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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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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人：顾平、朱桂明、阚一炜、石昌雪、曹钧、陈冬晓、顾昊文、嵇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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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企业煤气防护站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冶金企业煤气防护站建设的基本要求、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职责、设备配备和培

训与演练等内容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涉及高炉、转炉、焦炉、电炉等生产、回收、输配、储存和使用煤气的冶金企业煤

气防护站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 

GB 3608 高处作业分级 

GB 383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B 6222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 8958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 

GB 16962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 23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 

AQ/T 6110 工业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气防护站 gas protection station 

是指针对冶金企业煤气环境，配备专用的物资、装备和煤气专业人员，承担煤气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

的机构。 

3.2 

煤气设施 gas equipment 

是指所有流经煤气(特别是高压煤气)的设施，包括与其相连的其他介质(如蒸汽、氮气、水等)的管路、

设备到与煤气介质第一个切断装置都视为煤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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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煤气危险作业区域 gas dangerous work-area 

是指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正常或不正常状态下出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可能引发煤气事故的工作场

所。 

3.4 

煤气危险作业  gas dangerous work 

是指在煤气设备设施上或在煤气危险区域内进行的带煤气作业；停、送煤气、正压动火、开孔、

抽、堵盲板、堵漏、停煤气检修等作业。 

4 基本要求 

4.1  煤气防护站建设应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实行专业化建设，坚持安全生产标准化，着力加

强规章制度、煤气监督、综合保障、培训演练、技术装备、预案体系、救援队伍等建设。 

4.2  煤气防护站建设应根据企业实际条件，合理规划和布点，充分整合企业现有救援队伍和资源，提

高管理和应急救援能力，避免浪费资源、重复建设。 

4.3  煤气防护站应设在煤气发生装置附近，或煤气设备分布的中心且交通方便的地方，煤气防护人员

应集中住在离工厂较近的地区。 

4.4  煤气防护站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专业救援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能够及时、快速、高效的开展

煤气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 

4.5  煤气防护站建设应在满足本规范要求的基础上，立足企业煤气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的实际情况和

发展需要，配备必要的人员、设施和装备。 

4.6  煤气防护站组织本企业防护人员的技术教育和业务学习，监督煤气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取证，并有

计划地开展日常安全技能训练，做好安全宣传工作。 

4.7  煤气防护站需掌握本企业内煤气动态。 

4.8  煤气防护工作应采用有利于提高安全防护、管理水平及应急救援效率的新技术和新装备，不断改

善劳动条件，预防事故发生。 

4.9  煤气储存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或每小时生产或消耗的煤气量大于 50000Nm3 的冶金企业应设置

煤气防护站。 

5 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 

5.1  机构设置 

5.1.1 煤气防护站应配备必要的人员，建立煤气安全管理网络和紧急救援体系，明确各自安全职责。 

5.1.2 煤气防护站应纳入本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管理机构。煤气

防护站负责本企业煤气防护的日常管理工作，指导各生产单元的煤气防护技术工作。 

5.1.3 煤气防护站应具有明确的管理职责分工，健全的队伍编制，科学的运行机制及联动方式。 

5.1.4 煤气防护站除配置专职煤气防护人员外，应建立涉及煤气设施的生产单元的专(兼)职煤气防护

网络，生产单元的专(兼)职人员应纳入煤气防护站的日常管理和应急救援体系。 

5.2  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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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冶金企业煤气防护站人员配置不少于 8 人，应至少配备 1 名工程师以上煤气或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 

