缝日才，应采取防止因

建筑物基础下沉或变形缝变化损坏管道的措施。

15.2. 9 锅炉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锅炉房设计规范 》

GB 5004 1 的有关规定 。

15.2.10 厂区室外热力网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镇供热

管网设计规范 )) CjJ 34 的有关规定。

15.3 通凤

15.3. 1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建筑物宜采用自然通风。 对于抗爆控

制室、装置内的机柜间和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的建筑物 ， 应设

置强制通风设施。

15.3.2 爆炸危险性厂房的通风、空气调节、热风供暖设备及输

送含有可燃气体的通风设备， 1应采用防爆型 。

15.3.3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房间或箱体应采取强制通风措施，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强制通风时，事故排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 12 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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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正常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小于 6 次/h 确定;通风设备

应与可燃气体报警器联锁;

2 事故通风的通风机应分别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设置

启停按钮。

15.3.4 压缩机厂房的自然通风口或强制通风口 ，应分别贴近地

面和屋顶设置。

15.4 空气调节

15.4.1 对温度有要求的设备间、仪表间应设置空气调节系统;

有人员舒适性要求的生产操作及生产管理房间宜设置空气调节

系统。

15.4.2 空气调节房间的布置及围护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室、化验室及其他建筑物内的空气调节房间应集中

布置，其外墙宜北向，并应减小外窗面积，向阳窗应采取遮阳

措施;

2 空气调节系统设备的能效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绿色

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 T 50878 的有关规定 。

15.4.3 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控制室、化验室等有温度、温度要求的集中空气调节系

统应设置温度、温度自动控制装置;

2 在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送、回风总管和新风系统的送风

管道上 . 均应设置防火装置 。 风道应采用非燃烧材料，风道保温

材料应采用非燃烧或)(11:.燃烧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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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全、环境保护与健康

16.1 安全

16. 1. 1 工厂的区域布置、总平面布置及安全设施设计除应满足

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对周边其他设施安全的有关规定。

16. 1. 2 在工艺装置区平台或梯子扶手处、可燃气体压缩机厂房

入口处、可燃液体及液化怪泵房入口处、罐区人口处和装卸区入

口处，均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的装置。

16. 1. 3 工厂宜设置进出口门禁系统、厂界周边防入侵系统和警

卫照明系统。

16. 1. 4 工厂的消防系统、火灾报警装置、紧急切断按钮、安全

通道等安全设施的着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色 )) GB 2893 

的有关规定 ; 工厂的管道着色和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

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 GB 723 1 的有关

规定 。

16. 1. 5 工艺装置区、罐区、装卸区等危险区域的安全标志设置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 GB 2894 的有关

规定 。

16. 1. 6 工厂应有事故广播系统、 工业电视监视系统、通信电话

系统和事故应急H有明系统。

16. 1. 7 工厂宜设置风向标 。

16. 1. 8 生产装置需高空作业的设备应有操作平台及防护措施。

16.2 环境保护

16.2.1 工厂的环境保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化工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483 的有关规定 。

16.2. 2 工艺装置的正常生产应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液化天然气

65 



蒸发气 (BOG) 应回收利用 。

16.2.3 工.厂脱硫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硫应按现行同家标准 《大=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 6297 中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指标进

行控制，井宜采取相应措施对二氧化硫进行综合回收利用 。

16.2.4 工厂生产装置排放的其他大气污染物及无组织排放的怪

类 ， 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 GB 

1 6297 和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 4 5 54 的有关规定 。

16.2.5 工厂生产装置作业场所的环境质量，应符合现行同家标

准 《工作场所有害肉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 2 的有关规定 。

16.2.6 工.厂生产装置产生的污油、废溶剂及固体废物应根据同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分类和元害化处理。

16.2.7 工厂生产装置的防l噪声设计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工业

企业U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GBj T 50087 的有关规定，厂界噪声应

符合现行|到家标准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 

1 2348 的有关规定 。

16.2.8 工厂生产装置的污水及事故废水应经过收集处理， 污水

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 89 78 和当地

有关排放标准的规定 。

16.2.9 工厂的环境保护标志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环境保护阁

形标志排放口(源) )) GB 15562 . 1 的有关规定 。

16.3 健康

16.3.1 工厂的职业安全卫生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 《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 )) GBZ 1 和 《石油化工企业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SH 3047 的有关规定 。

16.3.2 工厂应根据物料的危害特点设置防静电、防低温、防中

毒等工作服和其他防护用具。

16.3.3 工厂内具有职业危险因素和职业病危害的场所，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 58 的要求设

置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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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防火间距起算点的规定

A.O.l 区域规划、工厂总平面布置以及装置内布置的防火间距

起算点 :

1 公路从路边算起;

2 铁路从中心算起;

3 封闭式建筑物从外墙壁算起;

4 敞开式厂房从设备外缘算起 ;

5 半敞开式厂房应根据物料特性和厂房结构型式确定;

6 容器、设备从设备外缘算起;

7 工艺装置从最外侧的设备外缘或建筑物的最外侧墙壁

算起;

8 汽车装卸站从最外侧设备算起 ， 若最外侧为装卸鹤位时，

从鹤管立管中心线算起;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从最外侧设备算起 ，

若最外侧为灌装台，从灌装台边缘算起;

9 高架火炬 、 放空管从中心线算起 ; 封闭式地面火炬从最

外侧护墙算起;

10 架空电力线、架空通信线从杆、塔的中心线算起;

11 加热炉、锅炉从炉外壁算起;

12 居住区、村-镇、公共福利设施和散居房屋从邻近建筑物

的外墙壁算起 ;

13 相邻厂矿企业从闸墙的轴线算起;

1-' 集液池从池内壁算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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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j刊"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而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h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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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2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3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GB 50019 

4 ((锅炉房设计规范 )) GB 5004 1 

5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 GBj T 50050 

6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057 

7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 GB 50058 

8 ((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 GB/ T 50087 

9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 GB 50140 

10 ((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51 

11 ((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 GB 50156 

12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160 

13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191 

14 ((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 GB 50223 

15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 GB 5026 4 

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 GB 50316 

17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 GB 50343 

18 ((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 GB 50347 

19 ((石油化工建 (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 GB 5045 3 

20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 GB 50483 

21 ((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 GB 50650 

22 ((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 GB/ T 50770 

23 (( 石油化工控制室抗爆设计规范 )) GB 50779 

24 ((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 GB/ T 50878 

25 (( 石油化工钢制低温储罐技术规范 )) GB/ T 5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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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974 

27 ((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 GB 50984 

28 (( 压力容器)) GB 150 

29 ((安全色 )) GB 2893 

30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 GB 2894 

3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GB 5749 

32 ((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 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

GB 7231 

33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 8978 

34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 12348 

3S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4554 

36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 GB 15562. 1 

37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 GB 16297 

38 (( 覆盖奥氏不锈钢用绝热材料规范 )) GB/ T 17393 

39 (( li!il定式真空绝热深冷ff力容器 )) GB/ T 18442 

40 (( )_f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 GB/ T 20801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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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26978 

42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 

43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 GBZ 2 

44 

4S 

~6 

47 

48 

49 

SO 

S1 

S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58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 GB/ T 31962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 CJJ 34 

《石油化T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 SH/ T 3004 

《石油化工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 )) SH 3009 

《石油化丁二设备和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 SH/ T 3010 

《石油化工工艺装置布置设计规范 )) SH 3011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布置设计规范 )) S日 30 1 2

《石 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 防腐蚀设计规范 )) SH/ 

T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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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石油化工企业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 SH 3047 

54 ((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 SH 3097 

55 (( 石油化工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SH 3147 

56 (( 天然气净化厂设计规范 )) SY / T 00 11 

57 (( 大型焊接低斥储罐的设计与制造 )) SY / T 0608 

58 ((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丁-业管道 》 丁SG D0001 

59 ((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 TSG 21 

60 ((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 TSG ZFO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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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标准

CB 51261 -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天然气液化了厂设计标准 )) G巳 5 1 26 1 - 20 1 9 . 经住房城乡

建设部 20 1 9 年 6 月四日以第 1 73 号公告批准发布 。

本标附编thll过程巾， ~Æí\tIJll 红l结合天然气液化工厂的丁-程设计

和|生产迸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我罔天然气掖化T

厂t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二号'了同内外先进的技术法规、技

术标准等 。 本标准编制过程巾，编制组还对已建成的天然气液化

工厂的设计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l二 ， 反

复讨论研究。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矛1:1生产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标准》 编制

组按章 、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 、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

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 但是 .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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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1 本条阐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原则性要求 。 天然气液

化工厂原料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液体产品除具有易燃易爆特

性外还具有低温特性，生产的安全条件相对苛刻 。 而我国的天然

气液化技术发展历史较短，在工程设计巾统二设计原则和技术要

求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其次是利用先进技

术 . 节约资源、清沽生产、保护环境 。

1. ().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 天然气液化工厂t程的

设计应严格遵守本标准 。 以煤制气、焦炉气及沼气等为j京举| 气的

液化工厂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 本标准所指的天然气液化工厂不包

括以下场站 :

(1)不带液化天然气液化装置的气化站及天然气调峰站;

(2) 带有基荷型天然气液化工厂的液化天然气输出站 ( Ex

port LNG T erminaD ，本标准包括的天然气液化工厂仅限于其与

装船码头枝桥与陆域的交接点之内的陆上部分;

(3 ) 液化天然气储备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目il液化天然气

转驳站，卸船、储存 、 装船转运) ; 

(4) 天然气液化工厂对铁路液化天然气槽车的模装;

(5) 海洋巾的浮式液化装置 。

1. O. 3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调查了多个天然气液化工厂 .

了解了相关标准的采用和执行情况，总结了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

的经验和教训，对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吸收了罔

外有关标准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并与国内有关标准相协调 。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涉及众多专业，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内

容本标准已作出了规定 . 应遵照执行 . 本标准未作规定的应按同

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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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4 生产区的设施包括罐组、装卸设施、 灌装站、火炬等 。

2.0.5 辅助产品是指为了满足生产工艺及产品要求， 生产过程

中分离出的少量;怪类物质 。

2.0.6 工艺过程所需的设备主要包括塔 、 换热器 、 容器、 加热

炉、 导热油炉和:1机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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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巾可燃气体的火灾危阶性分类中l ïJ[燃气体爆炸下

限的确定基准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规定相协调 。 天然气液化工厂中只存在甲类可燃气体，主要包

括天然气和气相制冷剂如乙烯、丙烧、丁烧等。

3.0.2 本标准巾液化腔、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与现行罔

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160 的规定相协调 。

天然气液化工厂中的可燃性液体一般包括 :

