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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生产火灾隐患及预防研究

张青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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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我国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对石油化工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做好对该方面需求的

有效应对，必须高度重视石油化工生产活动，针对在生产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考虑，主动就其中影响较大、危险性较高的火灾

隐患开展分析工作。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石油化工生产火灾隐患及预防对策进行研究，以期推进石油化工企业生产活动规范性的提升，确

保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能够做好对火灾隐患相关影响因素的准确把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预防处理办法，从而实现对火灾

隐患发生率和相关影响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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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多次不良事件，其中以火

灾为主要类型，不良事件给环境、社会都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并且直接威胁到相关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进一步做好对

石油化工生产活动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保障，必须高度重视火灾隐患

的分析和预防，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做好对危险因素的控制，以免

产生范围过大的恶劣影响。 

一、石油化工生产存在火灾隐患的原因 

1.1 多种生产物料具有易燃易爆特点 

由于石油化工生产活动涉及多种物料，其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生

产物料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在生产活动中如果对其中部分生产物

料未能做好正确管理，极有可能导致在无意中达到某种物料的着火

点，进而引发火灾问题。必须保证能够做好对各类生产物料特点的

全面把控，并从石油化工生产活动本身进行考虑，做好对温度变化

的控制，以免出现达到物料着火点却并未发现的情况[1]。 

1.2 生产场地较小，设备布置过于紧凑 

部分石油化工企业的规模较小，为做好对生产成本的控制，在

设备布置上需要做好对场地利用率的重视，导致生产场地中的设备

布置过于紧凑。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如果有部分设备着火，将会

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出现大面积着火，最终带来严重的火灾问题，

并且因为设备着火，石油化工企业需要承受的经济损失也会进一步

增大。 

1.3 相关职工缺乏安全意识 

在任何工作落实过程中，职工的各方面素质都有可能对工作落

实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结合部分石油化工企业生产活动的具体情

况来看，部分职工存在缺乏安全意识的问题，导致在石油化工生产

活动中，职工往往难以做好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出现操作失误等人

为因素相关问题的概率显著上升[2]。加上相关职工并未经过严格的

消防安全培训，在面对火灾问题时也缺乏相应的处理能力。 

1.4 设备操作过程存在明显工作失误 

在目前石油化工行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石油化工生产设备的

精密性也在不断提升，对设备操作的规范性、严谨性有更高的要求，

不仅需要控制好相关参数，而且需要就设备的特点进行考虑，结合

生产环境做好调试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但是，由于部分操作

人员缺乏该方面意识，导致设备操作过程难以达到设备正常运转的

标准要求，设备出现参数控制失控问题的概率显著上升。 

二、石油化工生产火灾隐患预防对策 

2.1 建立健全石油化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 

 

图 1 安全第一 

如上图所示，在石油化工企业的生产活动中，需要始终坚持安

全第一的原则，通过建立健全石油化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的形

式为整个生产活动保驾护航，从而在保证石油化工企业生产活动顺

利推进的同时，提高生产活动的安全性，让各项风险因素能够得到

进一步控制，有效降低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概率，借此做好对火灾

隐患的有效预防[3]。为推动石油化工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机制的建立健

全，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考虑。 

第一，高度重视消防安全知识宣教。为保证消防安全管理机制

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需要全体职工对消防安全知识有较为全

面、深入的认识。在消防安全知识宣教过程中，应注重宣教方式的

多样化，吸引职工能够积极参与到知识宣教活动中，避免职工将知

识宣教活动当作任务，让职工能够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和状态参与到

活动中，借助直接体验的形式让职工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消防安

全知识的重要性，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消防安全意识，确保职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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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知识宣教活动中能够掌握应对火灾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第二，制定明确的消防安全巡查、监督计划。由于在石油化工

生产活动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较为复杂，并且有部分因素难以实现有

效控制，必须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巡查、监督计划的建立健全，针对

石油化工生产活动中的关键工作环节和容易出现问题、隐患的工作

内容进行重点考虑，确保在消防安全巡查、监督计划中，能够有序

做好对石油化工生产活动各方面情况的全面分析，并将巡查人员、

巡查结果、巡查频次等重要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还需要采用现场照片的形式将记录内容进一步细化，保证巡查、

监督工作的落实效果。 

第三，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火灾对石油化工生产活动的

影响较为显著，并且一旦出现，其影响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为

尽量避免出现火灾事故，及时做好对火灾隐患的处理，需要主动贯

彻消防安全责任制度，将具体的责任明确到对应的职工身上，将工

作职责与消防安全职责进行有效结合，或者考虑将消防安全职责的

完成情况纳入职工的绩效考核中，通过对职工切身利益的影响，让

职工能够在相关工作中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但同时，在绩效

考核内容增加的情况下，也需要对消防安全职责得到有效落实的职

工进行奖励，从而更好地激发出职工的工作热情。 

2.2 结合生产计划安排，定期进行消防演练活动 

在石油化工生产活动中，需要始终明确生产活动的影响因素较

为复杂，一旦有部分影响因素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出现火灾隐患或

其他事故问题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基于对该情况的考虑，石油化

工企业需要结合生产计划安排，定期进行消防演练活动。 

 

图 2 北京开展石油化工生产装置救援综合实战演练 

如上图所示，主要针对石油化工生产装置可能出现的火灾隐患

做好考虑，采用救援综合实战演练的形式合理安排消防演练活动。

借此保证在石油化工生产活动中如果出现隐患问题也能够在第一

时间作出反应，采用针对性处理办法实现有效应对，以免火灾事故

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也能通过针对性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火

灾事故给石油化工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的损害[4]。在消防演练活动中，

企业职工在火灾隐患方面的应对能力也能得到有效锻炼，保证职工

能够在出现火灾时保持冷静，以免因为现场过于混乱导致事故影响

出现难以控制的情况。 

2.3 加大对动火作业的管理力度，有效管控火灾风险因素 

动火作业对石油化工生产火灾事故会产生直接影响，为做好对

火灾风险因素的有效管控，需要加大对动火作业的管理力度，针对

在动火作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进行全面考虑，进而实现对

火灾隐患问题的针对性防范，以免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

会影响。 

第一，重视设备管理。在动火作业前，及时将对应区域的可拆

卸设备、构件拆卸下来，并将其进行集中管理，作业完成后再将设

备、构件还原。 

第二，主动隔离易燃易爆物。石油化工生产现场涉及多种具有

易燃易爆属性的物料，需要将此类物料进行主动隔离，降低动火作

业出现问题的概率。 

第三，加强设备电源检查。针对动火作业相关设备设施做好电

源的全面检查，保证设备能够始终保持稳定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

存在问题都需要进行问题分析后做好处理，在确保处理效果的前提

下开展动火作业。 

第四，加大动火作业过程的管理力度。把控好动火作业期间可

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采用测试的形式开展分析，保证能够及时发

现其中存在的火灾隐患，采用有效隔离的方式完成处理。 

第五，保证作业现场的干净整洁。在动火作业完成后，需要做

好现场各个区域的清洁处理，及时将现场杂物进行集中处理，确保

清理完成后，再将动火作业相关设备归位，关闭电源，进而实现对

整个动火作业的全面管控，以免因为工作失误带来火灾隐患[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石油化工生产活动中，由于涉及的原料大多具有

易燃易爆的特点，并且气体介质复杂，一旦在生产活动中出现操作

不规范或其他工作失误，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事故问题。因此，必

须高度重视石油化工生产活动的操作规程，针对其中可能出现的风

险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保证防范措施的全面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

低发生火灾事故的概率，借此实现对石油化工生产活动安全性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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