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 体 标 准

T/CCSAS 0XX—202X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pressure-relieving assessment

of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

Part I: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ressure-relieving assessment

（征求意见稿）

ICS

CCS

石化企业安全泄放评估技术规范

第 1部分：泄放评估总则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 发布

202X-XX-XX 发布 202X-XX-XX 实施





T/CCSAS 0XX—202X

Ⅰ

目 次

前 言 .............................................................................. Ⅱ

引 言 .............................................................................. Ⅲ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安全泄放评估原则 .................................................................... 2

5 安全泄放能力评估 .................................................................... 3

6 排放系统安全分析 .................................................................... 5

7 泄放系统合规性检查 .................................................................. 5

8 评估报告 ............................................................................ 6

附录 A（规范性）安全泄放系统评估流程 ....................................................7

附录 B（资料性）基于物料平衡或热平衡原理的工艺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进行泄放量计算方法 ........8

附录 C（规范性）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表 ....................................................9

附录 D (规范性) 排放系统合规性检查表 ...................................................14



T/CCSAS 0XX—202X

Ⅱ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石化国家石化项目风险评估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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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安全泄压设施及排放系统是应对超压、保障石化企业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安全泄压设施及排

放系统的泄放能力不足会导致异常工况下的紧急排放气无法及时泄放，从而造成装置或储运系统超压，

继而引发恶性事故。本标准规范了安全泄放评估方法，为系统排查石化企业安全泄压设施及排放系统的

风险提供了依据，可据此排查石化企业安全泄压及排放系统的隐患，提出消除安全风险、提升泄放能力

的整改建议，保障石化企业装置及火炬系统的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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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企业安全泄放评估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泄放评估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石化企业安全泄放评估原则、泄放能力评估流程、排放系统安全分析及合规性检查等

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石化企业安全泄放系统（安全泄压设施及排放系统的总称）的安全泄放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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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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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50160—2008（2018版）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HG/T 20570.2—1995 安全阀的设置和选用

HG/T 20570.3—1995 爆破片的设置和选用

SH 3009—2013 石油化工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设计规范

SH/T 3210—2020 石油化工装置安全泄压设施工艺设计规范

API 520—2020 压力泄放装置的尺寸确定、选择和安装(Sizing,Selection,and Installation of

Pressure-relieving Devices)

API 521—2020 泄压与减压系统(Pressure-relieving and Depressuring 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SH/T 3210—2020、SH 3009—2013、API 521—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泄压设施 pressure relieving device

一种用来在压力系统处于紧急或异常状况时防止其内部介质压力升高到超过规定安全值的设施。

注1：本规范中的泄压设施限指安全阀和爆破片。其他泄压设施如呼吸阀、爆破针阀、折断销、易

熔塞等不在本规范适用范围内。

[来源：SH/T 3210—2020，3.1.1]

3.2

安全阀 safety valve

利用介质本身的力排出额定数量的流体，以防止压力超过规定安全值的阀门。当压力降低至一定值

后，阀门自行关闭并阻止介质继续流出。

[来源：SH/T 3210—2020，3.1.2]

https://www.so.com/link?m=b/354CFRXghAyXr5h5olfmuTOgqIvg/GllAuOA2VCrar0JgKc/t3jKVoyM49ziNBbE4OIFc2AYdd+atHhX9YXX5e+7mdYwXW9V7lUUcHuFhtGJvi/q35HLbsZiOzJ2PEnsRZLRsA1TxKYjB4Nk4mh9q89BYpd+qvgVWWzINEXnlswVNfk
https://www.so.com/link?m=b237p0ja700AaDl3ckRFtzwuucZ5CrC5ELqNXSwX9AwlvLk07Mj9WWCkLg9HpY1Q6O+cZJqqeSBovjgjn+6iUZS1jaXujcaMUlgBY1ZNL4Gjl9KzQ5Mm1Ol9P/hH381fq
https://www.so.com/link?m=ba2ONKCxlDIcHcIKHEC917OuVw059bjXh/VVso+RIOo4RqprVvfm0CK9IsmZi0tT37tZUcng1tu3xWSCG6TXgMYGhQ4Ti8TuV+x06Bqrhqk2JP8anBHdas2be3LLVRpOYSzvCXlP2P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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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爆破片 rupture disk device

一种由介质进出口静压差驱动的非重闭式安全泄压设施，通过承压片的爆破实现泄压功能。

[来源：SH/T 3210—2020，3.1.3]

3.4

背压 back pressure

安全泄压设施出口处压力，排放背压与附加背压的总和，简称背压。

[来源：SH/T 3210-2020，3.1.5]

3.5

排放背压 build-up back pressure

泄压设施排放时，由于介质流经排放系统在泄压设施出口处形成的压力。

[来源：SH/T 3210—2020，3.1.6]

3.6

附加背压 superimposed back pressure

泄压设施即将动作前，在其出口处存在的静压力，是由其他压力源在排放系统中引起的。

[来源：SH/T 3210—2020，3.1.7]

3.7

排放系统 relieving system

装置和单元边界线以外，用于可燃气体排放的管道、分液罐、水封罐及火炬或放散塔等设施的总称。

[来源：SH 3009—2013，3.1]