(1)液化;怪 : 液化天然气、液态制冷齐IJ (乙烯、丙皖、丁皖

等)、火灾危险性为甲 A类的辅助产品11;

(2) 可燃液体:液态制冷齐IJ (异戊:皖)、火灾危险性为甲日类

的辅助产品、火灾危险性为丙H类的导热泊 。 高温的导热 1113操作

、温度高于其闪点时，视为乙自类液体，这与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惟 )) GB 50 1 60 的规定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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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规划

4.0. 3 本条对天然气液化工厂选址应避开的地区和地段作了

规定 :

1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

类标准 )) GB 5045 3 的规定，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建(构)筑物多

属于抗震设防乙类建(构)筑物。 如果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及

以上的地区建厂 ， 按照现行同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11 的规定，应符合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这

将超出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 50011 所规定的

适用范围，建(构)筑物的抗震加间的难度极大，不利于工厂的

抗震安全。 所以规定不应将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庄'及以上的地区作

为厂址 。

2 本款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 国环字第 002

号、现行同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GBZ 1 等有关规定

制定 。

3 工厂所在地区一旦发生采矿塌落、锚动以及山体崩塌、

滑坡、泥石流、流沙、地面严重沉降或塌陷等地质灾害，将对工

厂的人员生命和工厂的财产造成重大灾难，因此不应在该地区选

址建厂 。

4 蓄滞洪区是江河湖堤外洪水临时贮存的低洼地区，作为

蓄洪的场所，常在江河湖洪水泛槛时被水淹没。 其属于水利工程

用地范畴，在此建厂存在安全问题，因此规定蓄滞洪区不应作为

工厂建设用地。

5 机场净空保护区系保障安全飞行的空间区域，根据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的规定， 禁止在依法规定的民用机场

范围内和按照同家规定的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修建可能在空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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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量炯雾、粉尘 、 废气而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设施，禁止

修建不符合机场净空要求的建筑物或设施等。 为保障工厂的建设

不危及飞行器的安全，特制定本款。

6 如果厂址压覆矿床，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部门批准，否

则不应选作为工厂建设厂址。

7 本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温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 GB 

50025 的有关规定制定。

8 窝风地带对可燃气体扩散不利，不在此地带选址是为了

防止可燃气体积聚，增加火灾爆炸危险 。

4.0. 4 液化腔、可燃液体发生泄漏后，可能流入水域，危及水

域设施及航行安全，危及沿岸居民及重要设施的安全，污染水

体，故作本条规定 。

4.0. 5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条参照 《石油化

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一 2008 第 4. 1. 6 条、第 4 . 1. 8

条编制 。

公路是指除厂内道路以外的国家、 地区、城市的公用道路，

这些公路均有公共车辆通行。 如果公路穿行生产区，会给防火、

安全管理、保卫工作带来很大隐患 。

地区架空电力线路若穿越生产区 ， 一旦发生倒杆、断线或导

线打火等意外事故，便有可能影H向生产并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 反之，生产区内一旦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对架空

电力线也有戚肋、 。

地区输油、输气管道是指与本企业生产无关的输油管道、输

气管道 。 此类管道若穿越厂区，其生产管理与天然气液化工厂的

生产管理会相互影响，且一旦泄漏或发生火灾会对天然气液化工

厂造成威胁。 同样，天然气液化工厂生产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也

会对输油、输气管道造成影响 。

4.0.6 本条规定是为防止泄漏的可燃液体进入江河、排洪沟而

引起火灾事故或污染水体。

4. 0. 7 为了减少天然气液化工厂与周围居住区、相邻厂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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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等在火灾事故巾的相互影响，本条规定了天然气液化士

厂的防火间距。 对表 4 . O. 7 说明如下:

(1 ) 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及村庄都是人员集中的场所，为

了确保人身安全和减少与天然气液化工厂之间的相互影响，规定

了较大的防火间距。 本标准在规定这些防火间距时， 主要参考了

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 1 83 的有

关规定 。

(2) 表中"相邻厂矿企业" 是指除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化

工企业和天然气t厂以外的工厂 。 由于相邻工厂围墙内的规划与

实施不可预见，故防火间距的计算从天然气液化工厂内距相邻工

厂最近的设备、建(构)筑物起至相邻工厂围墙止 。 ~相邻工厂

闸墙内的设施已经建设或规划并批准 ， 防火间距可算至相邻工厂

围墙内己经建设或规划并批准的设施，但应与相邻工厂达成一致

意见，并经安全主管部门批准。

(3) 与厂外铁路线、厂外公路、变配电站的防火间距主要参

照现行罔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 《石

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 1 83 的规定 。 为了确保国家

铁路线、国家或工业区编组站、高等级公路的安全，部分设施之

间适当增加了防火间距 。

( 4) 液化天然气{诸报(组) 的火灾规模、 扑救难度均大于工

艺装置，且发生泄漏后造成的危害更大。 因此，液化天然气储罐

(组)与相邻工厂或设施之间规定了较大的防火问距。

(5) 天然气液化工厂与地区输油、输气管道的防火间距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 1 60 的规定 。

4.0.9 天然气液化工厂与石油和天然气化工、煤化工企业生产

性质类同，火灾危险性相似，企业的管理要求、人员素质、消防

设施的配置等类似，执行的防火安全设计标准相同或相近，目前

各地一般将这些企业统一集巾布置在能源化工工业同区，为有效

利用园区土地， 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天然气液化工厂和这些企

业的防火问距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有所区别 。

82 



5 工厂总平面布置

5. 1 一般规定

5. 1. 2 为防止事故状态下大量泄漏的可燃气体扩散至明火地点

或火源不易控制的人员集中场所引起爆燃，故作本条规定。

5. 1. 3 储罐布置在地势较高处，泄漏后的液化;怪或可燃液体易

流向地势较低处，使事故范围扩大，可能会酿成更大的事故，所

以宜将液化怪及可燃液体储罐布置在工厂地势较低处 ; 在山区或

在丘陵地区建设天然气液化工厂，由于地形起伏较大，为了减少

土石方工程量，厂区一般采用阶梯式竖向布置 ， 当受条件限制液

化;怪及可燃液体储罐布置在较高阶梯时，为防止液化'腔及可燃液

体流到下一个台阶上，阶梯间应有防止液化;怪及可燃液体漫流的

措施。

5. 1. 4 要求液化天然气的装卸区、液化天然气灌装站布置在厂

区边缘， 且宜独立成区的原因是 :

(1)车辆来往频繁，排炯管可能啧 1 1-\ 火花， 穿行生产区是不

安全的;

(2) 液化天然气装卸l场地是外来人员和车辆来往较多的区

域，为有利于安全管理 . 限制外来人员活动的范围，宜独立

成区 。

5. 1. 6 空气分离装置和仪表风用空气压缩机要求吸人的空气应

沽净，若空气中含有可燃气体， 一旦被吸入空分装置， 贝IJ有可能

引起设备爆炸等事故，因此应将空分装置和空气压缩机布置在不

受可燃气体污染的地段 。 若确有困难 ， 亦可将吸风口管道延伸到

空气较清洁的地段。

5. 1. 7 由于厂外引人的架空电力线路的电压一般在 35kV 及以

上， 若架空深入厂区， 一是需留有高压走廊 . 占地面积大;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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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火灾损坏高压架空电力线，将影响全厂生产 。 若采用埋

地敷设，技术比较复杂也不经济 。 为了既有利于安全防火，又比

较经济合理，故规定总变电所应布置在厂区的边缘， 但宜尽量靠

近负荷中心 。 距负荷中心过远，由总变电所向各用电设施引线过

多过长也不经济。

5. 1. 8 相邻厂矿企业的情况较为复杂，故规定生产区与其相邻

一侧应设置非燃烧材料的实体围墙。

5.2 工厂内防火间距

5. 2.1 本条规定了工厂内总平面布置时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关于防火间距的规定原则、依据及执行注意事项如下:

(1)防火间距确定的原则J :

1) 防火间距是设施之间发生事故不相互影响 ， 便于抢险、

消防扑救的最小分开距离，其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小事故升级为大

事故，减少、减轻火灾事故的损失，并不试图对灾难性事故或重

大释放(泄漏)提供保护，不考虑小概率事故 。

2) 制定防火间距的基本方法是根据物料的危险性、设施的

危险性及可能伤害对象的重要性，对某个设施可预见的事故及其

后果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事故发生瞬间的伤害半径， 制定对相邻

设施的合理最小间隔间距。

(2) 防火间距确定的依据 :

1) 参照我国同类标准，如我国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

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 60 、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 1 83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6 、 《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 )) GB 50028 等 ， 尽量保持同家标准之间的协调性。 在这些标

准明确可适用的部分直接采川j这些标准 。 在这些标准不明确或者

未涉及的部分， 参考这些标准中关于液化石油气及液化腔的有关

规定 。 如关于液化天然气储罐距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 . 参照现行

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ß 50 1 60 中全冷冻式

液化短储罐的规定。 再如，火炬对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参照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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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 183 和 《石油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160 的有关规定 。

2) 合理借鉴国际先进标准，力争与国际标准接轨，如美 |王|

标准 NFPA@59A 5tandu. rd Ior the Pruduc/ioll , 5 lorage , a lld 

l二Jandli llg υf L ique.fied Nα L ural Cu..、 ( LNC) (液化天然气生产、

储存和装运人美同联邦法规4-9CFR1 93 L iCJ uefiec/ Nα I l/ ral Gω 

FaciLities : FederaL 5afety 51α ndard:、(联邦安全标准 : 液化天

然气设施)、欧洲标准 E\l 1473 I nsla lLα tion u. nd E Cf U iρJnl"n l jοr 

Li(/uefied Nαt ll ru. L Cα ，-Desigll οf ()I/ s!i ο rl" InsLa LLα I lml:、(液化

天然气设备与安装陆上装置设计) 。 木标准编制过程 '-j-' ，认真分

析研究罔际标准，有1'J!tI别地采用其巾合理的部分，如我同现行同

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丁.程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 1 83 、 《石油化工

企业设H 防火标准 )) GB 50 160 对液化天然气储罐(或液化怪储

罐)距 「艺装置的防火间距的规定 比 NFPA@59A 偏大 ， 1白-鉴

NFPA@59A 对同一转运作业有直接联系的设施间距要求不限的

做法 . 本标准适当减小了防火间距。

(3) 执行表 5.2 . 1 日才需注意以下问题 :

1)液化天然气储罐以相邻最大容积的单罐确定， 此规定与

我同现行罔家标准 《石油化t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160 和

美国标准\lFPA@59A 的规定一致 ;

2) 工艺装置区内部布置不按此表执行 ;

