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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2年 第141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T50759一2022，自2022年12月1日起实施。原国家标准《油

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GB 50759一2012)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 .mohurd.gov.Cn)
公开，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

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年9月8日



月IJ 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子印发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

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2016〕248号)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平面布置，工艺

及管道设计，自动控制，公用工程，消防，安全、职业卫生与环境保

护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

    1.扩大了适用范围，将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库内的汽油、石脑

油、航空煤油、溶剂油、芳烃或类似性质油品的装载系统油气回收

设施扩大为石油化工、煤化工企业和石油库工程中的易挥发性可

燃液体物料储存和装载系统的油气回收处理设施，解决了储罐区

和装船系统的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标准的适用问题;

    2.根据现行相关标准规范和环保要求，将油气回收处理设施

排放尾气中的有机气体的控制指标要求与相关标准规范相符合;

    3.油气收集系统按照储存、装车和装船系统分别进行了规定;

    4.增加了储罐区和装船设施油气收集系统的安全措施。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本 标 准 起 草单 位: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91号A塔，邮政编码:51062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

                          工程研究院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华益高科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能环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航天惠利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王惠勤  姚建军  何龙辉  董继军

                    孙书周  刘新生  邵  瑜  华俊杰

                    杨光义  袁  强  魏新明  宫中昊

                    郭亚蓬  张彦新  王金良  国忠业

                    杨  哲  刘  海  梁  斌  王成杰

                    付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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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保障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作业安全、改善劳动条件、

减少油气排放、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促进技术进步，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和石油库工程中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储存和装载系统设置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

工程设计。

1.0.3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 volatile and flammable liquid

    储存或装载过程中相应温度下的真实蒸汽压大于7.gkPa

(A)的可燃液体物料。

2.0.2 油气 vapour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在储存或装载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

机气体及其与其他气体的混合气的总称。

2.0.3 油气浓度 vapour。oncentration

    挥发性有机物气体占油气总体积的百分比。

2.0.4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 vapour recovery and treatment facili-

ties

    油气收集系统、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及其配套的公用

工程系统的总称。

2.0.5 油气收集系统 vapou全collection system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在储存或装载过程中，油气通过储罐

顶部或装载系统的密闭气相管道及其他工艺设备进行集中收集的

系统。储罐的油气收集系统又分为直接连通和单罐单控两种

方式。

2. 0.6 油气回收装置 vapour recovery unit

    用吸附法、吸收法、冷凝法、膜分离法或其组合等物理方法对

油气进行回收的装置。

2.0.7 油气处理装置 vapour treatment unit

    用燃烧法、氧化法、等离子体法等化学方法对油气进行处理的

装置。

2.0.8 直接连通 direct connectivity
      2



    两座及以上储存性质相同或相近物料储罐的气相空间通过管

道相连，且每座储罐气相支线无压力控制阀、单呼阀等排气控制设
施，从而使多座储罐气相空间通过管道构成一个整体，达到储罐之

间气相压力平衡的连接方式。

2.0.9 单罐单控 single tank and single。ontrol
    每座储罐油气收集管道上设置单呼阀或压力控制阀、管道爆

轰型阻火器，不同储罐的油气不考虑相互平衡，压力超高时通过其

油气收集管道排人油气收集总管的连接方式。

2.0.10 船岸安全装置 dock一to一ship safety unit

    设置于码头前沿油气收集管道上的安全保护设施。一般由快

速切断阀、压力检测、气液分离器、含氧量检测、油气浓度测定仪、

温度检测、阻火设备、惰化系统等组成。

2.0.11 尾气 tail gas

    油气经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回收或处理后排放至大

气环境的气体。

2.0.12 凝缩液 liquid。ondensate

    油气因压力、温度等变化凝结下来的可燃液体。



3 基 本 规 定

3.0.1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规模应根据所回收处理的油气性质、

油气浓度、操作条件和排气量等综合确定。

3.0.2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装载系统应设置油气回收处理

设施。

3.0.3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的内浮顶、拱顶和低压储罐应设置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当储罐采取控制减排措施后，排放的油气浓度

满足排放限值和控制指标要求时，可不设油气回收处理设施。

3.0.4 苯、甲苯、二甲苯的储存及装载系统应设置油气回收处理

设施。

3.0.5 储存或装载系统排放油气的浓度大于309/m“时，宜设置

油气回收装置;当油气浓度小于或等于309/m“或油气难以回收

时，宜设置油气处理装置。

3.0.6 尾气排放中的有机气体含量应满足国家相关污染物控制

指标的要求。

3.0.7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前宜设分液罐。

3.0.8 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时，油气增压设备应采取防止内部产

生火花和火焰传播的措施。

3.0.9 阻火器的形式应根据油气组成及其安装位置等综合确定，

设计流量下的压降不宜大于0.3kPa。

3.0.10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油气管道管径应根据水力计算

确定。

3.0.n 油气管道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1.oMPa，真空管道的设

计压力应为0.IMPa外压。油气管道和真空管道系统的公称压力

不应低于 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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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2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内的管道器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宜采用无缝钢管;

    2 油气管道用阀门应选用钢制阀门;

    3 弯头、三通、异径管、管帽等管件的材质、压力等级应与所

连管道一致。

3.0.13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区域应设置可燃或有毒气

体检测器，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

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的相关规定。

3.0.14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人口管道上应设置流量、

温度、压力检测仪表;油气处理装置还应在油气收集总管或装置人

口管道上设置在线油气浓度检测及其高高浓度联锁保护措施。

3.0.15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尾气排放管道及其附件

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油库工程中，尾气管排放口的高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的规定;

    2 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中，尾气管排放口应高出地面

15m以上 ;

    3 尾气排放管道应设置采样口和阻火设施;