3.8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ies （HAZOP）

失效模拟及影响分析的一种研究方式，运用系统技术识别整个装置发生的危险和可操作性问题，基

本过程是找出过程工艺的变化（即偏差），然后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后果及可采取的对策。

3.9

高完整性压力保护系统 high integrity pressure protection system （HIPPS）

满足预定条件时，使得工艺过程达到安全状态的系统，由传感器、逻辑求解器和最终控制元件组成。

[来源：API 521—2020，3.1.69]

4 安全泄放评估原则

4.1 新建装置及储运系统

4.1.1 新建装置及储运系统的安全泄压设施设计应满足HG/T 20570.2—1995、HG/T20570.3—1995、API

520—2020等相关标准要求，竣工设计资料应包括装置PFD和P&ID、物料平衡表、设备及仪表资料、设备

平面布置图、联锁逻辑图、泄压设施详细计算书、管道布置竣工图、泄压设施规格书及数据表等。新建

装置及储运系统泄压设施满足上述要求时可不开展泄放评估，企业应将设计资料保存完整并归档。

4.1.2 新建排放系统设计应满足SH 3009—2013、API 521—2020等相关标准要求，竣工设计资料应包

括排放系统相关设计说明、排放系统相关的管道布置、设备平面布置图、分液罐容器数据表、水封罐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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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数据表、火炬设备图纸等。新建排放系统满足上述要求时可不开展泄放评估，企业应将设计资料保存

完整并归档。

4.2 在役装置及储运系统

在役装置及储运系统建成投产超过二十年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宜至少每五年或每个运行周期

(两者取较小值)对安全泄放系统进行评估。此外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及时开展安全泄放系统评估：

a）泄压设施存在震颤、频繁起跳等；

b）本装置或其他同类装置/储运系统的泄放系统缺陷导致发生事故或事故扩大；

c）安全泄放系统资料（见4.1.1及4.1.2）不全；

d）企业或第三方机构排查发现存在其他安全隐患需要开展评估的。

4.3 改扩建装置及储运系统

改扩建装置及储运系统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开展安全泄放系统评估：

a）扩建；

b）改建涉及安全泄压设施变更；

c）设计参数如工艺技术、加工原料或产品结构等发生变化或变更。

5 安全泄放能力评估

5.1 安全泄放系统全流程评估

安全泄放系统全流程评估见附录A，应包括以下内容：

a）基础资料收集；

b）基于风险的超压泄放场景分析；

c）超压泄放量核算；

d）泄压设施校核与进口压降核算；

e）排放系统泄放校核；

f）超压泄放量消减分析；

g）排放系统安全分析；

h）泄放系统合规性检查。

5.2 基础资料收集

安全泄放系统评估所需资料应包括4.1.1及4.1.2内容及工艺技术规程、安全阀台账（包含安全阀喉

径）等。

5.3 基于风险的超压泄放场景分析

5.3.1 应采用基于风险的危险性分析方法（如HAZOP）确定潜在的超压泄放场景。各类设备可能的超压

工况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a）塔类设备：外部火灾、入口阀全开、气相出口堵塞、回流中断、局部停电、冷剂中断、中段循

环停、异常热量输入、冷进料中断、动力蒸汽中断、全厂停电、全厂停水、全厂仪表风中断；

b）容器类设备：气相出口堵塞、液相出口堵塞、入口阀全开、逆向流、外部火灾；

c）反应器：气相出口堵塞、液相出口堵塞、液相进料中断、反应器取热中断、反应失控、全厂停

电、全厂停水、全厂仪表风中断、外部火灾；

d）换热器：冷侧进出口关闭、出口堵塞、换热管泄漏或破裂、外部火灾；

e）泵或压缩机等动设备：出口堵塞。

5.3.2 由于设备、仪表、联锁或联锁切断阀故障、阀门故障（含单向阀）可能使系统中的介质由高压系

统串入低压系统，造成低压系统的压力急速上升时，低压系统设备泄压设施应考虑串压工况。

5.3.3 当反应、混合、分离或储运等设备中正在或可能发生放热和/或放出气体的反应，存在反应失控

风险时，应考虑化学反应失控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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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若通过安全泄压设施的流体为处于气液平衡的液相或气液混合相态，应采用两相流的方法计算泄

放面积。可能出现两相流的工况包括：

a）反应失控工况；

b）火灾工况下初始液位超过60%时；

c）容器内物料被外部流体直接充分接触并加热至沸点以上；

d）物料被表面加热至沸点以上，且液位超高时；

e）换热器高压侧气体泄漏至低压侧液体时；

f）其他可能同时出现气体与液体的场合。

上述工况下，需要进一步根据物料发泡性、气体/蒸气生成速率与初始液位等判断是否发生两相流。

5.4 超压泄放量核算

5.4.1 所需数据能够现场获取时，可采用基于物料平衡或热平衡原理的工艺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进行泄放

量计算，计算方法见附录B。

5.4.2 所需数据无法现场获取时，可以结合实际运行工艺搭建装置稳态工艺模型，模型关键参数与现场

运行数据对比，误差应低于5%，基于稳态工艺模型获取关键物性参数进行泄放量计算，计算方法可参考

SH/T 3210—2020。

5.4.3 反应失控工况泄放量核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a）反应失控工况泄放量计算宜通过试验获取非正常状态时的反应失控特征（温升速率、压升速率