3) 设施Jt-É厂区罔墙的距离在执行本表时 . 尚应考虑;爆炸危

阶区域的划分，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不应超出用墙也用 。

5.2. 5 本条规定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 ( LNG) 生

产 、 储存和装运 )) G13/ T 20368 的有关内容编制 。

5.3 厂区大门及道路

5. 3.1 T厂的人流、物流出入口分开设置 ， 主要是考虑到行人

的安全 ， 设置两个不同方位的出入口是考虑到厂区内液化腔、可

燃液体、可燃气体泄漏扩散到出入口，影H向消防车辆的进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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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安全疏散。

5.3. -' 本条对天然气液化工厂内的消防车道布置提出了要求 。

1 液化天然气储罐 、 工艺装置区、液化天然气装卸l 区 、灌

装站、危险品仓库等是火灾危险性最大的场所，其周罔设置环形

道路，便于消防车辆及人员从不同的方向迅速接近事故现场 ， 井

有利于现场消防车辆iV制度 。 如因地形或)+J地面积的限制等 ， 建设

环形道路确有网难的，可设置有回车场的尽头式道路。 尽头式道

路回车场的面积应根据消防车辆的外形尺寸，以及该种型号车辆

的回转轨迹的各项半径要求来确定 。 1 8m X 18m 的回车场面积是

考虑到重型消防车的要求 。

2 当扑救1r古自是火灾时，矛iJ J+J水龙带对着火i灌进行喷水冷却

保护. 71<龙带连接不直过长，根据消防灭火经验以不超过 120m

为宜。 为方便操作，故规定任何1r们在中心至道路的距离不应大

于 80m。

4 下厂内罐组及工艺装置区发生火灾时 . 往往动用消防车

辆数量较多，为便于消防车辆快速方便进入火灾现场，故作此

规定 。

5.3.5 当场内道路高 H-~ 附近地面 2 . 5m I时，为避免车辆从道路

冲出，砸坏安装在附近低处的生产设施、储罐和地面管道， ，1皮作

此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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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艺系统和装置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原料气的组分、 气量均可能随着气井开采情况以及季节等

冈素发生变化。 另外，受市场及气师、 |大|素的影响，处理量可能上

下波动范罔较广，这些都会造成原料气巾杂质含量和 l装置的处理

虽不稳定。 工艺装置包括脱酸气单元、 脱水单元、脱亘;怪单元 、

液化单元、 冷剂循环单元以及储存单元寺，各单元设计时应以设

计了况点为依据，结合气YJ/~组分的变化也阳、气量波动等情况合

理应择一设计参数，并选择能满足上下游操作弹性的相互j7q~己 。

6. 1. 2 原和|气预处理包-r?iM服气、脱水、!1兄重峰、 JJ3í束等 T.乙

单元，脱酸气t艺有 l吸收法、分子筛吸|刑法 、 H具分离法等;脱水

工艺有低泪分离法、|吸收法以及吸附法等;脱重'腔t艺有低温分

离法 、 重;怪洗涤法和吸附法等 : 各单元的工艺路线选择均应根据

原料特点、下游的工艺要求-以及经济性、环保性寄:冈素确定 。

6. 1. 3 目前天然气液化工艺有膨胀制冷、棍合冷剂市IJ 冷 、阶式

制冷等。 根据经济性选择，膨胀制冷适用于小型液化装置 . t昆合

制冷适用于巾小型装置， 阶式制冷适用于大型液化装置 。 选择液

化丁.艺时，还应根据预处理气的组成平nl1':力、产品规格及保护环

境等因素，在液化工艺巾增加其他辅助工艺 。 如预处理气中氮气

的含量较高时 (产品对氮气的要求是小于 1% ) 应考虑氮气脱除

t艺 . 选择低泪闪蒸或者低温精饱~JBí氮了艺;如根据预处理气中

重:怪的含量和组分 . 选择低温分离重股t艺或重:怪洗涤 -，气艺 。

6.2 工艺系 统

6.2.1 天然气被化一「广 li-I 可燃气体泄漏引起火灾事 J汶 口才，扑救

或灭火的最根本的措施是迅速切断气源 。 在进入预处理装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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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上设置紧急切断阀， 是确保事故时能迅速切断气源的重要措

施 。 紧急切断阀应具有远程操作功能，以防止事故时抢险人员不

能接近现场。

6.2.2 总管道上设置计量设施 . 既可以起到校核上游计世设施

的作用 ， 同时也可以检测进入天然气液化了厂前的天然气管道是

再漏气 。 为了对每套装置分别进行物和|平衡和1性能考核 ， 句套装

置的原料气进气管道都应设置计量设施 。

6.2.3 原料气月'.缩机、冷剂压缩机以及 BOG ffi缩机的放空气

体和|凝液均含有易燃易爆介质 电 考虑其-安全和环保设计要求，设

叶时应集巾处理。

6.2. ~ 当原料气斥缩机和冷齐IJ 月二缩机采用有 iFI]润滑的往复机 .

预处理工艺采川-Jf股液 (MDEA 或 MEA) 进行脱酸处理时，压缩

机的润滑油容易使肢液降仰和发泡，并且原料Jf缩机和冷齐IJ Ft:缩

机的润滑illl将会增加脱重任单元的负荷，甚至导致冷箱工艺流逝

堵塞 。

6.2.5 天然气中的重;峰 、 CO2 、 H 2 S ， COS 、 芳怪 、 Hg 等杂质

会堵塞或腐蚀下游设备和管道，故要求对原料气进行全组分分

析 . 根据分析结果选择合理的预处理工艺 。 原料天然气巾 含有

Cl~C6 等各种怪类 ， 分fJr B才 J主分析侄类巾含碳原子最多的妇类

的组分， 其摩尔百分数小于或等于 l X l O fi 

6.2.6 H2 0 和 C01预处理不达标，进入怜箱后会堵塞冷箱的流

逅 . 1天|此在预处理之后， 冷箱之前应设置在线做量水分检测、在

线 C()Z含量检测，能及时发现 H2 () 、 CO2杂质是否超标 . jt及时

采取措二施，如切断进入冷箱的天然气管道阀门，同时开启循环管

线的阀门等 。

6.2.7 预处理-采用脱酸气工艺时 . 脱出的 Hz S 会对环境造成不

良影响 . 排放时如果不满足同家有关环保的法规和1标准要求时，

应进行再处理 . 直至达标后才能打1:放 。 当预处理采用千法脱除酸

性气体日寸 . )=);再生气中含有大茧的天然气，不宜直接放空 ， 应考

虑再生气的综合利用 . 如作为厂内燃料气或Jj5~除到符合现行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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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天然气 )) GB 17820 规定的排入管网等。

6.2.8 预处理采用吸附工艺时，吸附剂会因介质的流动冲刷而

产生粉尘，造成粉尘堵塞下游管道或阀门，尤其是下游装置有膨

胀机、板翅式换热器时对气流中所含的固体杂物要求更严，所以

下游工艺应设置过滤器。

6.2.9 天然气中 O2 的含量几乎为零，但煤层气、沼气等原料气

巾。z的含量较高 。 当进行原料气压缩时，由于温度和压力升高，

可能会达到其工况下的爆炸极限 。 另外，当采用 MDEA 脱除酸

性气体时" ()z 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吸收剂 ( MDEA ) 的功效，

并且在液化过程中很难液化， 最终容易汇集在蒸发气中，致使蒸

发气中 O2 的含量在整个系统中达到最大，当后续工艺升压升温

时，可能会达到其工况下的爆炸极限。 参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标准 《天然气长输管道气质要求 )) Q/ SY 30 

2002 ，规定氧含量小于或等于 0. 5 % 。

6.2.10 液化天然气的蒸发气 叶 1 甲皖含量达到 70% 以上. 直接

排放会造成经济损失，并且破坏大气环境.因此宜通过重新液

化、用作燃料气、重新压缩进入燃气管 网等方式进行回收或

利用 。

6.2. JJ 装置在停车时，需要将系统中的冷齐IJ置换，为了减少混

合冷剂的放空，使装置的经济性和环保性更好，故规定设置回收

罐，尽可能地回收系统中需要排空的液态混合冷剂 。

6.3 装置内布置

6.3.1 天然气液化工厂装置内的设备 、 建筑物的火灾危险性与

石油化工企业装置内的设备、建筑物的相似，表 6.3 . 1 主要参照

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t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并结

合天然气液化工厂设施实际情况和装置特点而制定的 。

6.3.2 露天或半露天布置，设备通风条件良好，便于可燃气体

扩散。 "受自然条件限制"是指建厂地区属于风沙大的地区或雨

雪多的严寒地区 。 工艺装置的动设备如压缩机、泵等雯'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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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设备可布置在室内 。 "半露天布置"包括敞开或半敞开式

厂房布置 。

6.3.3 当甲类装置的设备、建筑物 I~<: 的占地面积大于 10000m2

时，用道路分割为面积较小的区域 . 一是考虑方便日常管理、维

修， 二是考虑在事故状态下方便人员疏散 . 方便消防车辆及抢险

人员及时进入现场 . 防止事故茧延扩大 。 面积过大不利于抢险作

业及消防车辆通行 。

6.3.5 为了防止泄漏的可燃液体漫流使事战扩大化 . 装置内地

坪竖向设计应坡向导液设施;火灾事故时工艺装置区的消防i民淋

水可能含有少量的 iRl 污 . 地坪竖向设计应有利于收集 。

6.3.6 装置的持市IJ室、机柜间、变配电所等为装置的重要设施 .

且其中的电气设备可能是点火源，因此其与可能发生泄漏的甲、

乙类设备的房间不应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

6.3.7 装置的控制室、化验室是装置的重虫设施 . 是人员集 rll

的场所 . 为保护人员及生产运行的安全 . 从集 11'控制现念出 发 .