    4 尾气排放管口应高出10m范围内的平台或建筑物顶

3.sm以上。



4 平 面 布 置

4.0.1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宜靠近油气排放源布置。

4.0.2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宜布置在下列场所的全年

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1 人员集中场所;

    2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4.0.3 石油化工液体物料装船设施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

装置宜布置在码头后方的陆域部分;当布置在码头前沿区域时，不

应采用产生明火或处理温度高于油气引燃温度的油气处理装置。

4.0.4 汽车装卸车设施内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不应

影响车辆的装卸及通行。

4.0.5 铁路装卸车设施内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与铁

路的建筑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111、W级铁路设计规范》GB

50012的有关规定。

4.0.6 储罐区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应布置在防火

堤外。

4.0.7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附近应设置能保证消防车

辆顺利接近火灾场地的消防道路。

4.0.8 吸收液储罐宜和成品或中间原料储罐统一设置。当吸收

液储罐总容积小于400m“时，可与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集

中布置，吸收液储罐与油气回收装置的间距不应小于sm，与油气

处理装置的间距不应小于15m。

4.0.9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应紧凑布置，且应满足安

装、操作及检修的要求。

4.0.10 不产生明火且处理温度低于油气引燃温度的油气处理装



置，可按油气回收装置来确定与周边设施的防火间距。

4.0.n 装卸车设施内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及吸收液储

罐与其他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4.0.n的规定。
            表4.0.n 装卸车设施内油气回收装里、油气处理

          装置及吸收液储罐与其他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m!

项 目
油气回收

  装置

油气处理

  装置
吸收液罐

装卸车

设施

装卸车鹤位

甲A类液体介质 lO 22。5 12

甲B、乙类液体介质 4.5 l5 9

丙类液体介质 9

泵区

甲A类液体介质 10 15 l2

甲B、乙类液体介质 4.5 9 9

丙类液体介质 9

缓冲罐

甲A类液体介质 l5 22。5 0.75D

甲B、乙类液体介质 5 15 0.75D

丙类液体介质 9

计量衡 4。5 9 9

变配电室、控制室、机柜间 15 l5 15

其他建筑物 3 15 9

    注:1 防火间距起止点见附录A。

        2 可燃液体介质的火灾危险性分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

          火标准》GB 50160的规定。

        3 表中“一”表示无防火间距要求。

        4 D为相邻较大罐的外直径。

4.0.12 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

装置与企业内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

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产生明火或处理温度高于油气引燃温度的油气处理装置

与周边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明火地点的防火间距确定;

                                                                                7



    2 汽车装卸设施内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与周边

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汽车装卸设施与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

确定;

    3 铁路装卸设施内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与周边

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铁路装卸设施与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

确定;

    4 罐组专用的油气回收装置宜与其专用泵区集中布置，其

与周边相邻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罐组专用泵的防火间距确定，且

与油泵(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4.sm;

    5 两个及以上罐组或装载设施用油气回收装置与周边相邻

设施的防火间距应按罐区甲、乙类泵(房)的防火间距确定，且与

甲、乙类泵(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2m。

4.0.13 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

装置与相邻工厂或设施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

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的规定。

4.0.14 石油库工程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与石油库外

居民区、工矿企业、交通线等的防火间距及石油库内建(构)筑物的

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的

规定。

4.0.15 码头前沿区域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与相邻设

施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

规范}) JTS 196一12的规定。



5 工艺及管道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储存与装载设施的油气宜按区域进行收集、回收或处理。

5.1.2 不同油气收集系统共用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时，

应避免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储存、装载设施不应与污水提升及

污水处理设施、工艺装置储罐及设备、酸性水罐等共用油气收集

系统。

5.1.3 油气收集系统应根据储存或装载系统中的油气性质、操作

温度及操作压力等因素合理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火器;

    ‘3

      4

5。1。4

与储罐、油罐车和船舶应密闭连接;

与储罐、装车鹤管和气相臂连接管道上应设爆轰型阻

凝缩液应密闭收集，不得就地排放;

油气收集系统应采取防止系统压力超高或过低的措施。

油气收集系统应设置紧急排放管。紧急排放管宜与油气

回收装置或低于油气引燃温度的油气处理装置的尾气排放管合并

设置，不应与产生明火或高于油气引燃温度的油气处理装置的尾

气排放管合并设置。

5.1.5 油气收集总管应采用地上敷设，并宜坡向油气回收装置和

油气处理装置，坡度不宜小于2%。。

5.1.6 管道阻火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阻火器的类型和技术安全等级应根据介质的火焰传

播速度、介质在实际工况下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值和安装位置

确定;

    2 阻火器的选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石油气体管道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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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GB/T13347和《石油化工石油气管道阻火器选用、检验及验

收标准》SH/T 3413的规定;

    3 当用于易聚合、结晶等导致堵塞的场合时，管道阻火器两

端宜设置压力监测，并应采取防堵措施。

5.1.7 储罐呼吸阀应配置阻火器，阻火器应为耐烧爆燃型。

5.2 储罐油气收集系统

5.2.1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内浮顶、拱顶和低压储罐的油气收

集系统的连接宜采用单罐单控或直接连通方式;为保证安全和产

品质量，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存不同种类介质、性质差别较大的同类介质、火灾危险

性类别不同的介质的储罐，其油气收集系统不应采用直接连通;

    2 储存极度、高度危害液体的储罐与储存非同类物料的储罐

的油气收集系统不应采用直接连通;

    3 不同罐组的储罐的油气收集系统不宜采用直接连通;

    4 不同罐型的储罐的油气收集系统不宜采用直接连通;

    5 成品储罐与其他储存非同类物料的储罐的油气收集系统

不应采用直接连通。

5.2.2 下列储罐应独立设置油气收集系统，当经过预处理后可与

其他油气收集系统合并设置:

    1 苯乙烯等易自聚介质的储罐;

    2 操作温度大于120℃的高温物料储罐;