等），判断泄放类型（调和型、气体型或混合型），确定容器内流动状态（搅混型、气泡型、

本征发泡型），采用DIERS（美国紧急泄放系统设计协会）推荐的方法进行计算（Leung法、Fauske

法），公式参考SH/T 3210—2020。

b）应根据以下情况，识别导致反应失控的非正常状态：

1）错误的加料顺序；

2）冷却失效；

3）搅拌失效或失效后重启搅拌器；

4）反应物污染；

5）添加过快；

6）添加延迟；

7）温度过低或过高；

8）错误的反应；

9）富集；

10）易挥发溶剂的挥发；

11）加热器关闭失败；

12）外部火灾。

5.4.4 气液两相流体泄放能力的计算建议采用基于均相平衡模型（HEM）的Omega方法，公式参考SH/T

3210—2020。气-液-固三相泄放可参照气-液两相流泄放进行计算。

5.5 泄压设施校核与进口压降计算

5.5.1 泄压设施泄放面积校核。基于静态最大排放量进行泄压设施泄放面积计算（计算方法见SH/T 3210

—2020），对现有泄压设施进行校核。

5.5.2 泄压设施进口管道压降。被保护的设备或管道到压力泄放阀入口处的压力降应满足低于压力泄放

阀整定压力的3%的要求（导阀控制的压力泄放阀除外）。

5.6 排放系统泄放校核

5.6.1 依据现有排放系统管网进行水力学计算，涵盖的范围包含排放系统中排放支管、总管的所有管道

管件、分液罐、水封罐、火炬头等设备所构成的管网系统。

5.6.2 通过对装置静态泄放量进行叠加确定最大排放负荷，基于排放系统最大排放负荷标定每个排放点

的背压及排放管道的排放速度。排放点背压应小于泄压设施最大允许背压，排放系统管网的马赫数不应

大于0.7；可能出现凝结液的可燃性气体排放管道末端的马赫数不宜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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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泄放量消减分析

5.7.1 单设备动态泄放量模拟分析。采用静态泄放量校核泄压面积不足时，可采用工艺动态模拟的方式

计算排放曲线，获得排放峰值时间与峰值排放量，基于动态峰值泄放量重新校核现有泄压设施。基于动

态模拟分析的泄压设施仍不满足要求时可以采用以下改进措施：

a）更换泄压设施；

b）增设符合要求的HIPPS；

c）优化操作参数。

5.7.2 采用静态排放负荷校核排放系统管网泄放能力不足时，可对同一事故下各装置的排放“流量-时
间曲线”进行叠加，取最大值为该事故时的最大排放量，重新校核排放管网能力。排放管网能力仍不满

足要求的，可采用以下改进措施：

a）扩大排放支管或总管管径；

b）增设排放系统管网。

6 排放系统安全分析

6.1 安全间距

6.1.1 高架火炬的防火间距应满足GB 50160—2008（2018版）的要求，同时应基于最大排放负荷采用SH

3009—2013、二维分析计算工具/方法或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计算火炬燃烧热辐射影响范围，周边

人或设备处的辐射热强度不应超过允许的阈值。

6.1.2 2座及2座以上的高架火炬宜集中布置在同一区域，火炬高度及火炬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确保事故

放空时辐射热不影响相邻火炬的检修和运行。

6.1.3 地面火炬不应布置在窝风地带，宜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方法分析点火失效后可燃气体扩散的

影响范围。其与周围设施的防护距离除应按照明火设施考虑外，同时应充分考虑燃烧热辐射对周边人体

及设备的影响。

6.1.4 地面火炬可用于处理毒性轻度危害和无毒可燃性气体，处理毒性轻度危害气体时宜采用计算流体

力学（CFD）方法评估火炬点火失效导致气体扩散的危害后果并制定相关事故应急措施。

6.2 燃烧要求

6.2.1 火炬（音速火炬除外）排放速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NHVvg小于11.2MJ/Nm
3
时，排放系统火炬出口允许的最大速度Vmax为18.3m/s；

b）NHVvg大于37.3MJ/Nm
3
时，排放系统火炬出口允许的最大速度Vmax为121.9m/s；

c）其余情况，排放系统火炬出口速度应小于下述公式计算值Vmax。

Log10（0.3048×Vmax）=（37.26×NHVvg+1212）/850

其中：Vmax为火炬出口允许的最大速度，m/s；NHVvg为火炬泄放气的净热值，kJ/Nm
3
。

6.2.2 排放系统燃烧气体的热值会影响燃烧效率，热值低于 7880kJ/Nm3的气体在进入排放系统前应进

行热值调整，可采用配比一定量燃料气掺烧的方式调整其热值。

7 泄放系统合规性检查

7.1 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

针对泄压设施设置、选型、安装及进出口管道现场情况，开展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合规性检查表

见附录C。

7.2 排放系统合规性检查

针对排放系统管网、分液罐、防回火设施、点火系统、气柜等现场情况，开展排查排放系统合规性

检查，合规性检查表见附录D。



T/CCSAS 0XX—202X

6

8 评估报告

8.1 装置泄压设施核算报告

装置泄压设施核算报告应包含运行现状、工艺变更说明、泄压设备汇总、承压设备汇总、泄压设施

计算书（包括超压工况的假设条件、计算方法、泄放量结果）、泄压设施排放面积核算、排放管道核算、

泄放量消减、装置泄压设施存在问题、整改措施建议、新增或整改泄压设施选型计算书。

8.2 排放系统核算报告

排放系统核算报告应包含排放系统现状、排放系统计算基础、排放系统泄放量汇总、排放系统设施

及管道核算、核算结果分析、泄放量消减、排放系统存在问题、整改措施建议、新增或整改排放设施计

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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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安全泄放系统评估流程

