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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12852.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第三批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的通

知（保监发〔2006〕124号）各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

各保监局： 现将《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8号：

石化企业》、《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9号：半导

体制造企业》、《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10号：

港口工程》、《财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11号：商

业楼宇》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所发布的指引

于2007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财

产保险危险单位划分方法指引第8号：石化企业目 次 1.范围 2.

总则 3.术语和定义 4.识别关键风险的方法和标准 5.防护措施

失效评估的方法和基本原则 6.人为因素风险评估的方法和基

本原则 7.巨灾风险的评估 8.结论1．范围 本指引规定了石化企

业危险单位划分的原则、方法和内容。 本指引适用于石化企

业危险单位划分的评定。2．总则 鉴于财产保险业务实践的

多样性，本文旨在系统地归纳总结危险单位划分操作中必须

考虑的要点和可以使用的基本方法。对于具体业务的危险单

位划分操作，保险公司应以本文为基础，做出符合业务实际

情况的判断。3．术语和定义 3.1 危险单位：一次保险事故对

一个保险标的造成的损失的最大范围。 3.2 其他重要术语和定

义 石油化学工业：简称石化，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生

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加工工业。它是化学工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是我国的支

柱产业部门之一。 石油产品：又称油品，主要包括各种燃料

油（汽油、煤油、柴油等）和润滑油以及液化石油气、石油

焦碳、石蜡、沥青等。生产这些产品的加工过程常被称为石

油炼制，简称炼油。 石油化工产品：以炼油过程提供的原料

油进一步化学加工获得。生产石油化工产品的第一步是对原

料油和气（如丙烷、汽油、柴油等）进行裂解，生成以乙烯

、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为代表的基本化工原料

。第二步是用基本化工原料生产多种有机化工原料（约 200 

种）及合成材料（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这两步产

品的生产属于石油化工的范围。 有机化工原料继续加工可制

得更多品种的化工产品，习惯上不属于石油化工的范围。在

有些资料中，以天然气、轻汽油、重油为原料合成氨、尿素

，甚至制取硝酸也列入石油化工。4．识别关键风险的方法和

标准 在本文中关键风险是指可能给标的造成最严重损失后果

的风险因素，此类风险虽然发生概率较低，但仍应被认定为

划分危险单位的主导因素。本段介绍此类评估的基本方法。

4.1 石化企业营运期关键风险识别 石油化学工业的最基本原料

是原油、天然气。原油的成分主要是烃，其主要组成元素为

碳和氢，两者质量分数可达到97％以上，另有少量的氮、氧

、金属元素。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气，另有少量的氢气

和氮、氧气及惰性气体。它们的组成形成了其固有的易燃易

爆的特性。原油在空气中，遇到点火源马上会燃烧起来。原

油蒸发的气体或天然气和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

遇点火源会发生爆炸。原油和天然气具有轻微的毒性，浓度

较小时不会对人构成大的伤害。但原油和天然气中常含有少



量的硫化物，如硫化氢，其毒性较大，国家将其划类为高毒

物质，其对人的危害较大。 石油化学工业的中间体多数是原

油的不同沸点的馏分或纯单质，如乙烯、丙稀、裂解料等。

这些中间体的组成与原油类似，主要成分是烃类，主要元素

是碳和氢。碳和氢的质量分数比较高，所以其固有的易燃易

爆等特性未变。 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品种类很多，大多数的基

本组成元素未变，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的性能未变。

如各种燃料油、部分塑料、橡胶产品、化工产品等，都保持

一般化工产品的特性。也有部分石油化工产品经特殊的工艺

生产和添加一定量的其他元素后，虽然主要组成元素未变，

但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子结构趋于稳定，使其性能发生

了质的变化，不易与氧发生反应，失去了易燃易爆的特性，

如部分合成材料。 石油化工生产需要一套复杂的工艺过程，

其典型工艺单元有：加热、分馏、精馏、裂化、裂解、聚合

、萃取、冷却、分离等。一个装置的工艺生产过程包括其中

若干个工艺单元。石油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最高温度可达700oC

以上。物料在工艺生产过程的多数位置超过其自燃温度，因

此泄漏出来就会着火。生产过程压力最高可达300MPa，如高

压聚乙烯装置，乙烯压缩机出口压力大于300MPa。压力高，

必然增加了物料从设备或管线中泄漏出来的可能性，更增加

了生产的危险性。 除了工艺操作参数过高的危险外，也有一

些特殊的工艺，使得生产过程非常危险。如炼油装置的催化

裂化装置，相连的反应器和再生器，反应器中油品在进行裂

解反应，而再生器中就是氧化燃烧，如果一旦失控，反应器

中的油品进入再生器，或再生器中的空气进入反应器，都会

造成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另外，化工装置生产过程，常常给



物料中加氧进行缓和氧化反应，如果加氧量控制失灵，就会

使氧化反应失控，变缓和为剧烈反应，发生爆炸火灾事故。

总之，石油化工生产中工艺过程的复杂和操作条件的苛刻，

使得石油化工生产危险性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石化工业的

原料、多数中间体、产品的易燃易爆特性，决定了石油化工

生产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固有特性；再加上物料在生产

过程中多数位置温度超过了其自燃点，泄漏出来，就会自燃

着火；高压生产使物料更加容易泄漏，增加了危险性；因此

任何地方疏忽，都可能酿成火灾爆炸事故。 4.2 石化企业机损

险关键风险识别 石化工业机械设备是承受高温、高压、低温

、高真空度和处理易燃易爆、有腐蚀、有毒介质，完成复杂

工艺过程的工具。石化设备事故主要包括燃烧、爆炸、严重

泄漏、腐蚀和管束失效等，其中最危险、破坏性最大的是爆

炸事故。常见的爆炸类型有混和气体爆炸、气体分解爆炸、

粉尘爆炸、危险性混和物质爆炸、爆炸性化合物的爆炸、蒸

气爆炸、雾滴爆炸等。但由于机损险一般情况下只涉及机器

设备本身的损失，因此，其最大可能损失最多也只是单套装

置设备的损失，除非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装置设备共用重要

的关键设备。在大量的设备事故中，因设计制造缺陷而导致

的比例颇大。例如自制设备，擅自修改图纸改装设备，材质

选择不符合要求，随意选用代材，铸造、焊接质量低劣（如

铸件存在砂眼、气孔，焊接不开坡口、未焊接、焊缝错边等

），以及关键、阀门质量不佳而留下的隐患等。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