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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对化工安全技术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固有及其生产过程的危险有害性作了简述，阐述了化
工防火、防爆、防毒、防窒息、防静电、防噪声、防辐射等基本理论和安全技术，系统介绍了化工管
道、压力容器等安全技术基础知识以及化工安全设计、化工检维修等内容，并对化工单元操作、化工
典型过程的安全技术、安全装置以及安全评价等作了简要介绍。
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引用和介绍国内外最新技术、标准及法律法规等。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作为化工专业安全技术及安全管理人员系统学习的资料和培训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化工设计、化工生产的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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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彦伟(1966-)，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1985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机械设计专业，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班。
曾任中国矿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中国矿业大学对外联络处处长兼信息与
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2011年被评为研究员级高工。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出版专著4部，编撰4部电视专题片，已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
奖4项。
 朱兆华(1946-)，1969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现南京工业大学)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南化公司环保处处长、中国东联石化集团生产安全环保处处长、中国石化集团南化公司安环部部
长等职。
现任南京兆元安全环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江苏邦驰茂元安全技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89年获全国化工劳模称号，1990年获江苏省科协首届中青年科技奖，1990年被评为全国厂矿工程技
术人员先进个人，1991年获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2002年获江苏省十佳安全科技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国家首届安全生产科技成果三等奖。
南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国家第一批安全评价师，江苏省安委会专家组成员、
江苏省安委会专家组综合组负责人、江苏省危化品安全专家、江苏省职业卫生专家。
先后发表职业安全卫生与环境保护等科技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发明实用新型专利10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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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过去在石油化工生产中常用的汞仪表（如差压计、温度计），经常扩散出汞蒸气，使
生产工人，尤其是仪表工人汞中毒。
现在石油化工企业已基本淘汰了汞仪表，将汞差压计改装成气动（电动）差压计。
用热偶、热敏电阻或双金属温度计代替水银温度计，从而消除了汞对工人的危害。
（3）生产设备的密闭化和操作自动化在化工生产中，防止尘毒物质的散发，关键在于设备的密闭程
度。
如橡胶工业的炼胶、混炼和密炼，旧时多为敞口操作，环境污染严重。
近年来，这些工序实现了密闭化、自动化。
炭黑、陶土和碳酸钙3种粉料在密闭设备和管道中进行负压气流输送，从运料到称量、加料，均采用
自动化程序控制，解决了长期以来尘毒危害的难题。
在转动设备的密封上，近年来，有机硅橡胶、含氟橡胶、聚四氟乙烯塑料作为新型密封材料得到广泛
应用，用机械密封代替填料函密封，使得石油化工装置的跑冒滴漏得到改善。
许多农药厂在农药粉剂加工过程中，防尘防毒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采用密闭的沸腾混合新设备代替原来的机械滚筒混合机，用密闭的管道气流输送代替了原来的斗提机
和螺旋输送机，实现了设备密闭化、操作自动化和连续化，使过去粉尘弥漫的车间，变成了清洁的车
间。
（4）隔离操作和自动控制隔离操作就是把操作工人与生产设备隔离开来。
至于隔离的方法，可以将全部或个别毒害严重的生产设备放置在隔离室内，室内排风使之保持负压状
态，使尘毒不能外溢；也可以把操作仪表、开关以及自动控制系统放在控制室内，室内用机械送风保
持正压，使尘毒物质不能进入。
20世纪70～80年代投产的一些化工企业大多是将操作仪表、操作开关、自动控制系统全部放在控制室
内，工作人员在室内操作。
一些老企业也通过改造，逐步实现不同程度的隔离操作，如在生产设备与操作室之间用墙和玻璃隔开
，在操作室内装有指示仪表和电动操作开关。
90年代以后投产的企业，大多已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生产，使化工生产实现了远距离自动程序控制。
这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工作人员免受尘毒及其他物理因素的危害。
（5）消除二次尘毒源所谓“二次尘毒源”，是指粉尘和毒物从生产过程中泄漏或储存过程中散洒于
车间或厂区内，成为再次散发粉尘和毒的来源。
例如农药粉剂加工车间、氰化钠粉料包装岗位的农药或氰化钠粉尘洒落在地面，当工人走过或有风吹
过时，粉尘又会飞扬起来。
加强车间管理，消灭跑、冒、滴、漏，地面勤冲洗、勤清扫等是消除二次尘毒源的主要措施。
（6）通风排毒（尘）生产过程中常因设备的跑、冒、滴、漏，使毒物或粉尘逸入空气中，因此，采
取适当的通排风措施，及时排走空气中的尘毒，是降低车间空气中毒物或粉尘浓度的一项重要措施。
通排风措施可分为自然通排风和机械通排风，全面通排风和局部通排风。
在化工企业中，用于通风排毒的多为机械送风或排风。
（7）毒物净化措施通过上述治理措施后，毒物浓度仍高于排放标准时，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健康
。
因此，应采用净化措施进行处理（含气体净化和除尘），目前净化措施主要有脱硫、冷凝、焚烧、吸
附和吸收等方法，除尘措施主要有机械除尘器、湿式除尘器、过滤式除尘器、电除尘器等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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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工安全技术》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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