安全泄放系统评估流程图见图A.1。

图A.1 安全泄放系统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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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基于物料平衡或热平衡原理的工艺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进行泄放量计算方法

基于物料平衡或热平衡原理的工艺分析法或经验公式进行泄放量计算方法见表B.1。

表B.1 工艺分析法或经验公式法核算泄放量

设备 工况 计算类型 所需资料 计算方法

塔

火灾 公式法
1.介质汽化潜热；

2.受热设备尺寸、安装高度。
参见 SH/T 3210—2020 火灾工况计算方法

气相出口堵塞 工艺分析法

1.入口介质气相量 w1；

2.塔底再沸器出口气相量 w2；

3.热量输入引起气化量 w3。

w=w1+w2+w3

异常热量输入 工艺分析法 1.异常热量输入引起气化量 w1。 w=w1

容器

火灾 公式法
1.介质汽化潜热；

2.受热设备尺寸、安装高度。
参见 SH/T 3210—2020 火灾工况计算方法

气相出口堵塞 公式法

1.泄放压力下气体密度；

2.进料管线流速；

3.进料管线内径。

参见 SH/T 3210—2020 气相出口堵塞工况计算方法

液相出口堵塞 工艺分析法 1.最大液体进入量 w1。 w=w1

换热器 火灾 公式法
1.介质汽化潜热；

2.受热设备尺寸、安装高度。
参见 SH/T 3210—2020 火灾工况计算方法

反应器 火灾 公式法
1.介质汽化潜热；

2.受热设备尺寸、安装高度。
参见 SH/T 3210—2020 火灾工况计算方法

泵、压缩机等

动设备
出口堵塞 工艺分析法 1.泵或压缩机最大生产能力 w1。 w=w1

储罐 火灾 公式法
1.介质汽化潜热；

2.受热设备尺寸、安装高度。
参见 SH/T 3210—2020 火灾工况计算方法



T/CCSAS 0XX—202X

9

附 录 C

（规范性）

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表

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表见表C.1。

表C.1 泄压设施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泄压设施总体要求

1.1

在非正常条件下，可能超压的下列设备应设安全阀：

a）顶部最高操作压力大于等于0.1MPa的压力容器；

b）顶部最高操作压力大于0.03MPa的蒸馏塔、蒸发塔和汽提塔(汽提塔顶蒸汽通入另一蒸馏塔者除外)；

c）往复式压缩机各段出口或电动往复泵、齿轮泵、螺杆泵等容积式泵的出口(设备本身已有安全阀者除外)；

d）凡与鼓风机、离心式压缩机、离心泵或蒸汽往复泵出口连接的设备不能承受其最高压力时，鼓风机、离

心式压缩机、离心泵或蒸汽往复泵的出口；

e）可燃气体或液体受热膨胀，可能超过设计压力的设备；

f）顶部最高操作压力为0.03～0.1MPa的设备应根据工艺要求设置；

g）两端阀门关闭且因外界影响可能造成介质压力升高的液化烃、甲B、乙A类液体管道应采取泄压安全措施。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GB 50160—2008(2018版)第5.5.1条

/5.5.6条

1.2

下列设备应设爆破片：

有突然超压或发生瞬时分解爆炸危险物料的反应设备，如设安全阀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装爆破片或爆破片和

导爆管，导爆管口必须朝向无火源的安全方向；必要时应采取防止二次爆炸、火灾的措施。

下列情况宜单独设置爆破片：

a）系统压力快速增长，安全阀的开启不能满足快速反应时间要求；

b）系统需要的安全泄放量大，安全阀选型困难；

c）系统的操作压力很低或很高，安全阀制造困难；

d）系统安全泄放时的温度较低，工艺介质泄放时可能导致安全阀的工作特性受到影响；

e）一次性使用的管路系统，爆破片的破裂不影响操作和生产。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GB 50160—2008(2018版)第5.5.12条

/SH/T 3210—2020第5.1.2条

1.3

在以下场合应设置爆破片与安全阀串联：

a）有可能被物料堵塞或腐蚀的安全阀，在安全阀前应设爆破片或在其出入口管道上采取吹扫、加热或保温

等防堵措施。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GB 50160—2008(2018版)第5.5.5，

5.5.9条/SH/T 3210—2020第5.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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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b）较高浓度环氧乙烷设备的安全阀前应设有爆破片；爆破片入口管道应设氮封，且安全阀的出口管道应充