提倡全厂统一考虑设置 。

6.3.8 本条对机柜间、 变配电!自T装置内的布置作 ，' H 了规定 。

1 装置的控制室、 机柜 |町、 变配电所是装置的重要设施 ，

为保证装置的安全运行 . 要求将其，(jí轩在装置ili缘 。

2 本款规定的 "应高 :H室外地j平不小于 0 . 6 m" 是指爆炸危

险场所附加 2 区的建筑物高度也闸，附加1 2 区的水平范罔是距梓

放源 15m ~ 30m 的范用 。

3 木款规定是为了在装置发生事故时能有效地保护室内设

备及人员安全 。 耐火似 IIL~不低于 3h 的不燃烧材料实体墙是按照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ìì GB 500 1 6 巾防火墙的定义

要求的 。

6.3.9 控制室、 化验室是人员比较集巾的场所. 目.室 内电气设

备一般为非防爆电器 ， 若安装可燃介质的在线分析仪器， 一且设

备或管道发生泄漏可能引起安全事故 。

6.3. !O 在线分析仪表间靠近取样点布置 . 是为了确保能实川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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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分析和l检测 。

6.3.12 天然气液化工厂中的明火加热炉一般包括天然气加热炉

和导热油炉，属于明火设备 。 在正常情况下火焰不外露，不可能

发生火花散发情况。但在不正常情况下可能向炉外喷射火焰， 如

遇泄漏后扩散的可燃气体也可能发生爆炸有l火灾，如将其分散布

置在装置内 .必然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 : 另外 . 天然气加热炉矛1]

导热 11 11 炉Jj'1~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设备均要求有较大的防火间距，

如将其分散布置必然会增)111装置占地 . 所以宜将加热炉集中布置

在装置的边缘 。

可燃气、液化:怪或利 l可燃液体设备如大量泄漏 . 有可能扩散

至加热炉而引起火灾或爆炸。 |天|此规定明火加热炉应布置在可燃

气体、液化;怪矛j]可燃液体设备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

6.3.13 燃料气分液罐 、 燃料气加热器等为加热炉的附属设备，

但又存在泄漏危险 ，!皮作此规定 。

6.3.14 天然气液化了厂的装置储罐(组)的储存介质主要是液

化娃、可燃液体辅助产品及制玲剂，储存量通常均较小 。 为了、满

足工艺要求，平衡生产，减少能耗和投资 . 方便生产管理 ， 在装

置储罐总容积满足本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时 . 允许将其布置在

装置内或装置的边缘 。 对装置储罐储存总量和单罐容量进行限

制，其要求比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60 的有关条款更严格 ， 是因为天然气液化t厂装置储罐储存

的液化;峰、可燃液体辅助产品及市IJ 冷弃IJ存量通常较小 . 里'主要是

为减少影响装置生产的不安全因素 . 减少灾害程度 . 确保安全。

装置储罐组属于装置的一部分 。 考虑到对装置储罐组总容积已有

所限制 . 装置储ii性组的专J-FJ泵仅要求布置在防火j是夕|、 . 其与装置

fì击iriW.的防火间距不限 。

6.3.16 本条对可燃气体压缩机的布置及厂房的设计作出了

规定 。

1 可燃气体压缩机是容易泄漏的旋转设备，为避免可燃气

体积聚，故推荐布置在敞开或半敞开厂房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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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款是针对所有压缩机而言。

3 , 4 强调防止可燃气体积聚 。

6.3.17 本条对液化;怪泵、可燃液体泵的布置作出规定 。

1 为避免可燃气体积聚，推荐采用露天、半露天布置，半

露天布置包括敞开式或半敞开式厂房布置。 液化;怪泵发生火灾事

故的概率较高，应尽量避免在其上方布置甲、乙、丙类工艺

设备 。

2 液化怪泵世漏的可能性及地漏后挥发的可燃气体量都大

于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故规定分别布置在不同房

间内 。

6.3.19 介质为液化天然气及甲类制冷剂的环境气化器、远程为[1

热气化器均属于甲类工艺设备，整体式加热气化器视为有明火或

散发火花地点，与厂内其他设施的防火间距执行本标准表 5 . 2.1

的有关规定 。 甲类气体(如液化天然气的蒸发气) 的加热器布置

也可按本条的规定执行。

6.4 材料选用及绝热、防腐

6.4.1 本条对设备材料的选用作出规定 。

3 一般最常用的材料暴露在极低温度条件下时，将因脆性

断裂而失效，尤其是碳钢的抗断裂韧性在液化天然气温度下

( - 162
0

C)是很低的，因此用于与液化天然气接触的保冷材料应

当验证其抗脆性断裂的性能。 现行国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的一般

特性 )) GB/ T ] 9204 rl-I推荐了数种与液化天然气直接接触而不会

变脆的主要材料 。

6.4.2 本条对管道材料的选用作出了规定 。

2 鉴于日前国内管道设计标准较多 . 规定内容归入较大，

选用现行国家标准《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 GB/ T 2080 1 作

为最终的评判标准比较符合当前的国情。 该标准的许用应力等参

数与美国标准相近，也利于引进项日的设计。

6.4.5 本条对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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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款规定参照现行同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 ( LNG) 生

产、储存和装运 )) GBj T 20368 制定 。 绝热材料应在各种紧急状

态下保持稳定的性能，如暴露在火焰、热/冷环境或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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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储存装卸系统

7. 1 一般规定

7. 1. 1 当天然气液化T厂用于调峰时，为满足调峰要求 . 其储

存规模要求会相应增大 : 当工厂位于北方寒冷地区时 . 受冬季大

雪天气和运输条件等的影响 . 储存规模会相应增大; 1!iIJ 冷剂的储

存规模要根据生产消耗量和当地运输条件等确定，如市IJ 冷齐IJ生产

厂距离工厂较远时，运输时间和1储存天数会相应增/'- 0

7. 1. 3 本条规定了设计!王力大于或等于 100kPa 的储罐的设计

和制造标咐 。

7. 1. ~ 本条规定了设计斥力小于 1 00kPa 的储 ~jti( 的设计和制造

标准。 在常r-r-:恒l筒平底立式储罐制造标准方面 . Iτ|际标准有美同

标唯 API 6 20 Design ωId CO l/sl ructioll oI Large . W('Lded 啥 LIJ'W"

ρress盯(> S/orage Ta 7lks (大型焊接低压储罐设计与建造) ， 欧洲

标准 EN14 飞 20 De五 ig71 a 7ld M(/nufacture oI Sile Bui!t 、 Verlic ι11 .

CyLi 7ldricaL 、 FL(/ t- fJoll ollled SteeL T，ωIks Ior lhe S{orage IJI Re

{rigerated , L iquefied Gω们 wilh ()þeraling T emþer(/Iures be-

1 7..ι'(:'e 71 QOC and - 165 OC' Metα Ll íc COI/1 þ017e7l ts (设计矛n现场建造

丘式、圆筒形、平底、钢制、操作 f}iA度介于 OOC ~一 ] 65
0

( 的冷

冻液化气储罐) . 本条规定的现行行业标准 《大型焊摆低压储罐

的设计与制造 )) SY / T 0608 和现行 ITI 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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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2 6978 均采用

以上两个国际标准的主要条款 。

7. 1. 5 液化天然气储罐发生泄漏后，在常压下的介股市1度很低，

储存其他介质储罐(如常温储存的液化;怪储罐或其他可燃液体储

罐) 的罐体材质是不能适应其iUFA度条件的，低泪Tì)t'.会对这些储

罐的罐体产生不不IJ影响龟从而影响这些储罐的安全，因此液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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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储罐fE单独成组布置 。

7.2 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

7.2.1 对本条内容的说明如下 :

(1)液化天然气储罐按照储陆的形状、材料、罔护结构及防

护型式等划分，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

1)单容立式或卧式圆筒形金属罐 ;

2) 双容立式平底圆筒形金属内罐和金属或混凝土外罐;

3) 全容立式平j民圆筒形金属内舰和1金属或混凝土外罐;

'-1.)立式平底有金属内薄膜的预应力筒柱形混凝土罐 :

5 ) 低温筒柱形泪凝土罐 ， 包括k~凝土 内罐和预应力混凝土

夕|、 flTI位 :

6 ) J.求'Jtif 0 

(2) 口前天然气液化t厂、液化天然气气化站、液化天然气

储配站等设施内储罐的储存方式主要采用储ji7:l~ 设计月二力大干或等

于 1 00kPiI ( E~ n 1l'力储存)平"储罐设计压力小于 lOokPa 两种方

式.根据储存方式和l建设条件不同 . 主要采用以下几种类型的

储罐 :

1) 且，空绝热罐 : 通常为单容罐，采用压力储存方式，通常

操作压力在 O. 2MPa~ 1. OMPa 之间， 常用于小ii!! 液化天然气储

罐 。 内罐为立式或卧式圆筒形! 巨力容器，外罐为真空容器。 夹层

空间抽真空 • lti元多孔微粒绝热材料、纤维绝热材料TI.x:设置多层

，-1 ，绝热材料间隔的热辐射屏等 。 通常根据工厂预制和运输的要

求，单台储罐容积不大于 2JOm^ 0 

2) 子母罐 : 通常为单容罐 ， 采用斥力储存方式 . 通常操作

J1':力在 O . 2MPa~ 1. OMPa 之间 。 常j十l干巾 、小211液化天然气储

罐 。 |大j罐(子罐)件! 多台 (3 fì 以上)立式困筒形压力容器并联

组成 ， 单-h子罐容积一般为 1 00m:l ~300m:l . )自部为裙座或支腿

式支撑。 外罐 (母罐)为立式平底拱顶困简形常压罐，夹层间采

用本?}末(例如珠光砂) 堆积绝热 . 并充入架飞气隔绝空气 。 子时时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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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一般为 300m3 ~ 3000m:1 。

3) 立式平底圆筒形罐:通常采用单容罐、双容罐、全容罐

和]薄膜罐，储罐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 常用于大、中型液化天

然气储罐 。 内罐多采用立式平底圆筒形低温金属罐，外罐采用立

式平底圆筒形金属罐或?昆凝土罐，夹层间采用粉末(例如珠光

砂)堆积绝热，最大罐容可达到 270000m3 。 储罐按照设置类型

划分，有地上式、半地下式及地下式 。 不同类型储罐的划分内容

可参照国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陆上装置设计 )) GB/ 

丁 22724 - 2008 中附录 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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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总则 )) GB/ T 26978. 1 的有

关规定 。

的球罐:属于单容罐，采用压力储存方式.通常操作压力

在 O. 2MPa ~ 1. OMPa 之间 。 内罐为不锈钢球形Æ力容器，外罐

为碳钢球形真空外压容器， 夹层通常为真空粉末绝热。 国内也有

采用内罐为不锈钢球形容器，夕|、罐为碳制立式 |而定顶罐，内外慨

之间填充珠光砂绝热的球罐。 单台储罐容积一般为 200m:1

~3000m:l 。

7.2.3 本条对液化天然气储罐成组布置作出规定 。

1 由于不同类型的液化天然气储罐的工艺流程、安全措施、

发生火灾时的表现形态、消防配置等有所不同，为便于布置、安

装和生产管理，分别成组布置是合理的 。 通常真空绝热罐及球

罐、子句:罐、设计j下:)J 小于 100kPa 的单容罐、设计Jf力小于

100 kPa 的双容罐、 全容罐及薄膜附:分别布置在不同罐组内 。

2 本款主要针对真空绝热罐、子母罐及球罐等设计压力大

干或等于 100kPa 的单容罐进行了规定 。 由于储罐需工厂预制、

运输条件限制等原因，→般真空绝热罐的单罐最大容积为

250m3 • 同时 . 随着单罐容积的增大，发生事故时产生的危害程

度也随之增大 。 美国标准 NFPA@ 59A Standαrd jοr lhe Pru

dUCliu lI, S lorage , Qncl Hωnl Ling οf Liquefi ed NαturaL Gω 

(LNG ) ( 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存和装运)在划分储罐总容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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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拦蓄区内储罐间距时也是按照罐容积 265m~ 来区分的 。 因

