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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安全改造 

和液氯泄漏应急处置指南（试行） 

 

为深刻吸取近年来省内外发生的液氯泄漏事故教训，指导、

规范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的安全改造和液氯泄漏后的应

急处置，提高本质安全水平，防控重大安全风险，依据《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0 号）和液氯相

关安全标准规范，遵循“堵漏优先、倒罐配合、事故氯吸收辅助、

水幕防护兜底”的应急处置原则，制订本指南。 

一、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1.按照国家及省特种设备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对所有压力

容器、压力管道及其安全附件，依法依规进行检验，定期自检自

查（包括外观、测厚、罐体沉降检查等，强化存在露点腐蚀管线

的检查），做好日常性维护保养。 

2.严禁用保温材料代替保冷材料，规范进行液氯管道的保冷

设计、施工，发现有结露、结冰的部位，应及时补充保冷，避免

露点腐蚀。推荐采用聚氨酯保冷材料（氧指数大于 30）喷涂发

泡进行施工。 

3.液氯储罐安全阀前宜增加爆破片，爆破片与安全阀之间设

置隔膜压力表或者压力远传仪表等报警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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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气、仪表及线路必须做好密封防护，严格按照《化工企

业腐蚀环境电力设计规程》（HG/T20666）、《自控安装图册》

（HG/T 21581）等安装和配线，满足腐蚀环境下的防护要求。 

5.液氯储罐、气化器、装卸（包括充装，下同）等设备设施

设置专用控制室的，控制室应尽可能远离储存装卸区域，面向储

存装卸区域的一侧应为无门窗孔洞的实体墙。 

二、 实施液氯泄漏时的密闭措施 

6.液氯储罐区必须设置在厂房内，厂房应当符合《建筑防火

设计规范》（GB50016）乙类厂房的规定要求；当发生液氯泄漏

时，能够迅速关闭门窗，形成厂房密闭状态；应配套吸风和事故

氯气吸收处理装置，确保液氯泄漏时装置能够快速启动，有效防

止氯气扩散；应在厂房内设置带有吸风罩的移动软管，软管的长

度能够延伸到所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部位。 

7.液氯装卸区、气化区和钢瓶区必须设置紧急密闭设施或者

措施，包括移动式或固定式密封设施、措施，如带有吸风罩的移

动软管（软管的长度应能延伸到所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部位），当

发生液氯泄漏时，能够迅速将泄漏点或者泄漏区域密封，通过吸

风装置将氯气吸入事故氯气吸收处理装置，防止氯气扩散。 

8.不推荐采用卷帘门、自动开关门窗等方式对厂房实行密闭

操作，如采用时，必须采取相应保障正常使用的措施，防止卷帘

门和自控装置因氯气腐蚀失效。 

9.推荐液氯储罐区围堰内地面设置一定的坡度（可按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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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坡度设计），在地面低洼处的角落设置液氯收集池，在其上部

设置固定式吸风罩，以便泄漏的液氯能够自流进入收集池，减缓

气化速率，平稳吸入事故氯气吸收装置。 

10.实施厂房密封改造形成的厂房防火间距，不再依据《建

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等标准进行判定。 

三、 完善事故氯吸收装置 

11.液氯的储存（包括储罐和钢瓶）、装卸和气化装置，应当

按照《废氯气处理处置规范》（GB/T31856）配套建设事故氯吸

收装置，且能力（如碱吸收、热交换等）与液氯泄漏量相匹配。

液氯泄漏量应当综合考虑堵漏和倒罐作业时长、泄漏管径和速率

等因素（见附件 1）。 

12.事故氯的吸风设施能力，应当满足液氯气化后快速抽至

事故氯吸收装置的要求。 

13.事故氯处理设施的供电电源应达到一级负荷的要求。 

14.事故氯吸收装置的碱液必须定期进行化验分析和补充、

更换，以满足事故状态下吸收氯气的要求。 

四、 强化堵漏作业措施 

15.所有易发生液氯泄漏的阀门、法兰、管道、罐体等部位，

必须留有畅通的通道和充足的空间，满足穿着重型防化服的救援

人员快速有效进行堵漏、捆扎、倒罐等抢修作业的条件。 

16.按照《氯气安全规程》（GB11984）配齐配足应急装备和

器材。另外，现场配备的重型防化服不得少于 4 套，轻型防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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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于 2 套，并相应增加空气呼吸器和备用瓶，1 个空气呼吸