氮。

在以下情况宜组合设置安全阀和爆破片：

a）在真空工况下，不允许系统外部气体或空气通过安全泄压设施进入的系统；

b）正常操作过程中不允许工艺介质通过安全阀泄漏的系统；

c）泄放介质与安全阀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安全阀失灵的系统；

d）工艺介质有腐蚀性，需要采用耐腐蚀的材质或内衬防腐蚀材料，安全阀的制造成本较高的系统；

e）有多个超压工况，且超压工况比较复杂的系统。

1.4

下列的工艺设备不宜设爆破片：

a）爆破片不适用于经常超压的场合；

b）爆破片不宜用于温度波动很大的场合；

c）除具有后续处理系统且满足安全和环保要求外，爆破片不应单独用于排放介质毒性程度为极度、高度危

害或易爆及液化石油气等场合。

查现场 SH/T 3210—2020第5.1.4条

2.泄压设施设置要求

2.1

单个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定压），不应大于设备的设计压力。当一台设备安装多个安全阀时，其中一个安全

阀的开启压力（定压）不应大于设备的设计压力；其他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可以提高，但不应大于设备设计压

力的1.05倍。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GB 50160—2008(2018版)第5.5.2条

2.2

下列情况之一时，泄放系统应设置备用安全阀，备用数量可按n+1考虑(n为泄放计算需要的安全阀数量)

a)安全阀存在泄漏的历史记录；

b)安全阀存在堵塞时；

c)介质存在腐蚀性时；

d)介质易结垢时；

e)有在线检修或在线检验的要求时，检验周期一般为一年；

f)存在其他影响安全阀性能的故障记录。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T 3122—2013第20.3条

2.3

安全阀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当背压小于10%安全阀定压时，宜选用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背压大于安全阀定压的10%但小于50%时，

宜选用平衡式安全阀；当背压大于安全阀定压的50%时，宜选用先导式安全阀；

b)选用的安全阀喷嘴面积应大于计算面积。当一个安全阀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选用多个安全阀并联使用。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T 3121—2022第8.1.8条

2.4 安全阀和爆破片组合使用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查设计文 SH/T 3210—2020第5.2.1条/5.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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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a）安全阀和爆破片组合使用时，组合泄放量不应小于被保护系统的安全泄放量。

b）爆破片和安全阀之间应有检测爆破片破裂或泄漏的措施。

c）爆破片串联在安全阀进口侧时：

1）爆破片的最大标定爆破压力不宜大于安全阀的定压；

2）爆破片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安全阀的进口法兰公称直径。

d）爆破片破裂后不应影响安全阀的正常动作。

e）爆破片串联在安全阀出口侧时，应保证安全阀能在设定压力下开启。

f）安全阀和爆破片并联使用时，爆破片的标定爆破压力不应超过1.05倍系统的设计压力。

件、查现场 /5.2.4条

3.泄压设施安装要求

3.1

安全阀应满足下列安装要求：

a）安全阀应设置在所保护系统上易于安装、检查、维护的部位。

b）安全阀应设置在靠近压力源的位置。当用于气体介质时，应设置在气相空间（包括液体上方的气相空间)

或与该空间相连通的管线上。

c）安全阀和压力源之间的所有管道、阀门和管件的流通截面积应大于或等于安全阀的进口截面积，其接管

应短而直。当一个连接口上装设2个或2个以上的安全阀时，该连接口入口的截面积应大于或等于这些安全阀

进口截面积的总和，不包括备用安全阀。

d）安全阀入口管道公称直径不应小于安全阀进口法兰公称直径，安全阀出口管道公称直径不应小于安全阀

出口法兰公称直径。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T 3210—2020第5.3.1条

3.2

安全阀入口管道的设置原则：

a）应控制安全阀入口管道的压降，以避免安全阀反复启闭，产生震颤，从被保护的设备或管道到安全阀入

口处的压力降应低于安全阀整定压力的3％。流量应按照安全阀排放时通过安全阀的最大流量计算。采用远

端取压的先导式安全阀将不受此限制。

b）安全阀的进口管道应采用长半径弯头。

c）当几个安全阀并联操作时，总管的截面积不应小于各支管截面积之和。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 3012—2011第10.2条/SH/T 3210

—2020第5.3.1条/

3.3

安全阀出口管道的设置原则：

a）安全阀出口管道的压降应满足工艺要求。

b）当排入放空总管或去火炬总管的介质带有凝液或可冷凝气体时，安全阀的出口应高于总管。

c）公称直径等于或大于50mm的安全阀出口管道排入密闭系统时，应顺介质流向45°斜接在排放总管的顶部。

d）直接向上排至大气的安全阀出口管道，应在该管下端弯头附近开一个φ6mm～φ10mm的排液孔；对于蒸汽

管道上的排液孔应引至安全位置。

e）当介质为粘稠、易凝介质时，安全阀出口应设置蒸汽吹扫设施和进口、出口切断阀的吹扫跨线。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 3012—2011第10.2条/SH/T 3122

—2013第20.4/20.7/20.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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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f）当安全阀泄放会使管道结冰时，应在安全泄放系统的管道采取防冻措施。