    3 油气中硫化物体积含量大于或等于5%的储罐;

    4 遇其他气体易发生化学反应的物料储罐;

    5 其他需要独立设置气相收集系统的储罐。

5.2.3 油气收集系统应根据储存物料的性质、火灾危险性、储存

温度、排气压力和罐型等因素设置。当多座储罐的油气收集系统

直接连通，共用一个压力控制阀时，其储存的物料应为同一品种或

性质相近的物料。

      l0



5.2.4 储罐油气排放压力的设定值不应与呼吸阀和紧急泄放阀

等的动作压力区间有交集。

5.2.5 储罐顶部气相空间的操作压力，无气体密封时，不应低于

呼吸阀的吸人整定压力;有气体密封时，不应低于0.2kPa(G)。

油气排出压力不应高于呼吸阀的呼出整定压力，并应设置压力就

地及远传仪表。

5.2.6 油气收集系统的能力应满足同一系统内所有储罐最大油

气排放量的要求。

5.2.7 储罐的油气排放量应根据大呼吸气量、小呼吸气量、高温

进料导致的蒸发气量、进料释放的溶解气量等确定，并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石油库节能设计导则))SH/T 3002的规定。

5.2.8 储罐的保护气体用量应考虑物料性质、物料输出量和气温

变化引起物料的温升或温降等因素。对于储存易聚合、氧化结晶

的物料储罐，还应设置下列措施:

    1 储罐气相空间应设置低压力报警，报警值不应低于储罐呼

吸阀的设定值;

    2 储罐气相空间应设置氧含量监测报警及联锁保护。

5.2.， 常压储罐排出的油气不宜排人全厂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

当受条件限制，需排至全厂低压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气体热值和氧含量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性

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S H 3009的相关要求;

    2 油气收集管道上应设在线氧含量分析仪和氧浓度高高联

锁切断设施;

    3 油气收集管道上应采取防止全厂可燃性气体倒流人储罐

区的油气收集管道的措施。

5.2.10 下列储罐的油气收集支管道上应设置远程控制切断阀:

    1 储存毒性为极度和高度危害可燃液体的储罐;

    2 油气中硫化物体积含量大于或等于5%，且储罐容量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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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等于1000m3的甲B和乙人类可燃液体的储罐。

5.2.n 油气自收集系统进人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前应

设置切断阀和阻火设备。当多个油气收集系统共用一套油气回收

装置或油气处理装置时，在进人油气回收装置或油气处理装置前

应分别设置远程控制切断阀。切断阀应具有手动和远程操作功

能，其与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距离不宜小于10m。

5.3 装车设施油气收集系统

5.3.1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宜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当采用顶部浸没

式装载时，出液口距罐车底部的距离不应大于 200mm。

5。3。2

(G)。

5。3。3

鹤管与罐车帽口应密闭连接，密封压力不应小于 skPa

汽车槽车或铁路罐车内气相空间压力不应高于罐车上呼

吸阀呼出整定压力且不应低于2kPa(G)。

5.3.4 油气收集管道上应设置切断阀，该阀应设置在装车台外，并应

具有手动和远程操作功能，且与装车台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10m。

5.4 装船设施油气收集系统

5.4.1 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装船设施宜设置液相臂和气相臂，

气相臂与油气收集系统应密闭连接。

5.4.2 油气收集系统的压力不应高于船舶上呼吸阀呼出整定压

力，不应低于吸阀的开启压力。

5.4.3 装船设施应设置船岸安全装置，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J TS 196一12的规定。

5.4.4 装船设施的油气收集系统应设置远程控制切断阀;远程控制

切断阀宜设在栈桥根部陆域侧，距码头前沿的距离不应小于20m。

5.5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

5.5.1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应根据油气设计处理量、油



气性质、油气浓度和尾气控制指标等要求，经技术经济比选综合确

定工艺方案。

5.5.2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规模宜为储存或/和

装载设施同时排放油气最大量的100%~110%，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最大操作负荷不宜超过设计规模的110%;

    2 装置操作应适应油气排放量和油气浓度的变化及波动。

5.5.3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油气浓度应取最热

月的油气平均浓度。储存系统油气浓度可根据物料性质、操作条

件、罐型、油气挥发量等计算确定。

5.5.4 吸收液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吸收汽油、石脑油、芳烃、溶剂油等单一品种的油气

时，吸收液宜选用同种物料或性质相近不易挥发的液体;

    2 用于吸收混合油气时，吸收液宜选用挥发性小的低标号柴

油或专用吸收液;

    3 吸收液可采用降低温度的方法提高吸收效果。

5.5.5 吸收塔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吸收塔宜为填料式;

    2 填料宜为低压降、规整填料，压降不宜高于IkPa;

    3 填料层上下段宜设置压力仪表，塔底液体段应设置液位就

地指示及远传仪表，并应采取高低液位联锁控制措施;

    4 吸收塔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0.35MPa。

5.5.6 分离膜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个膜组件的油气处理能力不宜小于100Nm3/h;

    2 膜组件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1.OMPa;

    3 有机材料分离膜的膜组件操作温度不应超过50℃;

    4 分离膜组件设计使用寿命不应低于sa;

    5 分离膜对正丁烷的透过选择性不应低于对氮气的20倍;

    6 分离膜组件应预留备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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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膜组件的进口应设温度仪表，进出口应设压力仪表;

分离膜组件渗透侧应设置压力就地指示及远传指示，并应

，

于

R

︸

采取压力联锁保护措施;

    9 各分离膜组件人口应设置切断阀。

5.5.7 活性炭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性炭的比表面积不应低于100om2/9;

    2 活性炭的表观密度不应低于0.49/mL;

    3 活性炭的含水量不应高于5%;

    4 活性炭对正丁烷的吸附容量不应小于0.19/mL;