此，本条规定单罐容积不超过 250m3 作为分界。 设计'斥力大于

或等于 100kPa 的储罐与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罐相比，储存

斥力大，发生事以后产生的危险性也大，发生泄漏后i质溅距离较

远，容易影响相邻储罐。 为了减少和限制储罐泄漏后的影响范

闹，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中关于全压力式或半冷冻式低温储罐(如低温乙烯压力储

罐)罐组内储罐数量的要求，规定罐组内总储罐个数不超过 12

个 。 单罐容积介于 300m3 ~ 3000m3 时，相对小型储罐其储量大

危险性大，要求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 依据上述原则， 隔堤内储

罐总容积不超过 3000m3 ， 罐组内储自在总容积不超过 6000m3 。

液化天然气储罐采用设计斥力大于或等于 100kPa 的子母罐

时，由于子罐一般在工厂制造，子罐容积通常不超过 300m:l • 母

罐容积通常不超过 3000m:l o 规定罐组内子句:罐个数不超过 4 个 ，

主要是考虑在储罐起火时便于对着火罐和邻近罐进行扑救和1冷

却 。 如超过 4 个，会给灭火操作和l对相邻储罐的冷却保护带来一

些闲难 。

3 美国标准 API Std 2510 De.'、ψI ω1d COIl .'、 I rucl iOll () I LPG 

T 1ISIalla Lio川 (液化石油气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和 NFPA58 Liq

uefïed P f>lroLeum Gω Code (液化石油气规范)规定 ， 匈一个低

温 LPG 储罐都应设置，隔堤 。 考虑到设计压力小于 1 00k凹的单容

罐的容积较大，为避免发生事故时， 影响邻近储罐和减缓灾害的

扩大 . 规定每一个储罐都应设置隔堤 。 目前同内天然气液化工

厂 、 液化天然气储配站 、 气化站中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单容

罐应用较多 . 其容积以 5000m1 居多 。 为减少储ffi在发生事 !皮时的

危害程度 . 故规定单罐容积大于 5000m' 时应单独成组布置。

4 设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储罐与设计月二力大于或等于

100kPa 的储罐储存斥力 、 温度、储罐类型、流程配置、防火堤

布置、采取的消防措施等均存在差异 ， 发生火灾、 ?世漏事故时产

生的危害程度也不同，为避免相互影响 . 便于操作管理，故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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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成组布置。

5 罐组内的储罐不应超过两排， 主要是考虑在储罐起火时

便于扑救。 如超过两排 . 中间一个罐起火，件l 干四周都有储罐 .

会给灭火操作和对相邻储罐的冷却保护带来一些闲难。 按照不超

过两排设置储罐，便于设备的安装和维修， 在事故抢险时更安全

快捷。

7.2.4 J见行国家标准 《石 1rl:1 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60 

规定，容量大干 100m:J 全冷冻式储罐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0 . 5 0。

容量小于或等于 l OOm:l 的储罐之间的问距， 本条规定为 1. 00 , 

主要是考虑到低泪液体泄漏时可能呈现喷溅、射流的方式，会对

相邻储罐及附件和操作人员造成冷损坏或伤害，问距适当扩 大，

能降低危害程度。 地下储罐在发生火灾和泄漏事故时，安全|业较

地上布置储罐高，同时进出口均设置在顶部 . 发生1世漏的概率和1

1世漏后危害的扩散程度均较低.故适当减少距离是合理的 。

本条规定两排储罐之间的最小防火问距的要求， 是为了满足

管道安装、检修和操作便利 . 发生事故时也有利于消防和1疏散 。

7.2.5 本条对液化天然气罐组防火堤和|帘l堤的设置作 1-1 \ 了规定 。

1 液化天然气双容罐、全容M~ ,fn il~: Jl莫蝉的外罐可以包容低
温液体，故可不设置防火堤 。

3 本款规定与美同标准 NFPA@ 59 A 5ωnc!ard fo r th e 

Producliol1, 51οrage . 们ld J-Jωnlling o{ Liquelied Nαtura l Gω 

( LNC) ( 液化天然气生产、储存和|装运) 的有关规定一致。

7 防火堤内集掖池可收集液化天然气管道系统(如法兰 、

阅门等处)泄漏的液化天然气。 正常操作时， 集液池内收集的雨

水和其他污水可通过惜水泵提升至防火堤外。 若采取自流扫|二水，

应采取措施防止液化天然气通过排水系统外流 。

9 液化天然气大量泄漏后不会立刻吸热蒸发 ， 会在防火 j是

内聚集 。 为便于收集防火堤内泄漏?夜体 . 避免液体散流.减缓蒸

发气体的形成和扩散，地漏区域地面需硬化处理 。

7.2.6 液化天然气管道属于低温管道 . 泵进口管道长度过长时

98 



泵极易 : 1 '， 现气蚀现象， 会影H向泵的正常运行 。 主与 1灌区面积较大，

为满足 -U:'.:运行要求 . 会出现布置在防火j是内的情况 。 设置远程

停车按Hl是防止泄漏时操作人员不能靠近 |盯无法及时切断的情况

发生。

7.2.7 木条所指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日蒸发率为静态蒸发卒， 是

指储罐达到l倾定充满率(额定充满率捎储液量达到设计规定的最

高储存液而时，其储罐内液体的体积与储罐的几何容积之比 ) . 

静置达到热平衡后 ， 24 h 内自然蒸发损J屯的低温液体质量与储罐

储存容积下低?Æt液体质量 的百分I.t . 换算为标准大气 月二，

(1 01. 325kPa) 和环境损度 (20
0

C ) 的状态下的蒸发值 . 单位

为%/J 。 日 蒸发率是衡量储罐绝热保冷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

储罐的重要经济指标 . 是在满足工艺操作要求的基础上 . 综合投

资费用手11操作运行费时因素.由储fli住设计方和J+l户最终确定 。 |毛|

内外液化天然气储罐设计生于IJ命对该数值的虫求女1]下 : 设计斥力小

二f 1 00kPa 的储罐. 1ft容罐及双容t1i1 日蒸发率不D:大于 0 . 08% .

食容罐1L控 制在 o. 0,1% ~ o. 08% 之 间 ì每 11县罐干(控 制在

o. 075 %~0 . 1 %之间 ; 真空绝热储怖口蒸发率不 'I~(大 -f o. 27 % . 

球罐和子时罐不宜大于 0. 25 % 。

7.2.8 木条对液化天然气储罐的设计作了规定 。

1 为了防止罐内液体发生分层现象 . 通常TIíi 市~5进料， 管边

端部设置防止液体进罐11才产生水平应力和管且振动的设施，底音1)

充装液化天然气H才 设置能够充分混合J，ii!内介质及防止搅动、喷溅

手f.1虹般的设施。

2 预('令管道主要保证储罐在初始迸料时能够被肉匀冷却或

JH于正常操作时冷却罐内气液相的眼度 。 预冷节'道可采用啧啧装

置或采用管道设开孔的 11血淋环笆; .!J__X; 7)( ljZ-管 。 由于储罐冷却过程

巾， 对储罐温度变化座率的控制l 比较严柿 ， 住|此顶冷背道进罐管

渲上通常有设置斥力 、 温度、流封仪表和|流量 ì)i'il 节 |同 . 通过:监测

和|控制.ìtH灌低阳液体的流ii· . 控制储罐tl~~度的变化速3扎

3 真空绝热储锦设计 '11 . 顶部进来:↓管道多采用|快淋管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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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作储罐冷却管道，此时喷淋孔截[盯积总和一般不小于进料管道

的截面积。

5 低温液化天然气储罐在进料时，如果因为两者的温度和

密度存在差异罐内的液化天然气与正在进罐的液化天然气之间不

能充分棍合，就会在储罐内出现泪度一密度梯度，形成"分层"

现象。 上层密度较轻的液化天然气由于其轻组分甲炕不断的闪蒸

气化， 密度远渐变重 。 同时下层的液化天然气不断从罐壁吸收热

量，轻组分不断气化分离出来，其密度也随之变大 。 下层液体的

密度大于 七层液体的密度.由于热量输入到储罐中而产生上下层

间的传热、传质及液体表面的蒸发，上下层之间的密度将达到均

衡并且最终泪为一体 。 这种自发的混合称为 "翻滚"现象。 如果

下层液体的温度过高(才干!对于储罐蒸气空间的压力而言)， "翻

攘"将伴随着蒸气逸 1:1-\而增加 。 有时这种增加速度快且量大 。 在

有些情况下 . 储罐内部的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将引起泄吓，阀的开

启 。 潜在的 ..翻滚"事I~支出现前，通常有一个时期其气化速率远

低于正常情况。 因此)1L密切监测气化速率以保证液体不是在积聚

热量，并应设法使液体循环以促进诅合 。 {诸罐内液化天然气的

..翻滚"将会大大增加液化天然气的蒸发量 ， 容易造成罐内的超

月二 ，同时影响储罐的稳定性 . 增加储罐操作的不安全|天| 素。

为了防止液化天然气 ..分层"后"翻滚"现象的发生 . 应充

分也合罐内的液化天然气 。 例如， 采用适合的进料方式、循环罐

内液化天然气或机械搅拌来防止出现分层 。 由干子母罐和真空罐

的子ftl在和单lli~~容积较小. 发生 "翻滚"现象的可能性较小 . 因此

不子考虑 。

7 在储罐开停工阶段，为保证安全操作及储罐绝热效果 .