g）当有备用安全阀时，安全阀入口和出口应设置切断阀。正常使用的安全阀入口和出口切断阀应铅封开或

锁开；备用安全阀入口切断阀应铅封关或锁关。

3.4

爆破片应满足下列安装要求：

a） 爆破片的入口管道应短而直，管径不应小于爆破片的公称直径。

b） 爆破片入口管线上不宜设置切断阀。当工艺要求设置切断阀时，切断阀应锁开或铅封开，切断阀的流通

面积不应小于爆破片的泄放面积。

查设计文

件、查现场
SH/T 3210—2020第5.3.2条

4.泄压设施现场检查

4.1

安全阀现场检查：

a）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使用。

b）杠杆式安全阀的防止重锤自由移动和杠杆越出的装置是否完好，弹簧式安全阀的调整螺钉的铅封装置是

否完好，静重式安全阀的防止重片飞脱的装置是否完好；

c）如果安全阀和排放口之间装设了截止阀，截止阀是否处于全开位置及铅封是存完好。

d）安全阀是否有泄漏。

e）放空管是否通畅，防雨帽是否完好。

f）安全阀资料是否齐全(铭牌、质量证明文件、安装号、校验记录及报告)。

g）安全阀外表有无腐蚀情况。

h）提升装置(扳手)动作有效，并且处于适当位置。

i）安全阀外部相关附件完整无损并且正常。

查现场、查

文件

TSG 21—2016第7.2.3.1.1条/TSG

ZF001—2006第B6.1.2条

4.2

安全阀校验周期

a）安全阀一般每年至少校验一次，符合校验周期延长的特殊要求，经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批准可以

按照其要求适当延长校验周期。

b）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满足以下条件时，其校验周期最长可以延长至 3 年：

1）安全阀制造单位能提供证明，证明其所用弹簧按照 GB/T 12243进行了强压处理或者加温强压处理，并

且同一热处理炉同规格的弹簧取10% (但不得少于2个)测定规定负荷下的变形量或者刚度，测定值的偏差不

大于15%的；

2）安全阀内件材料耐介质腐蚀的；

3）安全阀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未发生过开启的；

4）压力容器及其安全阀阀体在使用时无明显锈蚀的；

5）压力容器内盛装非粘性并且毒性危害程度为中度及中度以下介质的；

6）使用单位建立、实施了健全的设备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制度，并且有可靠的压力控制与调节装置或

查现场、查

文件
TSG 21—2016第7.2.3.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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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者超压报警装置的；

7）使用单位建在了符合要求的安全阀校验站，具有安全阀校验能力的。

c）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在满足上述第2）、3）、4）、6）、7）项的条件下，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其

校验周期最长可以延长至 5 年:

（1）安全阀制造单位能提供证明，证明其所用弹簧按照 GB/T 12243 进行了强压处理或者加温强压处理，

并且同一热处理炉同规格的弹簧取 20% (但不得少于 4 个)测定规定负荷下的变形量或者刚度，测定值的偏

差不大于10%的；

（2）压力容器内盛装毒性危害程度为轻度(无毒)的气体介质，工作温度不大于200 ℃的。

4.3

安全阀需要进行现场校验(在线校验)和压力调整时，使用单位压力容器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阀检修(校验)人

员应当到场确认。调校合格的安全阀应当加铅封。校验及调整装置用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1级。在校验和

调整时，应当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管理 TSG 21—2016第7.2.3.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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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排放系统合规性检查表

排放系统火炬管网、分液罐、火炬防回火设施、点火系统、气柜等合规性检查表见表D.1～表D.5。

表D.1 火炬管网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停电等事故导致全厂性排放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企业设有双电源保护系统。

b）各装置设有UPS电源，企业制定有停电工况下的装置泄放预案。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T 3038—2017

2

排放气体温度大于60℃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水封罐之前的可燃性气体排放管道应按照GB150进行抗外压设计，最大外压大于或等于30kPa。

b）排放管道设置自动补压措施，管道内压保持1-1.47kPa。管网干管的起始端、支线的装置边界切断阀后宜

设DN20燃料气补充管，装置检修期间手工开启；管网干管宜每1000m设置一个自动补充燃料气设施，补充燃

料气的管径宜大于等于DN50。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7.2.7条

3

排放介质含有液化烃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设计中应选用具有一定抗冲击力、耐低温的材料，管道上的焊缝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

b）装置或储罐区域应设有蒸发器和分离系统，将分离出液体后的气相烃排入火炬系统。

c）储罐出口管线宜设置加热设施，将介质升温到材料许可温度后进入火炬气管网。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4

火炬气带液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火炬管道坡度不应小于千分之二，管道应坡向分液罐、水封罐；管道沿线出现低点时设置分液罐或集液

罐。

b）含凝结液的可燃气体（C5或者C5以上）管道每1000-1500m进行一次分液。

c）为避免管道在事故放空或停工吹扫时振动损坏，应在管道两个固定点安装全方位限位支架。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7.2.1/8.1.2条

5

下列气体不宜排入全厂可燃性气体排放系统，应排入专用的排放系统或另行处理：

a）能与排放系统内的介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气体。

b）易聚合、对排放系统管道的通过能力有不利影响的可燃性气体。

c）剧毒介质（如氢氰酸）或腐蚀性介质（如酸性气）的气体。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5.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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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6

装置中含氧的气体、罐区含氧的VOCs排放至可燃气体火炬管网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氧气含量不应大于2%。

b）当存在含氧气体可能进入火炬管网时，需设置氧浓度监测报警。

c）当罐区VOCs送往低压瓦斯时，VOCs收集管道上应设氧含量分析仪，并设置氧含量高高联锁切断。氧含量

分析仪和切断阀的安装位置应能防止过氧的VOCs进入低压瓦斯系统。氧含量高高联锁应进行SIL等级评估，

通常在有氮封的情况下不低于SIL2。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5.3.1条

7 含氨酸性气管道温度较低时，管道应设有伴热、保温措施，人员定期检测伴热站。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8

a）定期开展火炬系统管道和容器的腐蚀检测，并做好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当设有火炬管道设膨