5.2.2 煤气防护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身体健康，年龄 50 岁(含 50 岁)以下。 

b)经过煤气防护相关业务培训，并取得煤气特种作业操作证，持证后方能上岗，并掌握本企

业的煤气自救、互救及医疗急救技术、煤气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性能。 

c)熟悉本企业煤气生产工艺系统及主要煤气设备设施的参数、性能特点。掌握冶金企业煤气

事故处置原则(见附录 A)，具有事故应急处置经验。 

6  煤气防护站职责 

6.1  危险作业审核 

6.1.1 参与新建、改建、扩建煤气安全设施的设计编制和竣工投产安全验收工作。 

6.1.2 专业审核煤气危险作业、检修方案及检修前后的煤气系统停/复役方案。 

6.1.3 负责煤气危险作业(停、送煤气、正压动火、开孔、抽、堵盲板、堵漏、停煤气检修等)的方案

审核及作业过程安全防护监督工作，签发煤气危险作业许可证。 

6.2   监督管理 

6.2.1 负责煤气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台账、档案的监督管理。 

6.2.2 制定本企业煤气分布、煤气报警器分布及煤气工艺流程图。 

6.2.3 负责本企业煤气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备、使用、维修、校检、更换、气瓶充装等监督管理工作。 

6.3   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6.3.1 监督本企业内涉及煤气的重大危险源进行定期的评估。 

6.3.2 组织对煤气设施及其使用情况的检查，查处违反煤气安全规定的行为和不安全的煤气安全设

施，并向有关单位提出改进措施，并督促按时整改。 

6.3.3 定期组织召开煤气管理专题会，总结阶段性工作，分析下阶段的安全风险，提出管控要求，并

推进重点问题、重大隐患的整改。 

6.4   应急救援及演练 

6.4.1 负责煤气事故救援预案的编制、训练科目制定、策划、演练、指导评估及改进。 

6.4.2 负责煤气危险作业现场安全救援的准备和监护，制订救援人员出动和各类事故处置方案，发生

事故时负责组织救援并参加事故的调查分析。 

7 设备配备 

7.1   煤气防护站配置不少于 1辆应急救援车，车辆内应配置车载对讲台、防爆型大功率照明、自动

苏生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担架、警戒器材等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等。 

7.2   煤气防护站配置的应急设备应包括空气呼吸器、自动苏生器、综合急救箱、担架和被褥、登高

车、躯干和肢体的真空气囊和急救药品等。 

7.3   煤气防护站配备吸引器的数量宜不少于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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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煤气防护站宜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7.5   煤气防护站通信设备应包括急救专用电话、生产调度电话、防爆对讲机、计算机及网络系统和

煤防专用应急电话等。 

7.6   个体防护设备装备应包括他救型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普通防护服、阻燃防护服、有毒气体检测

仪、可燃气体检测仪、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氧气检测报警仪、防静电鞋、安全帽和呼救器等。 

7.7   呼吸防护设备应包括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移动式供气设备)、移动式空气充填泵组、固定式填充

泵组、呼吸空气气质检测仪等。 

7.8   急救箱内应配备呼吸囊、绷带、无菌敷料、四肢夹板、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开口器等器

械。 

7.9   移动式供气装置包括至少 4只 6.8L～9L气瓶、2只呼吸面罩、2根 50m 供气管，具有与空气填

充泵或事故现场呼吸气系统相配备的接口。 

7.10 现场为空气呼吸器储气瓶充气情况下，充气接口应不少于 1个，排气量宜不少于 100L/min。 

7.11 站内为空气呼吸器储气罐充气情况下，接口不应少于 4个，排气量宜不少于 650L/min。 

7.12 他救型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气瓶容量应不少于 9L。 

7.13 煤气防护站车库门前公共道路两侧应设置声光报警器或警示标志。 

8 培训与演练 

8.1 煤气防护站应加强训练工作，将救援人员的训练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工作计划，完成

规定的训练科目。 

8.2 煤气防护站救援人员培训与演练内容及要求应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

则》GB/T29639的规定，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煤气防护站半年至少进行 1 次煤气专项应急演练，每季度至少举行 1 次煤气救援演练，每月

常态下至少组织 1 次佩戴空气呼吸器的常规演习训练； 

b) 综合性应急演练计划中应包括没有事先告知的突发性演练、夜间演练和能见度较低环境演练

内容； 

c) 煤气防护站每年至少组织 1 次技术竞赛。 

d) 应当对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专项应

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8.3 企业应与就近的救援队伍、医疗机构签署煤气救援协议。煤气防护站应与政府应急办、应急救援