    5 活性炭设计使用寿命不宜低于 4a。

5.5.8 活性碳纤维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活性碳纤维的比表面积不应低于1400m，/9;
    2 活性碳纤维宜采用组件形式;

    3 活性碳纤维的苯吸附值的质量分数不应低于40%;

    4 活性碳纤维设计使用寿命不宜低于4a。

5.5.， 吸附罐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吸附罐不应少于2个;

    2 吸附罐内吸附剂的总量应满足设计规模、设计油气浓度下

20min的油气吸附容量，采用颗粒状吸附剂时，填充高度不宜超过

总高的2/3;

    3 吸附罐应设温度仪表，采用组件式吸附剂的每个罐体宜设

置1个温度仪表，采用颗粒状吸附剂的罐体上、中、下部均宜设温

度就地指示及远传仪表，并宜设置温度控制联锁措施;

吸附罐床层的吸附操作温度不应高于60℃;

吸附罐的切换阀门的泄漏量不应大于SXlo一’2

m3/(5·bar·mm);

    6 采用组件式吸附剂且使用低压蒸汽、热氮气再生的吸附罐

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0.35MPa;采用颗粒式吸附剂且使用负压

或真空再生的吸附罐的设计压力，不应低于1.O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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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吸附罐应采取失电保护措施。

5.5.10 换热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换热器宜选用低压降换热器，压降不宜高于30oPa，设计

压力不应低于LOMPa;

    2 换热器的进出口应设置压力和温度仪表;

    3 换热器的总传热系数不应低于50W/( mZ·℃)。

5.5.n 制冷系统油气冷凝通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油气冷凝通道应设置自动除霜系统，冷凝后的油水混合物

应设置油水分离装置，采用水冷凝器的制冷装置应采取防冻措施;

    2 当制冷系统连续操作时，油气冷凝通道应设置全通量的备

用通道。

5.5.12 油气处理装置人口的油气浓度宜低于其爆炸极限下限

的25%。

5.5.13 燃烧法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置产生的氮氧化物、二嗯英、硫化物等污染物应满足相

关排放限值和控制指标的要求;

    2 装置人口应设置防回火措施。

5.5.14 氧化法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油气处理装置的反应器、换热器、电加热器等设备的设计

压力不应低于1.OMPa，并应设置安全泄压装置;

      2

      3

措施;

      4

催化剂的设计使用寿命不应低于3a;

反应器的催化剂床层应设置温度检测报警及过热保护

反应器前的油气管道上应设置油气浓度检测及高高联锁

关闭切断阀，并应采取防回火措施。

5。5。15

      1

滤器;

      2

等离子体法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等离子体反应器前后应设置孔径不超过100拌m的气体过

等离子体反应器的设计压力不应小于反应器内被处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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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最大爆炸压力，并应设置安全泄压装置;

等离子体发生器电极表面运行温度应低于200℃;

等离子体后应设置臭氧分解装置，且应控制氮氧化物的排

3

4

放浓度满足相关行业标准。

5.5.16 机泵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增压用压缩机宜选用液环式压缩机;制冷用压缩机宜选用

往复式或螺杆式压缩机，制冷剂宜选用环保型制冷剂;

    2 真空泵宜选用螺杆式或液环式;

    3 液体输送用泵宜选用离心泵;

    4 真空泵、压缩机的进出口应设压力仪表，出口应设温度仪

表;输送泵出口应设压力仪表。



6 自 动 控 制

6.0.1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自动控制系统宜与储存、

装载设施的自动控制系统统一设计。

6.0.2 当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设置安全联锁系统时，安

全联锁系统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设置。

6.0.3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检

测系统应独立于基本过程控制系统设置。

6.0.4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启停宜与其人口的油气

压力联锁。

6.0.5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内设置的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油气

浓度等参数，应远传至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6.0.6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内的机泵运行状态、控制阀门的开关状

态，应在基本过程控制系统显示。

6.0.7 现场电动仪表应满足爆炸危险区域的防爆要求，宜选用隔

爆型仪表。



7 公 用 工 程

7.1 给水 排 水

7.1.1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界区内宜设置地面冲洗水

设施，冲洗用水可采用生产给水或中水。

7.1.2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产生的含可燃液体污水、被污染的雨水

应排人生产污水系统，且排水出口处应设置水封，水封高度不得小

于25omm。

7.1.3 油气的凝缩液不得排人污水系统。

7.2 电气及电信

7.2.1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用电负荷等级宜与储存或装载设施

的用电负荷等级一致。

7.2.2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电力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规定。

7.2.3 石油化工、煤化工企业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爆炸危险区

域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的规定;石油库工程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爆炸危险区

域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库设计规范》GB 5 0074的

规定。

7.2.4 石油化工、煤化工企业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防雷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中的“第二类防

雷建筑物”及《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GB 50650的规定。石

油库工程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防雷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

油库设计规范》GB 50074的规定。

7.2.5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防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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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sH/T 3097的规定。

7.2.6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视频系统宜与相邻设施

的视频系统统一设置。



8 消 防

8.0.1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消防给水系统应与相邻设施的消防

给水系统统一设置。

8.0.2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消防给水系统应确保灭火时最不利

点消火栓的水压不应小于0.巧MPa，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30L/5，

火灾延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Zh。

8.0.3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周围的道路应设置消火栓，间距不宜大

于60m，且应满足可使用消火栓的数量不少于2个。

8.0.4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内应设置手提式和推车式干粉型灭火

器，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提式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不宜超过gm;每个配置点

的手提式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2具;每具灭火器的灭火剂充装量

不宜小于4kg;

    2 推车式灭火器的灭火剂充装量不宜小于35kg/台。



9 安全、职业卫生与环境保护

9.0.1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作业人员应配备个人劳

动保护用品，个体防护装备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个体防护

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的规定。

9.0.2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职业卫生设计应符合现

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 -

9.0.3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现行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分类处理。