胀节时，需对膨胀节伴热。

b）在容易发生泄漏的阀门、分液罐、水封罐处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巡检人员携带便携式检测仪器。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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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分液罐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分液罐应满足以下要求：

a）分液罐设计合理，能分离火炬气连续排放20-30min产生的凝液。

b）分液罐应设液位计、液相温度计、压力表、高低压和高低液位报警。分液罐液位高报警应及时排

液。分液罐应设置低液位联锁停泵。

c）对可能带液火炬应满足防火间距要求，防火间距内不能存在引发严重火灾的植被等。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

8.1.6/8.1.7/8.1.8条/

GB 50160—2008(2018版)第4.1.9条

2

环境温度低时（介质凝固点高于该地区最冷月平均温度 10℃以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a）分液罐设置保温或者伴热措施。

b）低温火炬设有温度自动调节控制加热，并设温度低报警；非低温火炬设温度低报警。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8.1.4条

3

排放气含有硫化氢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分液罐凝液应进行回收或密闭处理，分液罐按照压力容器进行管理。

b）从事下列作业，应严格执行《硫化氢防护安全管理规定》，必须佩戴适用的防护器具。作业时应

至少2人同时到现场，站在上风向，一人作业，一人监护：

1）火炬管网、火炬筒体、分液罐、水封罐和气柜的脱水排凝、换水作业。

2）酸性气、瓦斯、液态烃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采样。

3）含有酸性气和瓦斯介质的管线、容器和机泵的泄漏检查。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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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火炬防回火设施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水封罐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水封罐应设有溢流管，水封罐溢流设施应满足如下要求：

1）水封罐应设置U形溢流管（不得设切断阀门），溢流管水封高度应大于等于1.75倍水封罐内气相空间的最

大操作压力（表压），溢流管直径最小为DN50。其高点处管道下部内表面应与要求的水封液面处于同一水封高

度。

2）U形溢流管高点上应设DN25破真空接管，其高度大于等于300mm，破真空接管上不得设切断阀门。

b）酸性气水封罐应定期检查换水。

c）水封罐应设液位、温度、压力仪表和高液位报警。

d）水封罐设计压力应大于等于0.7MPa。

e）最冷月平均温度低于5℃时，水封罐应采取防冻措施。

f）水封罐应保持密封液的持续流动。溢流管上应设有视镜，溢流补水量使用限流孔板限制，流量应不大于 U 形

溢流管自流能力的50%。

g）卧式水封罐内气体流动的径向截面积应大于或等于入口管道横截面积的3倍；立式水封罐内气相空间的高度

应大于或等于水封管内径，且不得小于1m。

h）水封罐应具有撇除水面上积聚的凝结液的功能，并应能够分离直径大于和等于600μm的水滴。

i）水封罐补水量应能满足大排气量情况下的补水需要，水封罐有效水量应至少能够在可燃气体排放管网出现

负压时，满足水封罐入口立管3m充满水量。

j）可燃性气体排放温度大于100℃时，水封罐应设低液位报警及自动补水措施，保持水封水量。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

8.2.4/8.2.5/8.

2.7/8.2.8/8.2.10/8.2.11/8

.2.12/8.2.13/8.2.14条

2

水封高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能满足排放系统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有效阻止火炬回火，并确保排放气体在事故排放时能冲破水封排入火炬。

b）含有大量氢气、乙炔、环氧乙烷等极速燃烧特性介质火炬气，水封高度应≥300mm。
c）火炬气密度<空气密度时，水封高度应≥200mm。
d）火炬气密度≥空气密度时，水封高度应≥150mm。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8.2.25条

3

火炬筒体内排放气密度小于空气密度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保证火炬管道及筒体完整性，当火炬筒体底部设有排水管时，排完水后应确保阀门关闭（制定有相关的操

作规程）。

b）水封罐后设置有氮气吹扫，吹扫气体量应使用限流孔板控制流量，合理设计氮气吹扫流速，保证火炬出口

流速大于安全流速：采用速度型密封器时，吹扫气体流速≥0.012m/s；采用分子密封器时，吹扫气体流速

≥0.003m/s。对高速燃烧或宽爆炸特性介质（含氢气、乙炔和环氧乙烷等气体），采用速度型密封器时流速≥

0.06m/s；采用分子型密封器时流速≥0.02m/s。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9.5.6条

4

火炬气含有硫化氢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水封罐凝液应进行回收或密闭处理，水封罐按照压力容器进行管理。

b）从事下列作业，应严格执行《硫化氢防护安全管理规定》，必须佩戴适用的防护器具。作业时应至少2人同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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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时到现场，站在上风向，一人作业，一人监护：

1）火炬管网、火炬筒体、分液罐、水封罐和气柜的脱水排凝、换水作业。

2）酸性气、瓦斯、液态烃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采样。

3）含有酸性气和瓦斯介质的管线、容器和机泵的泄漏检查。

5
当火炬系统上设置有阻火器时，管道阻火器安装位置距火炬头出口的距离大于20d（d为管道内径）时，应选用

可靠的阻爆轰型阻火器。爆轰型阻火器应经过实验测试认证；阻火器设置压差报警，阻火器设置一用一备。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9.5.2条

