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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建设的高速工业化发展带来

各行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化工品的应用随之

变得越来越普及，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基

于我国暂时还未完全摆脱粗放式发展阶段的

经济结构，化工行业在其日常生产、存储、

运输、使用等过程中因管理疏漏或者人为因

素等原因导致的事故灾害也日益增多。其中

以火灾为最，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

碍。

1  化工火灾的特点

在化工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基于化工物

料大多易燃、易爆、腐蚀性或者有毒有害；

生产装置密集、繁多；生产工艺往往复杂处

理量大、物理条件要求高等特点，也决定了

化工企业的各个环节中都容易发生火灾甚至

爆炸的事故。通常有以下的特点：

（1）火势猛烈，蔓延速度快，极易形

成立体火灾

（2）易复燃、多次爆炸。

（3）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社会影响大。

（4）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一旦泄漏易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大气、水资源污染，影

响持久。

2  化工火灾危险性分析

 规避火灾的主要工作方针是“预防为

主，防消结合”，而进行有效预防的前提是

清楚了解生产过程中导致火灾的潜在方式和

途径。下面主要从反应类型，有机溶剂等方

面进行分析。

2.1  化工生产中典型化学反应的火灾危险性

分析

化工生产的本质是化学反应，各种化学

反应的过程均存在潜在不同程度、不同种类

的火灾危险性。

2.1.1 氧化反应

通常把加氧去氢的反应称氧化反应。

氧化反应需要加热，绝大多数又都是放热反

应，反应热若不及时移去，会使温度迅速升

高引发爆炸。因此，要严格控制反应温度，

进行有效的冷却和良好的搅拌，以及控制氧

化剂的加料速度和投料量。

2.1.2 还原反应

通常把加氢去氧的反应称还原反应。还

原反应种类多，最常见的催化加氢还原，大

都在高温、高压下进行。氢气一旦泄漏，极

易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火即爆炸。

其他还原剂硼氢类、四氢化锂铝、氢化钠等

均是遇湿易燃品，需严格控制反应温度及设

备密闭性。

2.1.3 聚合反应

聚合反应是将若干个分子结合为一较

大组成相同而分子量较高的化合物的反应过

程。一般在高压条件下进行，而聚合本身又

为放热反应，常常由于聚合热未散出而致火

灾爆炸事故。因此，聚合反应中必须严格控

制反应温度及保持良好的搅拌。

2.1.4 裂化反应

裂化反应是指有机物分子在高温下发

生分解的反应过程，有热裂化、催化裂化和

加氢裂化三种类型。热裂化和催化裂化反应

中都会产生大量的可燃裂化气，有发生爆炸

的危险。加氢裂化中需要使用大量氢气，容

易使装置发生氢脆，且反应温度和压力都较

高，再加上强放热反应效应，火灾危险性相

当大。因此，需严格控制反应温度和反应设

备密闭性。

 2.2  有机溶剂的危险性质

2.2.1 易燃烧

溶剂使用场所，一般多种原料、暗体、

产品同时存在，如控制不当，易发生燃烧。

常见引火源有：明火、电气火花、静电火

花、摩擦撞击火花、高热、自燃等。

2.2.2 易爆炸

在设备的外部空间，溶剂以液或气态的

形式跑、冒、滴、漏，易与空气形成爆炸性

混合物，遇火源发生爆炸。一些生产设备常

规负压操作，出现渗漏或误操作等情况，会

使空气进入容器内，高温下氧化引起可燃蒸

汽爆炸。溶剂在生产过程中，其操作条件大

多通过加温、加压实现。当温度失控，达到

过热温度极限时，就会由液相突变为气相，

体积迅速扩大，密闭体系压力猛增导致容器

爆炸。

2.2.3 易形成大面积立体火灾

有机溶剂从罐、槽、锅等容器中大量溢

出，形成流淌火，流量越大，燃烧面积即越

大。溶剂随爆炸喷射到各个角落，形成大面

积燃烧。长时间使用过溶剂的设备、建筑，

在可燃蒸汽长期熏蒸下，其表面常积有污

垢，通过这些可燃污垢常迅速将建筑引燃。

起火后溶剂、物料由上层流至下层，爆炸时

溶剂、物料上、下喷溅，均会形成上下一起

的立体火灾。

2.2.4 易引起连锁反应

溶剂生产工艺中各工序相互衔接，设备

串通，溶剂往往回收反复使用，一旦某个工

序发生火灾，易出现连锁反应，火灾爆炸事

故会沿管道、可燃物料、建筑物孔洞蔓延。

2.3  带电作业

发展到现今，带电作业以其工具精良、

工艺考究、技术熟练等特点，其检修效率有

50％以上的项目已超过停电检修的水平。但

同时由于其本身的高危险性和高风险性，因

此必须要根据生产现场的实际情况，并在认

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科学进行。只

有这样才能既避免生产装置停电停车，增大

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又能保证作业人员和设

备安全。以便及早消除安全隐患，以确保安

全生产。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

为企业长期稳定生产增创效益。

3  化工火灾危险性评价体系的初步建立

分析了化工生产中典型化学反应过程及

各种火灾危险性，就可以凭此基础初步建立

危险性评价体系，帮助化工火灾有效预防。

此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准备，收集企业的相关文件、设

计标准、生产工艺等。

（2）火灾危险性分析，包括对生产中

化学反应、操作单元和潜在的危险性进行分

析可能性、影响因素、事故机制等。

（3）危险性评价，首先需划分出典型

的评价单元，其次各评价单元之间进行定性

和定量评价，最后对各单元危险等级进行最

终评定。

（4）预防对策，根据之前危险性分析

和评价的结果，总结相应预防措施和建议，

并编制成相应的规范应急预案，为化工生产

火灾的快速有效扑救打下基础。

（5）复评，对第一次的评价结果进行

复评，以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

有效性。虽然初步的火灾危险性评价体系已

经建立起来，但是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

善，特别是在危险评价这一关键内容上，如

合适的定量评价方法等，都欠缺进一步的分

析研究。

4  结束语

影响化工火灾的潜在因素多而杂，预防

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只有对其危

险性进行了科学、准确且全面的分析评价，

才能总结出高效的措施及建议。以上针对火

灾危险性分析应用于化工火灾预防进行了探

讨，在此初步化工火灾危险性评价体系中，

还有许多内容待进一步的完善，以利于进行

有效预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帮助构

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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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化工产业迎来了蓬勃发展，化工生产日益频繁。基于化工企业高度发达

且集中的特点，作为安全隐患头号杀手的化工火灾形势也变得相当严峻，如何预防并杜绝化工火灾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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