，.0.4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防噪声设计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的规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348的规定。

9.0.5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产生的污水及事故水应收

集处理。

9.0.6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区域的防渗设计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 50934的规定。



附录A 防火间距起止点

A.0.1 设备防火间距计算的起止点应按下列位置确定:

    1 汽车装卸鹤位:鹤管立管中心线;

    2 铁路装卸鹤位:铁路中心线;

    3 设备:设备外缘;

    4 缓冲罐、吸收液罐:罐外壁;

    5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最外侧设备的外缘或建筑

物最外侧轴线;

      6

A。0。2

      1

轴线;

      2

      3

计量衡:衡器设备外缘。

建(构)筑物防火间距计算的起止点应按下列位置确定:

建筑物(敞开和半敞开式厂房除外):建筑物的最外侧

敞开式厂房:设备外缘;

半敞开式厂房:根据物料特性和厂房结构形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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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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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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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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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标准名录

  ((111、W级铁路设计规范》GB 50012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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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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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文说 明



编 制 说 明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GB/T 50759一2022，经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2022年9月8日以第141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GB50759一

2012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石化集团洛阳

石油化工工程公司，参编单位是浙江佳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惠利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神明控制工程有限公司、郑州永邦

电气有限公司，参加单位是中国石化集团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主

要起草人员是张建伟、王惠勤、何龙辉、董继军、文科武、刘新生、

王珍珠、杨光义、李法海、钱永康、张炳权、屈金鹏、张庆强、张卫华。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国内调查研究和现

场测试，认真总结了我国近年来油气回收处理设施设计、运行的实

践经验，吸收了最新技术成果，借鉴了国内外关于油气回收处理设

施的标准规范和资料，并广泛征求了有关设计、施工、科研、管理等

方面的意见，通过试验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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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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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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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和石油库工程(含地下

水封洞库)内，为了保证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的储存和装载系统作业

过程中的安全，减少和抑制油气排放，改善作业环境的劳动条件，

加强环境保护，减少资源的浪费，对原油、汽油、石脑油、溶剂油、芳

烃或类似性质等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的储存系统和铁路、公路装车

及装船等系统所排放的油气采取了回收治理措施。

    目前油气回收技术多采用吸附法、吸收法、冷凝法、膜分离法

或其组合等物理方法，对油气进行回收并达标排放，油气处理技术

多采用燃烧法、氧化法、等离子体法等化学方法，对油气进行处理

并达标排放，甚至呈现出了油气回收技术和处理技术的综合应用。

无论是以回收技术为主还是以处理技术为主，对油气进行治理，均

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和实施。

    随着国内环保排放指标与欧盟先进指标接轨，目前石油化工

的油气回收和处理技术向多样化和复杂性发展，油气回收和处理

装置的工艺路线、设备选型、材料选择、平面布置等没有相应的规

定，使得油气收集系统与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的工程设计

无章可循，给石油化工、煤化工企业和石油库工程的安全生产留下

了一定的隐患。

    因此，为了统一和规范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储存和装载系

统的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油气治理工艺、设备选型、材料选择、平

面布置、安全环保等设计要求，满足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和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特制定本标准。

1.0.2 《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GB 50759一2012

仅规定了挥发性较大的轻质油品如汽油、石脑油、溶剂油等和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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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较大的三苯类(如苯、甲苯、混合二甲苯等)的铁路、公路装载

系统排放油气的油气回收设施的工程设计。目前，随着国内油品

储存设施、装船设施及原油地下洞库储存设施排放的油气回收处

理技术的成熟应用，在原有对油罐车装车的油气回收设施进行规

定的同时，增加了油品储存设施、装船设施及原油地下洞库储存设

施等的油气回收处理的相关规定，相应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和污染物排放限值越来越严格，近年来实

施建设的地下水封洞库项目，储存原油的水封洞库均要求对原油

挥发气进行了密闭收集和治理，并达标排放，将地下水封洞库工程

的油气收集治理纳人本标准的石油库工程中是合理的。

    本标准修订后物料储存系统主要是指易挥发性的可燃液体物

料常压存储用内浮顶储罐、拱顶储罐和低压拱顶储罐，不包括浮顶

储罐和压力储罐;装载系统是指易挥发性的可燃液体物料密闭的

汽车装车、铁路装车和装船系统。



2 术 语

2.0.1 为了合理确定哪些介质在储存或装载过程中产生的挥发

性气体需要进行油气的收集和治理，编制组对挥发性相对较小的

航空煤油开展了“航空煤油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装置必要性研究”的

专题研究，通过对华北、华东地区及重庆、青岛、广州、哈尔滨等8

个大中小型机场油库和青岛、天津、洛阳3个炼化企业的40多台

航空煤油储罐和装车设施进行了实际测量。

    研究发现:全国大部分地区航空煤油的真实蒸汽压低于

5.2kPa(A)，当航空煤油的储存温度达到30.7℃时，航空煤油的

真实蒸汽压接近5.2kPa(A);当航空煤油的储存温度超过32.8℃

时，航空煤油的真实蒸汽压可能超过5.2kPa(A);当航空煤油的

储存温度达到40℃时，航空煤油的真实蒸汽压为7.gkPa(A)。

    研究测得:航空煤油的内浮顶储罐罐顶挥发气的油气浓度范

围为0.smg/m，~14lmg/m3，拱顶储罐罐顶挥发气的油气浓度范

围为。.6mg/m3~14286mg/m3，最高浓度为储罐收油状态下的油

气浓度;装载系统挥发气的油气浓度范围为 27.lmg/m，~

6307.gmg/m3，最高浓度为装车末了浓度，均小于159/m3。

    研究认为:对于内浮顶储罐和航空煤油装载系统，在正常运维

条件下，航空煤油装载过程中挥发的油气浓度及挥发量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的要求，从油气