通常通过储罐罐JJ!设置采样口，对罐内的气体进行采样 . 分析气

体的氧含量和露点 。

8 规定设计压力小于 l OOkPa 的储罐进出 口管道优先采M

罐顶部开口，能够避免和l减少进出管道发生泄漏后产生的危害 。

当储罐管道从储罐底部或侧壁进出时(对于单容罐是指内罐进 I_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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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为避免管道、管在|二或与储罐连接处发生泄漏，应采用焊

接连接，或紧靠储罐设置内置式切断阀 (主要部分安装在罐内的

切断阀) ，当阀门下游出现泄漏事故时，能够快速切断 。

7.2.12 储罐仅设置单套液位测量仪表，测量信号可能会因为液

体中夹杂的气泡、设备故障等原|天!而不准确，储罐设置两套独立

的液位检测仪表(所谓"独立"目J1检测仪表必须是各自独立的系

统，均能独立获取液位数据和|设置高限值、低限值液位报警) , 

相互校验，保证测量数据的可靠性 。 对于设计压力小于 lOOkPa

的储罐 . 由于储量较大以及储罐结构形式的限制，为避免出现过

装和1 胃罐的风险 . 对于液位高限值的控制尤为严格 . 另设独立的

高低液位报警检测仪表(可采用不同类型的液位测量仪表)与两

套液位检测仪表的高低液位信号报警井三:取二后联锁 . 能够进一

步确保信号和 l联锁动作的可靠性 。

7.2.13 本条对液化天然气储罐和泵的11-'力检测作出了规定 。

1 液化天然气储罐设置的压力检测仪表应满足对正常操作

压力、 高低月二、高限和低限j石力的检测 。 正常操作压力检测仪表

用于监控和调节储罐11-'力， 例如调节蒸发气照缩机的负荷;高低

压压力检测仪表宜独立于正常操作压力检测仪表 . 用于超j某排放

阀或破真空补气阀的控制;超高限和超低限照力检19!。仪表通常独

立设置 . 可采HJ芝取二取斥方式 . 主与液化天然气储M~月二力超高限

和超低限时， HJ于报警、紧急切断和1停车 。

2 为避免由于内外罐压差变化过大 . 对储罐的安全产生危

害 ， 需对内外罐Æ差进行检测，可通过在内外罐间设差!王表或通

过绝热层设压力表 .ill行差压检测 。

7.2. U 本条对液化天然气储罐和|泵的温度检测作出规定 。

I 液化天然气设 计压力小于 100kPa 的储罐气相空间是指

吊顶与穹顶之间的气相空间，以及吊EI与内罐液相之间的气相空

间;对于真空绝热罐、子母罐和球罐等月二力储罐是指内罐液面以

上的气相空间 。

3 由 于设计压力小于 l OOkPa 的储罐和球罐的容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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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较高 . 易造成不同高度液面温度出现差异 . 为保证对不同高

度液体温度的监测，应设置多点混度测量仪表 。

4 储罐在开工预冷14立停工升温过程 rll ，需要对内罐罐板润

度的变化ill行严格的监控.边常设计Jf力小于 lOOkP目的储饿会

对内罐罐璧不同高度及 1)、J MIH灌底板不同的半径范闸的泪度迸行检

测，而)"f力储罐会对简体罐壁或球罐罐椒油度进行检测 。

5 为保证及时丰11可打印监视IJ 内罐泄漏事歧，通常在外罐内壁

下部和内外罐之间环形空间底部设置温度检19!IJ仪表 。

6 为避免 Fl1 于机泵进口温度超高.!.!Ji:循环操作等原 |大|造成泵

1'1 '1 口温度超高 ， 影响低瓶液体的安全输送 . 在泵illl l\ l-I设置温度

检测l仪表和报警是必要的 。

7.2.16 根据伍的在容积 、 Tι操作条件等情况 电 通常设置 LTD

系统 . 主虫'对罐内不同液位高度的液体密度ill行检切!IJ. 有助于 l监

测不同密度的液体在罐内 n~圳分层现象 . 是预测手11且在免翻滚发生

的措施之一。

7.2.19 木条对液化天然气储罐的安全保护作 :H 了规定 。

2 王!斗液化天然气{的~iÎä斥力超出高限{自 FI才. I垛报警夕1， . 为 i且'

免压力继续升高 . 可联钊i l)] I虫 fi基液和储flitii气相增j王设施 。

3 吗?夜化天然气lr的iÎ&}I~ 力低于低限{î'l 11才 . 除报警夕|、 . 为减

少真空安全阀的开启及空气迅-入储罐 . 可收锁停i豆储1在夕|、输泵和|

蒸发气J1缩机 。

8 对于子均:Ji拉等 1)、J øi\'ll与绝热层元节隔离的储罐 . 在发生火

灾l;立内罐泄漏 EI才 . 绝热jZ内气体或泄圳介质会因为大盐I监热而产

生植 J1i气体， 词:迦过紧急泄放装置.J'U:启立超!古气体，可采川 j泄压人

孔、爆破片或Jl他泄[1-:装置 。 对于此类lrfíili在绝热层边常采用气体

密封 . 设置川-J二绝热层正常小呼吸(受环境压力和而度变化产生

的呼气和1吸气)的呼气阀和补气 |问 . 为减少事故泄n~装置开启 

f世压装置的开启照力 |芮应高于H于气阀的排气JT力 . 泄11':装置的吸

气压力应低丁- 1叹气|坷的 ill气凡'力 。

10 鸣、液化天然气{的布在去全|闯出 口直撞排向大气川才，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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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围设施、人员等产生不利的影响， 安全阀及排放管口 的高度

和方位等应尽可能位于安全的地点 。

7. 3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卸车设施

7.3.2 本条对装卸区的布置作 1 1-\规定 。

5 液化天然气装在11站内凝液罐及装车控制室、办公室、仓

库、维修间等装车附属设施存在人员活动及电气设备 . 汽车槽车

在装卸车过程巾可能发生气体排出手1]泄漏等情况，为尽量避免因

此可能产生的风险，规定至少 1 5m 的安全距离 。

7 在液化天然气槽车装车过程巾，为保证在出现液化天然

气世漏时能够有效和快边的收集泄漏液体 . 通常装车校舍区域内

的地而坡向该区域设置的导液沟，设计的地面坡向通常不小

于 3%0 0

7.~ 液化天然气灌装站

7.~. 1 推荐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建筑物是为了有利于可燃气体

扩散 ， 保证安全操作。 液化天然气泄漏后首先气化为接近液体温

度的低温气体 . 此时的气体比空气重 . 即为重气 。 而半敞开式建

筑物四周下部有墙，不利于重气扩散，故要求下î'flí采取防止可燃

气体积聚的措施，如自然通风或机械排风。

7.~.5 本条参照现行罔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1:3 50 1 60 的有关规定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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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 道布 置

8. 1 一般规定

8. 1. 5 间断操作的装卸管道和泵进 :1\ 口 管道等， 需要保持管道

处于低温状态，减少内于管内温度过高而产生的大量气化气体 ‘

保证系统平稳 、 安全矛[i快速地启动 。 通常可采取保冷循环设计或

r!JtFi<降:温设计 。

8. 1. 6 液化天然气管道为低温管道， 管道应力较常温管道大，

而7j(击产生的7](击力可能会)J I]大管道内瞬时压力和1M力，特别是

一些长距离、大 口径的管道(如码头装船和装车管道 )。 为保证

管道系统安全运行，故作此规定 。

8.2 管线综合布置

8.2.2 地上管道的施了、日常管理、检修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而管沟和埋地敷设恰恰相反，破损不易被及时发现。 管沟内容易

积存可燃气体，一般采用填砂等措施。

8.2.3 管道沿地面或低支架敷设对消防作业有较大影响，故作

此规定 。

8.2.4 管道埋设在冰冻线以下主要是防止冻土力破坏管道 。

8.2.5 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一般扩散他用在 30m 以内.故作此

规定 。

8.2.6 易发生泄漏的管道附件是指金属波纹管或套简补偿器、

法兰和螺纹连接等 。

8.2.7 工艺管道或含可燃液体的污水管道输送的大多为可燃物

料，检修次数较多，为此开挖道路，必然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尤

其发生火灾事故时 . 会影响消防车通行，危害更大 。 通常道路的

路肩也是可行车的部分， 1天|此，也不允许敷设上述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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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外部管道通过与其无关的工艺装置 、 系统单元或罐组，

操作、检修相互影响，会造成管理不便 。

8.2.11 大直径管道尽量靠近管廊柱子布置 ， 有利于管廊的结构

设计，经济合理 ; 液化侄和腐蚀性介质管道布置在下层， 一旦发

生泄漏，不会影响到管廊上其他管道，减小事故的危害 。 本标准

对管道净空高度的规定与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

标准 )) GB 50 1 60 和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 GB 503 ] 6 的要求

是一致的 。

8.3 工艺及公用工程管道

8.3.5 液化天然气储罐由于基础考虑、通风 ， 通常进出 口 管 口的

位置距离地面较高，肉此要求储罐管道布置设计时，进 H~管 口集

中设置平台，方便操作 。

8.3.6 可燃气体、 液化侄及可燃液体管道若泄漏 ， 易发生火灾

事 l坟，因此， 这类管道所处的建筑物， 要求有通风及可燃气体报

警措施。

8.5 间门布置

8.5.1 本条规定与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布置设计

规范 )) SH 30 1 2 的要求相一致 。

8.5.-' 低泪|词门一般是指设计瓶度低于 -46
0

C 的阀门，其特点

是在主阀体与操作手轮之间装有气柱和加长阀盖结构，这种结构

的作用使阀门从极低温度到工作点有一个温度梯度 ， 等于或大于

工作点时， 气柱将处于某一能使液化气体不再是液态而恢复为气

态的温度，并且阀盖加长的长度应能使阀杆填料的材料保持在允

许操作的温度范围内 。 为了避免液态介质充满气柱 . 阀门要求装

在水平管道上，阀柯:方 |句一般要求垂直向上 。

8.6 管道应力分析与支吊架

8.6.3 设备管口的作J-l-J力和力矩有限制，管道的荷载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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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道 自身的支吊架承担， 一般需要在管门附近设置合理的支吊

架 . 满足管口受力的要求; 泵ill出口管道对管口的作用力和l力去I~

还应不低于美同标准.API Srcl610 Cen/rilugaL Pum知 lur Pelru

Leum . PelruchemicιtL u71d NaluraL Gas [nc!uslrÎ们 t石油、化丁，和

天然气工业用离心泵) 的要求 ，离心式n~封~í机进出口管 i盖刑管口

的作J:-H力和力矩还应不低于美国标ì1ì= A PI Stcl617 A. riu l ω Ic! 

L‘el// ri l ug (l l Cum þressors Cl 7lc! E ::r þCl l/d er-cOIII þressυωr飞飞 fur Pelr 

i仆F盯u川I川111 . Ch el7l icaL cl1Id Gos [ lIduslry Serv Îces (石油〉 他T二及气体

丁 '.~lJl J二目的离心同缩机以及膨胀机 Tf.~1t-i t)U 的要求 。

8.6.5 压缩机ill: 1\口 管道支架承受的动荷载通常较大 . 若和房

子主基础11共用 . 会 /_l~ 牛H影 H向， ~I此~)长基础11独立设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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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泄放设施

9. 1 一般规定

9. 1. 1 本条对设备或管道设置超} I~ 1世放装置作 1 1'1 了 ftÆ定 。

6 ì戚陀 |间失效后 . 如果V~斤~ I快!后的管道无法承受 |间再íJ JT~力.