中心、消防、医院、企业建立常态联络机制，充分利用政府部门的联动资源，提高系统应急处置能力。 

9 制度建设 

9.1 负责收集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煤气安全的政策、规程、标准及规章制度。 

9.2  制订完善本企业煤气安全管理制度，监督煤气相关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的制订完善。 

9.3  煤气防护站应建立以下安全生产责任制： 

a)煤气防护站站长安全生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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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煤气防护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c)煤气防护值班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9.4   煤气防护站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实现管理的

科学化、标准化，应建立健全以下规定： 

a) 24 小时值班制度； 

b) 会议制度 

c) 演练制度； 

d) 隐患排查制度； 

e) 应急响应制度。 

除此之外，煤气防护站还应与涉及煤气设施的各车间/分厂统一建立以下安全管理制度： 

a) 煤气设施检修与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b) 煤气设备故障与事故管理制度； 

c) 煤气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d) 煤气安全防护器材的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e)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f) 重点要害部位安全管理规定； 

g) 煤气着火、爆炸、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h) 煤气培训制度。 

9.5  煤气防护站应建立和完善以下记录和报表： 

a) 工作日志； 

b) 交接班记录； 

c) 装备维护保养记录； 

d) 培训与训练记录； 

e) 检查记录； 

f) 接警记录； 

g) 事故救援记录； 

h) 气瓶充装记录； 

i) 其它应建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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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冶金企业煤气事故处置原则 

A.1 处置依据 

冶金企业煤气事故处置依据《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GB 6222)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GB 3836)、《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 8958)、《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

技术规程》(GB 16962)、《安全标志》(GB 2894)、《高处作业分级》(GB 3608)、《爆炸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

《职业性急性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GBZ 23)以及《工业空气呼吸器安全使用维护管理规范》

(AQ/T 6110)等。 

A.2 煤气事故一般处理原则 

a)发生煤气中毒、着火、爆炸和大量泄漏煤气等事故，应立即报告调度室和煤气防护站、如发生

煤气着火事故应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发生煤气中毒事故应立即拨打医疗急救电话。发生事故后应

迅速查明事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b)抢救事故的所有人员都应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指挥人员应是企业领导人。 

c)事故现场应划出警戒区域，布置警戒人员，阻止非抢救人员进入。进入煤气危险区域的抢救人

员应佩带呼吸器，不应用纱布口罩或其他不适合防止煤气中毒的器具。 

d)未查明事故原因和采取必要安全措施前，不应向煤气设施恢复送气。 

A.3 煤气中毒处理 

a)将中毒者迅速及时地救出煤气危险区域，抬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解除一切阻碍呼吸的衣物，并

注意保暖。遵循抢救场所应保持清静、通风，并指派专人维持秩序。 

b)中毒轻微者，如出现头痛、呕心、呕吐等症状，可直接送往附近定点医院急救。 

c)中毒较重者，如出现失去知觉、口吐白沫等症状，应通知煤气防护站和附近定点医院赶到现场

急救。 

d)中毒者已停止呼吸，应在现场立即做人工呼吸病使用苏生器，同时通知煤气防护站和附近定点

医院赶到现场救援。 

e)中毒者未恢复知觉前，不得用急救车送往较远医院急救，就近送往医院抢救时，途中应采取有

效的急救措施，并有医务人员护送。 

f)有条件的企业应设高压氧舱，对煤气中毒者进行抢救和治疗。 

A.4 煤气着火处理 

a)煤气设施着火时，应逐渐降低煤气压力，通入大量惰性气体，但设施内煤气压力最低不应小于

100Pa(10.2mm H2O)。不应突然关闭煤气闸阀和封水封，以防回火爆炸、直径小于或等于 100mm

的煤气管道起火，可直接关闭煤气阀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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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煤气隔断装置、压力表或惰性气体接头，应用专人控制操作。 

A.5 煤气爆炸处理 

a)发生煤气爆炸事故后，应立即切断煤气来源，迅速将剩余煤气处理干净。 

b)对爆炸地点应加强警戒。 

c)在爆炸地点 40m 以内不应有火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