回收处理设施的投资、运营、维护等方面考虑，石油库中建设油气

回收处理设施的必要性不足，但应加强定期维护与检测，确保挥发

油气浓度符合国家及当地的地方标准要求。

    油品蒸汽压测量方法主要包括动态法和稳态法两大类。

    (1)动态法:在一定温度下，直接测量饱和蒸汽压。动态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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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容器大多采用玻璃材质，导致测试系统本身的耐压很低，一般仅

可用于低蒸汽压的测量，特别是在低于大气压的情况下;

    (2)稳态法:主要是将待测物质充人密闭容器罐中，并使其处

于气液两相共存的状态，然后放人恒温环境中，通过控制环境温度

获得流体在不同温度下的蒸汽压数据。由于稳态法测量相对简

单，该方法已成为蒸汽压测试中最普遍的方法。适用于宽广的温

度(一30，C~3000C)和压力范围(0.oo1MPa一SMPa)，适用于各种

高压饱和蒸汽压和低沸点流体，同时适用于纯质和混合物的蒸汽

压测量。

    本标准以“航空煤油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装置必要性研究”的研

究成果即40℃下航空煤油的真实蒸汽压为7.9kPa(A)为依据，规

定储存或装载温度下的蒸汽压大于7.9kPa(A)的可燃液体物料

为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

    对于真实蒸汽压小于7.9kPa(A)的挥发性可燃液体，油气挥

发量相对较小，储存和装载时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影

响也较小，是否采取油气回收或处理设施，可根据当地环保要求和

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本标准不再做具体要求。

    对于乙B和丙类不易挥发性液体物料，当储存和装载温度下蒸

汽压大于7.9kPa(A)时，也要对其储存和装载过程中排出的挥发

气进行收集和治理;对于储存温度高于120℃的丙B类可燃液体物

料的常压拱顶储罐恶臭异味治理的工程设计，参照本标准执行。

2.0.3 有机气体浓度随环境温度、操作温度和操作工况不同而波

动，油气浓度通常是一个浓度范围，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



3 基 本 规 定

3.0.3 规定了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料的常压内浮顶、拱顶和低压

储罐应设置油气回收处理设施，主要是基于易挥发性可燃液体物

料的真实蒸汽压相对较高，储存过程中油气挥发量较大，无组织排

放对环境的污染影响较大，因此，规定要对其排放出油气进行收集

和治理，达标才能排放;根据专题研究报告的结果，对于真实蒸汽

压小于7.9kPa(A)的油品，油气挥发量相对较小，无组织排放时

对环境的污染影响也较小，不要求设置油气回收处理设施，可根据

环保要求和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对储罐采用减少排放措施后，其排放油气浓度满足排放限值

和控制指标要求时，不再规定设置油气回收处理设施，通常采用的

减排措施如下:

    (1)如航空煤油、柴油等油品通常由拱顶罐储存改为内浮顶罐

储存，可有效减排95%以上;

    (2)内浮顶储罐的浮盘由浮筒(舱)组装式改为全浸液形式，可

减少油气空间和油气挥发量;

    (3)油品蒸汽压一般随温度升高而增大，可以采用降温储存方

法或罐壁隔热措施降低油气挥发;

    (4)适当提高储罐的设计压力，可通过提高储罐的操作压力减

少油气排放。

3.0.6 石油化工企业、煤化工企业中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

置排放尾气的有机气体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31570、((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1

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的相关规定执

行;石油库工程的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排放尾气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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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

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的相关规定

执行。

    基于易挥发性可燃液体储存和装载系统挥发的油气浓度一般

是一个数值范围，不是一个固定值，对于浓度较低时，去除率很难

达到95%一97%，即使达不到95%~97%，但也已满足其排放限

值要求;对于高浓度油气，即使去除率达到95%~97%，但也满足

不了其排放限值要求。参照欧盟和美国的相关油气回收装置排放

尾气的要求，严格控制有机气体的排放限值，不对油气回收装置和

油气处理装置的去除率做具体规定，在工程实施中更具有可操

作性。

3.0.7 设置分液罐的功能主要是进行油气中气液分离和凝缩液

收集，另外还有一定的缓冲作用，有利于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

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分液罐的容积可根据油气的组成、油气回

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操作弹性等综合确定。

3.0.8 为避免爆炸性气体通过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时

出现事故，特规定设施内的油气增压设备(如压缩机、真空泵等)要

采取防止内部产生火花和火焰传播的措施，主要指如机泵内腔气

体接触面选用特殊不产生火化材质，或在增压设备的前后增设阻

火设备，防止火焰传播，也可以采用液环式压缩机、液环式真空泵

等，使油气通过机泵时浓度超过爆炸上限浓度而不会发生爆炸。

3.0.10 油品储存、装载系统的油气收集支管、总管的管径应根据

储罐的排放压力、槽车或船舶的承压能力、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

理装置及油气收集管道的压力损失，经统一水力计算后确定。不

同油气收集系统共用一套油气回收装置或油气处理装置时，应对

整个油气收集系统进行统一水力计算。

    管道的流速应根据需要控制的压降经过水力计算确定。管道

的经济流速可按下列取值，气体的流速宜为10m/s~15m/s，液体

管道内介质的流速宜为1.sm/5一2.s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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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 高高浓度联锁保护主要指油气总烃浓度超过油气浓度爆

炸下限的25%设定值时，应紧急切断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

置的人口总阀，并启动紧急事故放空系统或相应的操作应急方案。

3.0.15 尾气排放管的高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石油化工、煤

化工工程尾气排放管道管口高于地面不低于15m要求。

    尾气排放管道上采样口可以按照国家现行行业标准《固定源

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或《固定污染源烟气(50:、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75进行设置;尾气排放管道