6

分子封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本质安全型的分子密封器，钟罩脱落不会堵塞泄放管路。

b）分子密封器内积液应及时排除，脱液不畅时要及时疏通。脱液宜采用U形溢流管方式。若选用脱液阀，脱水

作业完成后应及时关闭脱液阀，严禁脱水阀常开。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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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点火系统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可燃气体火炬排放，点火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点火器应设置高空电点火器和爆燃式地面点火器(备用)，并配备不间断电源。高空电点火器的

数量应与长明灯的数量相同；爆燃式地面点火器宜每座火炬设置1台，引火管宜从点火器至每个长

明灯单独设置。每支长明灯火焰监测方式不少于2种，且不得全部采用地面火焰监测方式。

b）长明灯配置满足要求：火炬头直径小于或等于0.5m时，不宜少于2支长明灯；火炬头直径大于0.5m

至小于或等于1m时，不宜少于3支长明灯；火炬头直径大于1m时，不宜少于4支长明灯。

c）长明灯长燃时，燃料气供气管道主管上应设压力调节阀，燃料气源的压力应≥0.35MPa，压力调

节阀后的压力宜稳定在0.2MPa；每支长明灯的燃料气管线应从火炬底部起单独引入。

d）长明灯日常熄灭时：

1）自动点火控制系统应按照长明灯数量配置齐全。

2）自动点火的控制信号宜选用水封罐前压力和温度或重要装置事故放空信号，控制信号源不宜

少于2种。自动点火系统应经过可靠性评估。

3）长明灯燃料气应设低压报警。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SH 3009—2013第

9.4.1/9.4.2/9.4.3/9.4.4/9.4.7条

2

长明灯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长明灯长燃时：

1）加强长明灯运行管理，控制好长明灯燃料气压力，确保压力处于正常控制范围内。

2）长明灯燃料气宜选用天然气或其它清洁燃料气。使用燃料气时，含硫燃料气宜经过脱硫处理，

并定期清洗过滤器。

3）长明灯喷嘴应定期清洗，至少每3个月组织1次长明灯系统蒸汽、氮气吹扫，以防止喷嘴堵塞。

清洗过程中应采取逐个喷嘴清洗的方法，期间其它长明灯应保持燃烧状态。

4）加强燃烧状态监控，并定期对长明灯点火系统进行试验。

b）长明灯长期处于熄灭状态时：

1）确保点火设施完好、投用。高空点火系统故障情况下应点燃长明灯。

2）应定期对高空点火系统和地面点火系统进行点火试验，点火试验至少每周1次，并将检查和测

试情况做好记录。

3）高空点火器不宜频繁使用，每次点火时间≤30s，点火成功后要迅速关闭燃料气阀。点火顺序

应先点火后供燃料气。

4）高压发生器测试过程中应保证高压发生器外壳接地良好，连续打火时间不宜超过10分钟，且

严禁在禁火区进行。

查设计文件、查现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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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5 气柜合规性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1

火炬设置气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回收支线阀前的火炬气排放总管应设压力检测仪表，检测点宜设在距离火炬气回收支线阀前≥100米的位置，并

与回收支线阀及气柜根部进气阀（支线阀和根部阀应为故障安全型，双作用气缸阀必须配置事故风罐）联锁。

b）活塞移动速度快报警（如20000Nm
3
气柜升降速度应≤2m/min），联锁关闭回收支线阀及气柜根部进气阀（支线

阀和气柜根部进气阀应为故障安全型，双作用气缸阀必须配置事故风罐）联锁。

c）气柜应设置活塞（或活动盖顶）高度检测仪表，当活塞到达高限位时，应联锁关闭回收支线阀及气柜根部进气

阀（支线阀和气柜根部进气阀应为故障安全型，双作用气缸阀必须配置事故风罐）联锁。

d）设有紧急手动排放装置及机械放散阀，排气管应设水封装置或安装阻火器。阻火器应为耐烧大气爆燃性。机械

放散阀定期进行检测。（机械放散阀需要考虑到火炬气腐蚀性和杂质较多的特点，需要核实机械放散阀的能力能

否满足）。

e）气柜设有独立的高柜位报警，人员可远程关闭气柜根部进气阀。

f）可燃气气体回收装置设施设置的压缩机不宜少于2台，每台压缩机排气量不宜小于30Nm
3
/min。

g）活塞位置低自动连锁关闭气柜出口阀门，同时自动连锁关闭压缩机。

h）压缩机入口设有压力低联锁停压缩机。

i）回收支线阀前的火炬气排放总管上和气柜设温度仪表，温度高连锁关闭气柜入口根部总阀。

查设计文件、查现

场
SH 3009—2013第11条

2
火炬气中含有粉尘、杂质时，气柜入口应设置粉尘过滤器或水洗措施。螺杆压缩机入口宜设置大型过滤器。应定

期清洗压缩机入口过滤器、柴油和润滑油过滤器。

查设计文件、查现

场
工程经验

3 火炬气柜的安全间距应满足GB 50160—2008(2018版)要求。定期对气柜进行检维修。
查设计文件、查现

场
GB 50160—2008(2018版)

4 火炬气柜周边设置有可燃及有毒气体报警器，人员巡检时佩戴PPE。
查设计文件、查现

场
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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