:1好会损坏阀后管道 。

7 对液化妇及币l 燃液体而言 ， 一般剑闭管段内的液体受周

罔环境油度、 I~I二IJUI日刑或伴热影响lT: ~Þ?~~IJ彭胀或者气化叮能导致

管道IlX:设备超斥 。 如|液化天然气的沸腾温度取决于其组分 . 在大

气}ì'. )]下通常在一 1 66飞 ~- 1 5rc 之间 。 沸腾泪度 |毡蒸气!巨力的

变化梯度约为1. 25 X 10 I 吃 /Pa 电所以对于不宁11'空的液化始且有[

燃液体管道应考虑{亭;) H J吕的安全措施.如 | 设置岱j且排空阀或竹道

安全阀 。

9. 1. 3 对木条第 2 款内容说明如下 :

根据h斗家标准 (( 1商定式) I~力容器安全技术 UE察规程 )) T SC; 

21- 20 1 6 第 9 . ]. 3 条第斗款的规定 . 安全 |词与似护对 象或打1: 人

设施之间可以装设切断IfX]. {日，正常运行时切断间必须处于全fHl

宦并应如封或锁定 。

9. 1. 7 经过讥J tí' ， I王! 内日处理坠 50 X I 0 1 m1 以仁的天然气液化

T.厂均设置火炬 ‘ FI 处理在 50 X 10 1 m; 以下的了厂有的设置，

不 l 的并未设置。 由于火炬或其他安全放空系统(如集 rll 放空管)

i'1 (j设置与工.厂可燃气体排放量有血战的关系龟 而i1以特气体的冲放

iiI边常与工厂夭然气的处理规模、'jT I技状态、冷齐IJ 的啡放址、俯罐

的卡11'-放td等因素有关 。 根据石油化-， 企业的运行经验 . 火炬设施

)}j_能够安全和!有效地处理T.厂排放的 II f燃气体 。 同时由于 |叶家有

关大气排放环保标叫1， 不n各地环保部门对丁-厂 n ft.热气体 Ø(j .J=II' l快有具

体的规定，肉此火炬!lxJtf也安全排放设施(的设茸应根t)，TI T.厂的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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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处理规模、排放气体量、周边环境及工程所在地环保部门和l

有关标准的要求等统筹规划 。

9.2 可燃气体排放

9.2.1 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包括两部分 : 全厂可燃气体排放

管网、火炬设施或全厂可燃气体放散设施。 火炬设施包括火炬 、

分液罐等火炬附属设备。

9.2.2 对本条各款内容说明如下 :

1 Jf-.力小于 l OOkPa 的液化天然气储罐的设计月二力、罐顶

安全阀的开启 n:力均较低，如果安全阀紧急排放量较大、排放管

道距离较长， 安全阀后背压较高可能导致液化天然气储罐超压排

放不利而损坏储罐 . 目前国内外的通常做法是将安全阀排出的可

燃气体直接排向大气 。

2 如预处理装置排放的酸性气体， 其含有的民IJ毒介质如果

燃烧不完全进入大气 ， 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腐蚀性介质可能腐蚀

管道 。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 全厂可燃气体排放系统主管网内的可

燃气体如需要回收作为燃料气使用，剧毒介质或含有腐蚀性介质

的气体是不允许进入的 。 对 于少量剧毒介质或腐蚀性介质的气

体，通常在装置内设处理设施 。

9. 2.~ 液化天然气是以甲院为主要组分的怪类泪合物 . 涵常 生i

排放回度高于 ] 12
0

C时 . 液化天然气蒸气的密度比 15 . 6
0

C下的

空气小 . 易 向高处扩散 。 如果排放气体的密度比空气大 . 需要采

取措施 (如设置加热设施或提高排放管的高度)使排放气体的密

度满足排放要求 . 避免排放气体沉|珠积聚至周用环境。

9.2.5 放空管的高度要求 . 主要是似证工作平面上、建筑物屋

顶上工作人员以及地面通行人员的安全。

9.2.6 当安全阀 :-H 口 管道或放空管垂直排向大气时 . 环境中的

凝结水和雨水会迸入管道内 . 为似~iï[:l\ 口 管道的通畅，同时避免

冰冻等情况的发生，放空管道的底部需设置卡11:液阀或泪孔等措

施，及时排放管道内积聚的液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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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天然气液化工厂中的液化天然气、乙烯储存温度较低，

液化天然气储存温度一般在 1 62
0

C左右，液化乙烯在一 104
0

C左

右 。 事故排放时，低温液体转化为气体时会大量 I!&热，设置能

力足够的气化据使液体完全气化是为了防止进入火炬的气体携带

可燃液。

9.3 液化怪及可燃液体排放

9.3.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设备和管道内残存

的液化天然气 、 其他液化应及可:燃液体或可燃气体管道内的凝液

就地排放会引发火灾事故，危及周罔设施，同时不利于环境

保护 。

由于液化天然气迦到水会吸热产生大量蒸发气体电 在封闭的

排水管沟内极易形成爆炸性环境。 排水沟系统多与周边区域排水

设施相连 . 女1:1发生爆炸会对终端内部或外部其他设施产生危害 。

封闭的排水沟 (管)是指排水暗沟(管)和雨水沟(管)等。

9.4 泄漏控制

9.4. J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陆 t

装置设计 ìì GI:3/ T 22724 和 | 欧洲标准 EN ] 1[ 73 (2007 Edi tion) 

[l/ staUa / iO I1 (.md Equiρl71el/ l .!ur Liquefiecl Nα lura! Gas- Desigll 

oIOnshore 1川!aLLα l iO l1 S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陆上装置设

计) 制定 。

9....2 本条参!!我现行同家标准 《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储

存和装运 )) G I:3/ T 20368 制定 。

9...... 为了保证泄漏的液化天然气能够迅速收集，而通过导液
沟向流进入集液池， 导 j夜沟的坡度通常不小 3%0 。

9.5 火炬设施及全厂集中放散设施

9.5. J 在计算工厂产生的可燃气体的最大排放量时，通常考虑

在不同操作工况或事故t况下可能产生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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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1丰| 干厂内火炬排放系统温度较低，如果液化;怪和可燃液

体直战宁1 1工人火炬放空管道等设施，液化任及门J燃?夜体不易迅速气

化. 会减小火炬系统的正常打1:放能力 ， 影响行关设施在事故状态

下的安全11业斥 。

9.5.7 rJ入吹扫气体灶防止火炬回火的有效手段。 使)十l水封i在

政|咀火碎也可以达到将系统管道与火炬简 |隔离 . 起到阻止火炬筒

|λJ JIII 火波及整个叶放系统的作用 。 但 11-1 于液化天然气终端低泪火

炬气的温度通常低于一 1 00
0

( ， J3二|此若川J水作为封闭液体 . 会造

成水封罐发生冰冻而无法使用 。 此外 . 没有适应此低祖条件并能

协JT便和安全侦川 j的封闭液体。 若采 )-11阻火器 . 存在外界水分侵

入阻火器 :I '， f见冰冻;埔寨的)XL阶 . 同时设备成本、操.作平n维护要求

较注入吹扫气的方式高 。

9. 5. 12 RI 干禾然气是以甲炕头j主并包含其他才I~ [j l 皖腔类的混合

气体 . 集 ' 1 '放52管的高度要求参!但现行国家标惟 《石油;陈制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31570 '-1 ' 关于大气污染物放主管高度的有

关规定 . 同时参照现行 llil 家标准 《 城陆燃气设计规范 )) GH 

50028 rl' Á然气门站、 frh配站的 j吹散总管 |印度平Il :1见行国 家标准

时命气竹jlí 问呈设计规也 )> CB 5025 1 'i ' 关于放贯坚管高度的行关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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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控系统

10. J 一般规定

10. L 1 自控系统的设计主要取决于设计任务书所确定的基本生产

操作模式。 针对-天然气液化工厂的生产主，艺和介质特点，其向控水

平可高于一般的天然气处理装置.旨在减少操作人员在危|晚场所影

响范网内出现的顺次平n停留的持续时间 . 提高危险发生时可能受到

伤害的人员躲避危险状况的可能性 . 谋求最少的人力配置等。

10. 1. 2 天然气液化了厂建设地点向然环境条件差异口大，高温

度或高悔拔等环境条件对自控系统有影响 。 安装于爆炸危险场所

的 自控设备应具有符合声t所处环境的防护和| 防爆寄:级要求和

证书 。

10.3 安全仪表系统 ( S IS )

10. 3.2 木条对安全仪表系统的设计作出了规定 。

1 T艺流程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是安全仪表系统设计的

基础 . 根据I-1AZOP 分析，对系统巾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采取

防范措施。

2 安全仪表系统的所有组件规定为独立的系统 . 是为了保

证安全仪表系统的可靠性。

4 所谓故障安全型是指要求安全仪表系统在向 身 i'óc I璋或失

去动力源时能使保护对象停止在安全状态 。

10.3.3 本条对安全仪表系统的紧急停车功能作LU 了肌定 。

2 事故发生时现场可能出现低温过冷、能见度低或火灾等

状况，所以安全仪表系统的远程人工控制按钮应远离保护对象 。

3 安全仪表系统禁止自动恢复的原 l大!是防止在事故未完全

排除 . I出{障原因未查清的情况下启动系统再次发生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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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气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工厂停电后引起的经济损失较大，而重新开车到建立工

况时间较长，所以一般采用二级负荷。

11.1. 2 专线供电可靠性高，用户之间不会因为用电、检修、停

电等相互影响，故作此规定。

11. 1. 3 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变配电所采用室外布置时风沙、雨

水或光照会对设备及线缆的绝缘性能产生一定影响 。

11. 2 爆炸危险环境

11. 2. 2 在石11)1化工、燃气生产装置中，因电缆套笛密封不良，

电缆沟与变配电所未做有效隔离，已经引起多起火灾和爆炸事

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防止可燃液体、可燃气体

流入(窜入)变配电所 .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密封和隔离 。

11. 3 防雷、防静电及接地

11.3.2 雷击电磁脉冲主要是雷电流在建筑物周围空间产生瞬变

的强电磁场，强电?磁场对信息系统可能造成严重损坏或干扰，如

引起信息系统电位升高、信号失真及运算逻辑错误等。

11 2 



12 消防设施

12.1 消防站

12. 1. 2 本条参照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

范 )) GB 50 1 83 中关于消防站的有关规定，以邻近消防协作单位

消防车辆在接警后 30mi n 行程为距离划分界限，是考虑到工厂

的消防系统在事故初期有一定的自救能力。

12. 1. 4 工厂消防车是厂内义务消防力量的组成部分，可以 FR生

产岗位人员兼管 ， 并司参照消防泵房确定厂内消防车库与液化天

然气生产设施的安全距离 。

12.2 消防给水系统

12.2.2 本条对消防用水水源作了规定，若天然水源较充足 . 可

以就地取用;水中漂浮的杂质对罐体喷淋冷却和配置泡沫会造成

影响，应考虑去除 。

12.2.3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和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 1 60 制定 。

