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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三光气危险因素辨识及使用规范指南（2）

夏剑锋

浙江丽水有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本文继续了前文《浅议三光气危险因素辨识及使用规范指南（1）》中的关于三光气安全使用规范方面
的论述。此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三光气使用安全管理控制及应急管理、储存运输安全使用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与前文《浅议三光气危险因素辨识及使用规范指南（1）》构架了较为完整的关于三光气安全使用规范方面的内
容和要求，可供各生产和使用三光气企业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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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尾气后处理系统的安全要求
1.1 在三光气可能会泄漏的部位，设置可伸缩式的

软管排气系统，将泄漏的毒害气体送至尾气后处理系统。

三光气及生产使用过程中排出的尾气，可能会含有有毒

有害气体及其他分解气体，所以必须经过回收及破坏处

理系统，再通过高空尾气排放塔排入大气。其尾气排放

浓度、排放塔高度与排放速率等应符合《大气排放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图 1 尾气高空排放塔

1.2 生产中经过回收处理的可能含有少量三光气分

解气体的尾气，以及系统取样阀、排空阀、安全泄压等

装置所排放的气体，可采用碱液喷淋破坏或催化分解等

方式处理。三光气催化分解破坏装置建议加装使用 SN-

7501 催化剂（见下图）装填的光气分解破坏塔，其效果

会更好。

图 2 SN-7501 填料催化剂

1.3 尾气破坏系统碱液储量、碱液浓度应足够满足

系统光气残留总量破坏处理的工艺要求。

2 应急破坏处理系统和装置紧急停车的安全要求
三光气生产使用的反应系统，必须备有事故应急状

态下的应急破坏处理系统与相应的紧急停车装置。在三

光气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生三光气及其反应物泄漏事故

或其他异常情况，应立即启动事故紧急停车装置，并将

泄漏气体自动接入应急破坏处理系统，具体步骤可按下

列流程处理：

2.1 将反应装置及物料进行迅速降温与冷却处理，

并同时切断反应装置的所有进出物料，可能的话对系统

进行泄压处理，使系统内能量值处于可控状态；

2.2 立即将发生设备内的物料集中收集；

2.3 启动排风系统 , 将有毒气体排至尾气破坏处理系

统；

2.4 对有少量溢流物料，使用氨水、稀碱液喷淋；

2.5 对生产现场进行喷氨，吸收三光气反应物及残

留酸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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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尾气吸收分解破坏装置工艺简图

3 电气和仪表的安全要求
3.1 建议采用自动控制的安全联锁系统，在紧急情

况下能故障系统的安全控制要求。现场仪表、电器选用

本质安全型，以适应现场易燃易爆的危险环境。

3.2 在危险场所内的所有电气设备均选用防爆型。

有可能产生静电的的容器都按设计规范要求采取可靠接

地。生产工房的电气设备均采用保护接地、接零，所有

输送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设备、管线设施设有防静电接地

装置。管线法兰连接处设有跨接线。

3.3 所有建构筑物、设备、管线均有防雷、防静电

接地装置。

3.4 三光气使用生产装置的供电系统应配备备用电

源，并要求在供电系统发生停电的状况下，30 秒内启

动备用电源供电。备用电源优先保证紧急停车、应急破

坏处理等系统的供电要求。

3.5 三光气使用生产装置区域内，按要求设置光气、

有毒有害气体监测及超限报警仪表。另还应设置事故

状态下能自启动紧急停车和应急破坏处理的自控仪表系

统。

3.6 在三光气生产使用场所应安装稀氨水或稀碱水

应急喷雾设施（可见后装置图例），以应对含三光气的

溶液泄漏或三光气发生分解的情况发生。不具条件的，

也可以采用向生产场所内放入氨气或水蒸汽的应急处理

办法。另外在使用氨气时还应注意防止造成氨气中毒等

次生事故。

图 4 稀氨水或稀碱水应急喷雾设施

4 安全管理控制要求
4.1 所有岗位制定相应可行的安全操作规程。

4.2 按有关规定，操作人员应经过相应的专业培训，

待考试合格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持证上岗作业。

4.3 设备应建立定期的检查和维修制度，并定期对

含有腐蚀物料工艺设备进行监测。

4.4 对监测报警系统和通讯系统进行测试，应始终

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4.5 生产现场应配备有效的消防器材，光气监测器

材及防护用具。

4.6 在厂区内员工和附近范围（500m）内人员容易

看到的醒目位置，安设风向标，且在夜间带有照明装置。

4.7 备用电源完好（柴油发电机），定期启动试验。

4.8 在所有可能引起烧伤、刺激或伤害皮肤等的危

险工作区域内，应设有应急的洗眼器和紧急喷淋器。

4.9 对涉及人身安全或接触有毒有害的特殊操作岗

位，必须强制使用相关的安全防护设备，如：外供气式

呼吸面具，全防护 PVC 防护服、手套、全面具等。

4.10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光气剂量徽章，如果他们暴

露于分解光气中的话，可立即提醒操作人员并指示出平

均时间剂量，帮助医疗处理。

图 5 光气剂量徽章和标准对照图

4.11 在生产各岗位配置公用的紧急撤离呼吸面罩、

过滤式自救防护器材等。在控制室设有正压送风系统、

呼吸风面罩等。

图 6 紧急撤离充气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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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生产装置现场应设有真空软管、长管呼吸快接

口、喷氨设施、安全淋浴和洗眼器等安全防护设施。

4.13 在生产现场设有气体自动监测报警仪，包括光

气、有毒气体和易燃气体等。

4.14 所有维修工包括合同商、操作工接受厂内风险、

如何使用 PPE 和应急设施的培训。

4.15 所有工艺变更、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应

用，都应进行评审在使用。

4.16 重大危险源管理按危险等级采取定点挂标志牌

的形式确定岗位责任人和各级巡回检查责任人，做到分

级管理，各司其责。各级检查责任人必须按规定的检查

周期、检查内容、岗位职责进行认真检查，发现隐患及

时整改。每个重大危险源必须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并对岗位人员进行培训和演练。

图 7 应急预案演练现场图片

4.17 企业应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设

置卫生及职业病防治的管理部门，并配备有救护经验的

专职或兼职医务人员，以及必要的药品和急救设备。

4.18 企业应按需要设置紧急救护站或有毒气体防护

站，并配备相应的检测人员与设备仪器，生产从业人员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5 储存运输安全使用
5.1 三光气必须储存在专用的独立库房内，不得与

其他化学物质，特别是碱类物质一同储存。三光气库房

与相邻各库房间必须以防火墙分隔，不得留有孔洞等，

以防范意外火灾事故的发生。

5.2 三光气储存间外部必须设置有毒气体（光气）

检测报警仪，一旦产生光气即连锁启动稀碱水（氨水）

应急喷雾装置，消除可能分解产生的光气气体。

5.3 三光气库房尾气处理系统应独立设置，严禁与

生产气体尾气装置串联使用。

5.4 三光气库房必须设置早期火灾报警装置和连锁

泡沫灭火装置，在高温下禁用水灭火。

5.5 三光气储存量应控制在设计标准的最低限量，

使用三光气的单位应该贯彻少储、勤进的原则。

5.6 由于三光气产品已属于《危险化学品名录》范围，

故三光气在运输时应委托专业危化品运输单位运输并采

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5.7 从业人员按管理人员、巡查人员、作业人员、

检维修人员、外来参观人员等配备相应的三光气防护用

品。 

5.8 三光气运输应符合三光气《危险特性分类鉴定

报告》相关要求。

图 8 三光气《危险特性分类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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