器至少配备 1 个备用瓶。 

17.配备适用的带压堵漏工具器材，如：金属、木头等材料

制成的圆锥体楔或扁楔，捆扎带，密封胶，手锤等。 

18.进入现场实施堵漏、倒罐、抢修作业的人员必须保证 3

人以上，至少 2 人作业、1 人监护。 

19.推荐采用捆扎带缠绕、木塞加捆扎带缠绕的方式，堵漏

砂眼和小孔泄漏。 

20.推荐在液氯罐区设置盲道或者引导设施，保证在视线受

阻情况下，救援人员能够快速到达堵漏、倒罐和抢险位置。 

21.推荐空气呼吸器配备对讲功能，实现在视线受阻情况下

的联络沟通。 

五、 强化倒罐作业措施 

22.液氯储罐与备用罐未采取上下布置方式通过自流实现完

全倒罐的，向备用罐的倒罐必须采用输转设备进行，可采用液下

泵式倒罐泵，倒罐泵的用电负荷应为一级，并按照相关标准规范

安装和使用。 

23.编制完善倒罐操作规程，加强倒罐设施保养维护。当发

生液氯泄漏时，在立即采取堵漏作业的同时，一般应当迅速启动

实施倒罐输转流程。 

六、 补充水幕防护措施 

24.液氯储存区域周边应当配备移动式或者固定式水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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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长度应当满足布设 2 层以上围护的需要，距离泄漏点的位置

应当根据液氯的泄漏量和现场风向、风速等因素确定，作为防范

氯气扩散的最后一道防线，并随时处于备用状态。 

25.确保足量、可靠的水源供应，配套设置事故氯吸收污水

收集处理设施。 

七、 加强应急处置演练 

26.根据企业装置设施、周边环境等，参照《液氯泄漏的处

理处置方法》（HG/T 4684），编制完善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

和液氯泄漏现场处置方案。 

27.开展经常性的培训、演练，使现场操作和救援人员熟悉

设备的位置、环境，熟练液氯泄漏时的厂房密闭、事故氯吸收、

堵漏、倒罐、水幕开启等应急操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面的实

操演练，做好演练总结评估，分析存在问题，及时修正完善，留

存书面演练记录和影像资料。 

除以上规定外，液氯储存装置及其配套设施的安全改造和液

氯泄漏的应急处置，还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附件：1.液氯泄漏吸收处理能力计算参考因素 

2.液氯安全有关标准规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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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液氯泄漏吸收处理能力计算参考因素 

 

一、液氯泄漏量计算参考 

1.泄漏时间计算，应结合工程经验设计值，并充分考虑液氯

泄漏后堵漏、倒罐时间，一般不低于 1 小时。 

2.泄漏部位选取，应考虑正常泄漏情况（如管道泄漏、阀门

泄漏等），不考虑极端泄漏情况（如罐体开裂）。 

3.泄漏面积计算，优先选取典型泄漏形式（管道泄漏），一

般选取与储罐相连出口管道最大管径的 20%。 

4.泄漏压力的选取，应结合容器内介质压力及环境压力，根

据工程经验值或伯努利方程式估算泄漏速率。 

5.蒸发速率的估算，应综合考虑液氯气化热、环境温度、收

集液池面积考虑（可借鉴《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169-2018 附件 F，或其他工程经验设计值）。 

二、事故氯处理能力计算参考（以液碱吸收为例） 

1.事故氯吸收液碱浓度的选取，建议采用浓度为 15%—20%

的液碱水溶液。 

2.事故吸收液碱备用量的计算，应不低于液氯泄漏后被完全

吸收所需液碱量理论计算值的 1.1 倍。 

3.吸收过程换热面积计算，应结合换热器选材及传热系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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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不低于换热面积的理论计算值，并适当留有工程裕量。 

4.事故氯吸收能力的估算原则，液碱吸收塔的处理能力应满

足液氯最大泄漏量的吸收能力；吸风系统能力应满足泄漏场所最

不利点的吸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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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液氯安全有关标准规范目录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氯气安全规程》(GB11984)  

3.《废氯气处理处置规范》（GB/T31856） 

4.《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50493 

5.《液氯使用安全技术要求》（AQ3014） 

6.《液氯泄漏的处理处置方法》（HG/T 4684） 

7.《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 

8.《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D0001） 

9.《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T50185) 

10.《石油化工绝热工程施工技术规程》（SH/T3522） 

11.《关于氯气安全设施和应急技术的指导意见》（中国氯碱

工业协会﹝2010﹞协字第 070 号） 

12.《关于下发<关于氯气安全设施和应急技术的补充指导意

见>的通知》（中国氯碱工业协会﹝2012﹞协字第 01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