12. 2.4 本条参照现行同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 160 fWJ定 。

12.2.6 罐体表面冷却主要是为了保护罐表面在周围着火(特别

是、泄漏初期火灾) EI寸不被破坏，保护罐体隔热材料，使罐内的介

质稳定气化 . 不至于引起超ff爆裂 。 对液化天然气储罐的 |苦|定喷

水强度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 GB 

501 60 和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2 1 9 的有关规定

取值。

12.2.7 液化天然气罐区的室外消火检设计流量需根据储罐容积

及高度进行综合考虑 : 容积小于 2000旷 的储罐的罐体高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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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采用 1 门 30L/s 的消防水炮或连接在消火栓上的 6 只5 L/s

1肖防水枪实施消防冷却;容积大于 或等于 2000m3 且小于

5000m:! 的储罐，可采用 l 门 30 L/s 的消防水炮和l:ì主接在消火栓

土的 3 只 5 L/ s i肖防水枪实施消防冷去11: 容积大于或等于 5000m3

的储罐，可采用 2 门 30 L/目的消防水炮和连接在消火栓上的 4

只 5 L/5 消防水枪实施消防i令去j] 。

12.2.9 液化天然气生产过程 rl'会产生一些少量的辅助产品，辅

助产品基本为主般 . 组分包括 Cl ~ C6 怪类，以 C2~ C3 为主 .

采)+J卧罐或球aNu常温储存 . 储存压力为 O. 6MPa~ 1. OMPa 之间 。

同时. 在天然气液化过程巾通常用到乙炳、丙皖(丙烯)、 f :院

和1异戊优等 flìlJ Ì'令剂 - 主要采用卧式罐带斥储存，储存!在力在

O. 6MPa~ J. 5MPa 之间 . 除乙烯以一50
0

C ~ -100
o

C 的低1日状态

形式储存外， J主余市IJ 冷齐IJ均为常油储存 . 类似于液化石油气 。 鉴

于辅助产品和I flt 1j{令剂的物性及储存状态与液化:匠 、 天然气悦液、

液化{i1rl:1气中[1似， 故其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及消防川-j /K延续nJ问参

n自现行·同家标准 《消防给7K及 ifí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 GB 50974 

小液化怪罐庆的有关规定执行 。

12.2.10 装卸区往往由于服作频繁 . ~ DîH主头易发生泄漏 . 运

输槽车启动时排烟管可能打火 . 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是必要的。

12.2.11 由于天然气液化工厂的天然气预处理-装置及液化装置 .

与石油天然气站场巾的À然气处川装置的处理工艺、介质特点和

设备类型等基本相同 . ，Ii立木标 J什参 J!在现行严|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

工程设计防火j亮也 >) C13 50 1 8 3 的有关规定制定 。

12.3 干粉灭火系统

12.3.1 罐顶 l'qlT\'，'的 I ~ ~~}灭火系统一般FIì干粉储帷、十粉~1归功装

置、 1 --粉竹网 、 U~fl嘴及必要的监视IJ报警等组成 ， 一般 | 卡I Yì~ 防设备

供应 lìH成套挝供 . 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 丁，程 11 1应在系统的监测

报警 、 安全驱动介质 (如氮气)、设备防静电及峰山等方而提出

J!It 11: 1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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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泡沫页火系统

12.4.1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在液化天然气泄漏至集液池们未

着火时，主要用来隔离液化天然气集液地空气，以减少液化夭然

气气化，防止迅速形成蒸气立 ， 给抢险留有一点准备时间 。 高倍

数泡沫的发泡倍数应在 300 倍 ~500 倍之间，泡沫液应能耐悔

水、耐炯、耐高温 . 在液化天然气泄漏)[;-形成液化天然气池火

(或流淌火灾)时，泡沫主要用来1'[[盖液体火灾表面 . 隔离空气

减弱火灾，降低热辐射强度 。 移动式高1fi数泡沫灭火系统设置位

置为收集泄漏液化天然气的区域。

1 J 5 



13 给水排水

13.2 排水

13.2. 2 工艺装置区、罐区和装卸区的集液池排水设施雨天用来

排除雨水，发生泄漏事故时，不管是否有雨水存在，排水设施都

应自动停止运行或关闭 。 本条规定是为确保液化天然气、其他液

化娃、可燃液体等不会通过排水系统外流引起火灾爆炸事故或造

成环境污染 。

13. 2.5 近年来，石油化工企业因地漏事战污染水域的事件时有

发生，有关部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事故废液废水收集处理的

法规和规定。但是天然气液化工厂不同于其他石油化工企业，原

料和产品均为清洁介质，天然气的挥发性、扩散性良好，发生泄

漏事故时不会以液态形式长久留存，不会在消防喷淋时与水融

合，液化天然气罐区不可能在泄漏或火灾事故时产生含有污染物

的废液废水。工艺装置区发生火灾时， n宽淋废水中可能夹杂少量

装置本体上的油污，故工艺装置区应收集事故状态下的废水，设

置事故7.k池，其事故水池的容积可按 《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

计导则 )) (中国石化建标 (2006J 43 号)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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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构)筑物

14.1 一般规定

14. 1. 4 本条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一致 ， 并结合天然气液化工厂各功能房间的特点进行

了明确规定 。

14. 1. 5 压缩机基础、冷箱基础、液化天然气储罐基础、 主低温

换热器框架等属于重要的工艺设备基础或辅助设施， 发生地震时

可能造成物料大量泄漏 。 控制室、变配电所、消防泵房(消防水

池)、深井泵房等属于重要的辅助设施，故土述建(构)筑物应

划分为重点设防类(乙类)。

14.2 建(构)筑物

1~. 2. 1 这些建筑物的门、窗向外开启 ，有利于可燃气体扩散、

泄月二和事故状态下人员快速逃生， 泄压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14.2.3 危险性装置的设备、构筑物的平台设置两个以上的梯子

通往地面， 主要是为防止一个梯子事故状态下被封住，影响人员

逃生 。 有的平台虽只有一个梯子通往地面，但另一端与邻近平台

用走桥连通，可视为两个安全出口 。

14.2.6 大型设备基础为泪凝土体积大于 20时的设备基础， 大

体积泪凝土定义详见现行国家标准《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 》

GB 50496 。

14. 2. 7 液化天然气储罐、冷稍等设备基础在低温情况下可能受

到冷损害 . 故应有耐低温保护的措施，如基础下设置 自然通风 、

储罐的内外罐之间应有绝热措施及储罐底部设置视IJ温元件、非自

然通风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基础设计时应考虑预留放置电伴热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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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 . 并保证施Tf:I才不堵塞 。 此外 . 基li:l:木身 n=~凝土也应有抗冻

要求 . 抗冻标号不小于 FJ OO ; 1-1:'1 于 1昆凝土的含;j( 率直接影响抗

冻性能 . 因此控制?昆凝土的水胶比较为犬饱 ， 一般不大于 0. 5 0

储罐罐体底板与基础之间做好防水 ， 主要是防止积水对罐体底板

造成锈蚀电积水也可能会受上部低温影响反复冻融，降低?昆凝土

的强度及耐久性。

U. 2. 8 设置防火堤、隔j足的日的是将 1111:漏 的液化天然气罔定在

堤内 . 防止液化天然气1HLWD扩散。 防火堤在任何情况下均应满足

强度与稳定性的要求及在介质低温的情况下不燃烧、不明明、不

渗漏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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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15. 1 一般规定

15. 1. 1 供暖、通风与空气 ì)r.J节t程 . 娃为保证人员的工作环

境、设备的运行环境良好而设置，其垣行过程中的能把也非常可

观。 |王|此设计中必须贯彻适) 1 J 、经济 、节能、 安全等原则，会同

有关专业通过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 . 确定 出 整体上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 。

15.2 供暖

15.2. J 本条规定是参照 1 ，，1家现行标附: <<工业边1ft 1J~暖通JA与空

气洲节设计规范 )) GB 500 ] 9 及 << {Ï r l lJ化工采暧 _@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 )) S Hj T 300"1 的有关规定 . 并结合禾然气被化丁，厂各

功能房间的特点进行的规定 。

15.2.2 含有可燃气体、液化怪及可燃液体的房间是爆炸危险环

境， I性规定不应采用明火和电热散热器供|匠 。

15.2.-' 木条参照现行行业标咐 《化工采I匮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规也 )) I-{Cj T 2 0 69 8 的有关规定flllJ 定 。

15.2.5 木条规定是防止供暖管道在绝热破坏后)111热可燃气体 、

液化侄及 IIJ燃液体管道 ， 使管道内介质受热膨胀引发事故 。

15.2.6 管道焊接相比法兰、螺纹连接质量可靠 . 供暖管道 rll ~II，) 

热媒发生泄漏时可能造成配电间、 发电间、控制室的设备电气挝

路 ， 故作此规定 。

15.2.7 本条规定是为防止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边过套管进入其

他房间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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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通风

15.3.1 建筑物内宜优先采用自然通风，自然通风方便、节能 。

生产厂房、 化验室等建筑物内可能存在可燃气体或者其他因设备

运行产生的对人体有害的气体，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生产安全、

劳动卫生安全要求时，应采取强制通风。 抗爆控制室由于没有窗

户，所以必须进行强制通风。

15.3.3 本条规定强制通风机的开关j业分别设置在室内外便于操

作的地方 . 主要是考虑发生可燃气体油市j时方便操作，有利于操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15.3.4 斥缩机厂房内可能泄漏的气体中有天然气和制冷剂，这

些气体有的比空气轻，有的比空气重，所以高点和l低点均应设置

通风。

15.4 空气调节

15.4.1 对温度有要求的设备间及仪表间内的一些仪器仪表、机

柜在室温较高时可能发生故障 . 故作此规定 。

15.4.3 送风、回风管道上设置防火装置，风道采用非燃烧或难

燃烧材料. 是考虑在火灾事故下风道能阻挡火焰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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