上的阻火设施可以是干式阻火器，也可以是湿式水封罐，主要根据

排放尾气性质、组成和安装位置综合确定。

    为了规范尾气排放管口的高度及其布置，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一2008(2018年版)第

5.5.n条规定，间歇排放的管口应高出10m范围内的平台或建筑

物顶3.sm以上。



4 平 面 布 置

4.0.7 本条规定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附近设置消防道

路，主要为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在发生火灾时的移动消

防提供保证，消防道路路面宽度、路面上的净空高度、路面内缘转

弯半径等执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4.0.8 吸收液储罐直接参与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工

艺过程，当其储量较小时，即使发生事故，造成的危害也较小，所以

可以视为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一部分，靠近油气回收

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布置并与其保持必要的防火间距。当其储量

较大时，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危害较大，并会影响油气回收装置

和油气处理装置的安全，因此，不能将其视为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

处理装置的一部分，在满足防火间距的前提下要单独布置，因此，

规定与成品或中间原料储罐统一考虑。

    吸收液储罐优先利用成品或中间原料储罐而不单独设置，一

般不少于2座，分为贫液罐和富液罐，从贫液罐中抽取吸收液供装

置使用，贫液通过吸收油气中的有机气体后变成富液返回富液罐，

循环操作。

    为了处理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规模较小、距成品或

中间原料罐区较远无法利用已有储罐、吸收液用量不大需要建吸

收液储罐总容积不大于40Om3(单罐容积不超过20om，)的情况，

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特规定其可与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

装置集中布置，吸收液储罐与油气回收装置的间距不应小于sm，

与油气处理装置的间距不应小于15m。



5 工艺及管道设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3 为了保证储罐、油罐车、船舶等设备的安全，正常情况下气

相空间要维持微正压，不能出现负压而被抽憋，特规定油气收集系

统采取防止系统压力超高或过低的措施。

5.1.6 管道中使用的阻火器类型，可以是爆燃型也可以是爆轰

型，确定选用哪种类型阻火器的主要因素，取决于是否明确预知点

火源的确切位置。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测试气体爆炸组

级别，阻火器分为:n Al、llA、11 BI、fl BZ、11 B3、nB、nC组别，

每个组别又都存在爆燃、稳定爆轰和非稳定爆轰。因此，阻火性能

和测试气体爆炸组别的全部信息是正确确定阻火器性能的依据。

当油气为多种气体组成的混合气体时，油气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值(MESG)按照最苛刻介质选取。

    150 1 6852一2016(Flame arresters--Pe而rma ncerequirements，

test methods and 11而ts for use)中，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

测试气体爆炸组别混合气体的火焰在管道中理想加速过程见图

1，图1是纯理论的估算结果(即火源和阻火器之间无弯曲、无扰流

障碍)，对于11 Al、llA、11 BI、11 BZ和11 B3气体组别，当Lu/D镇

50(Lu指阻火器和潜在火源之间的距离，D指管道公称直径)时是

爆燃区间，对HB和nC气体组别，当Lu/D镇30时是爆燃区间，

可以使用爆燃型;但实际的管道系统不完全等同于理论假设，因此

制造商需提供设计和测试限定的距离要求，以确保安全;在实际工

程中，往往很难确切预知可能的火焰位置，因此安装在管道中的阻

火器通常选用爆轰阻火器。

    在特定的操作条件下，通过阻火器的介质可能会凝结、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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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火焰在管道中理想加速过程示意图

        X一火焰传播的距离与管道公称直径的比值;YI一火焰的

          传播速度，m/s;YZ一压力，MPa;1一火焰的速度曲线;

2一压力曲线口一nB一nC爆炸组气体的爆姗区间沐一nA一nB3爆炸组

      气体的爆燃区间;5一非稳定爆轰的区间;6一稳定爆轰的区间

导致阻火元件间隙变小，从而发生事故。因此，规定在管道阻火器

前后设置压力监测，主要是通过检测阻火器前后的压力差判定是

否堵塞了。

    通常采用的防堵措施主要有加热、保温措施等，采取加热、保

温措施需满足下列要求:

    (1)管道端部安装的耐烧阻火器的户外防护罩不能保温，管道

中安装的耐烧阻火器不保温;

    (2)加热介质的最高温度不超过阻火器最高工作温度25℃，

不超过工艺介质自燃点温度的80%;

    (3)保温层不能影响阻火器排凝口的畅通。

5.2 储罐油气收集系统

5.2.2 本条规定油气中硫化物体积含量大于或等于5%，主要基

于油气中高度危害介质HZS的摩尔浓度大于5%以上，其毒性和

腐蚀的危害性较大，该油气可按高度危害介质处理，避免与其他油

气共用系统而发生危险事故。为了确保设计本质安全，该系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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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I级进行设计。

5.2.7 储罐的物料损耗量和排气量主要由大呼吸排放(油品进罐

时由于液位升高而产生的物料损耗量和呼气量)、小呼吸排放(由

于外界环境温度影响而产生的物料损耗量和呼气量)、热料进罐产

生的排放(进料温度高于罐内物料温度导致的蒸发损耗量和排气

量)和高压进料产生的排放(高压进罐物料闪蒸而产生的物料损耗

量和排气量)四部分组成。其中:

    (1)大呼吸排放量根据物料的进罐流量、出罐流量和物料性质

等计算确定。

    (2)影响小呼吸排放量的因素包括:油品的饱和蒸汽压、罐内

油气空间的体积、气温的变化、日光辐射强度、罐内物料液面的温

度、通气设施排放压力和罐内油气饱和浓度等。对于浮顶罐和内

浮顶罐，除考虑以上因素外，尚应考虑浮盘上部气相空间的温度、

储罐密封和测量井等附件的结构形式等条件。

    (3)根据进罐物料的温度、罐内物料的储存温度、油品的进料

量和油品的蒸发潜热等条件，计算高温进料导致的蒸发损耗和排

气量。通常对于常压储存的轻质和重质物料，进罐温度范围都有

一定的要求，正常操作不会出现由于热物料进罐而产生大量的蒸

发损耗和排放气体。

    (4)常压储罐进料时，进料压力较低，物料进罐前通常不需要

节流减压。即使由于进料压力较高时，需要通过控制阀或手动阀

进行节流操作，压力变化范围也比较小。同时由于储存物料的饱

和蒸汽压较低，物料在进罐和储存过程中均为过饱和状态，因此高

压进料闪蒸物料损耗量和排放气体量极小，也可以忽略不计。

    固定顶储罐的挥发气量参照A尸IM‘nual。了尸etroleum
M七asurement Standards ChaPter 19一EvaPorative LossM亡asure-

ment Section l一EvaPorative Loss from Fixed一oof Tanks-

THIRD EDITION，MARCH 2002 进行计算;低压储罐的挥发气

量参照 APIM瓦nual of PetroleumM七asurement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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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9一EvaPorative LossM七asurement Section IA一EvaPora-

tiv。乙05、from Lo二Pressure Tan无5一Februar夕2006进行计算;内

浮顶储罐的挥发气量参照A尸IMdnualof尸etroleumM亡asure-

ment Standards ChaPter 19一EvaPorative LossM七asurement Sec-

tionZ一EvaPorative Loss from Floating一Roof Tanks一Februar夕

2006 CH 2002 ER 2002进行计算。

5.5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

5.5.3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油气浓度如无实测

数据时，根据下列方法确定:

    (1)同类地区已建有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处理装置时，新建油

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设计油气浓度可取同类地区已建装

置最热月实测的平均油气浓度;

    (2)同类地区无已建装置时，新建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

置的设计油气浓度可按建设地区的最热月平均气温确定。

    1)最热月平均气温高于25℃的地区，设计油气浓度可取

40%一 45%;

    2)最热月平均气温在20℃一25℃的地区，设计油气浓度可取

35%一40%;

    3)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20℃的地区，设计油气浓度可取

30写一35%。

5.5.9 本条对吸附罐的设计做出了规定。

    5 阀门的泄漏量是根据阀门的泄漏等级确定的，也就是阀门

的密封等级，阀门的泄漏等级一般有国标和美标两种。不同类型

阀门执行不同的标准，综合现行标准《气动调节阀》GB/T4213、

《调节阀的泄漏量标准》ANSI B16.104等标准的规定，阀门的泄

漏等级分为n、Hl、IV、V、Vl，主要用于阀门泄漏量的测试，本标准

的泄漏量规定是按泄漏等级为V级的泄漏量确定的，即不大于

SX10一‘2m3/(5·bar.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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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当吸附床温度大于60℃时，要设置联锁控制程序，立即启

动设备停车程序，包括关闭吸附罐出人口的阀门。补气介质为惰

气时，立即打开补气阀门将惰气补人吸附床。吸附罐进气、真空再

生阀门、排气阀门等设置为失电关闭。补气介质为惰气时，补气阀

门设置成失电打开，使得惰气补入吸附床;补气介质为非惰气时，

设置为失电关闭状态。因此规定吸附罐采取失电保护措施。

    据了解，国内外有将疏水性硅胶与活性炭混合使用的方法来

控制或降低吸附床的温度。如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技术研究院

开发的疏水性硅胶，其主要性能为疏水性硅胶的粒径不小于

1.smm，pH不小于7，对戊烷的吸附容量的质量分数不小于
30%，对水蒸气的吸附量的质量分数不大于35%。

5.5.12 油气处理装置通常包括燃烧法、氧化法、等离子体法等油

气处理技术，燃烧法分为直接燃烧、热力燃烧或蓄热燃烧;氧化法

分为催化氧化、蓄热氧化等;等离子体法分为低温等离子体、高温

等离子体等。不同的油气处理技术处理油气的原理不同，基于本

质安全考虑，操作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如油气浓度，蓄热燃烧、蓄热

氧化和等离子体法等处理技术要求反应器人口油气浓度不低于其

爆炸下限的25%，直接燃烧技术对人口油气浓度不要求低于其爆

炸下限的25%。

    因此，本标准规定油气处理装置人口的油气浓度宜低于其爆

炸极限下限的25%，主要是考虑不同油气处理技术操作条件不

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5. 5.15 等离子体反应器内油气最大爆炸压力需要依据油气组分

及反应器结构计算，理论上最高不超过0.85MPa;等离子体反应

器的安全泄压装置设定压力要小于等离子体发生器能承受的最大

压力;等离子体发生器电极表面运行温度须在最大放电功率下温

升稳定后，可采用红外测温量取其最大温度。



6 自动 控 制

6.0.7 储运设施的自控仪表设计中，四线制仪表、电动阀等隔爆

型仪表应用较多，为减少仪表类型，便于室内仪表设计，电动仪表

常规按隔爆型设计，不采用本安型仪表。



7 公 用 工 程

7.1 给水 排 水

7.1.2 从防止环境污染和污污分流的原则考虑，油气回收装置和

油气处理装置产生的含可燃液体污水、被污染的雨水应排人生产

污水系统并经处理达标后方能排放。为了控制外部可燃气体串人

油气回收装置和油气处理装置的生产污水管道，对其出水口设置

水封，并对其高度做出了规定。

7.1.3 油气的凝缩液，主要指轻质的烃类混合物，排出后容易挥

发，遇明火会发生爆炸或造成火灾，所以本条要求可燃气体的凝缩

液不得直接排人污水系统，以减少爆炸的发生或火灾的危险。



8 消 防

8.0.3 每个消火栓的出水量按 15L/5考虑，那么2个消火栓的出

水量之和跟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消防用水量不小于30L/5是一

致的，同时增加了移动供水的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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