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11 在甲、乙类装置内部的设备、建筑物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用道路将装置分割成为占地面积不大于10000m
2
的设备、建筑物区； 

2. 当大型石油化工装置的设备、建筑物区占地面积大于10000m
2
小于20000m

2
时，在

设备、建筑物区四周应设环形道路，道路路面宽度不应小于6m，设备、建筑物区的宽度

不应大于120m，相邻两设备、建筑物区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5m，并应加强安全措施。 

 



表 5.2.1    设备、建筑物平面布置的防火间距（m） 

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工艺设备 

装置储罐（总容积） 其他工艺设备或其房间 

可燃气体 液化烃 可燃液体 
可 燃 气 体

压 缩 机 或

压缩机房 
200~1000m

3
 

50~ 

100m
3
 

100~1000m
3
 

可燃气体
液化

烃 
可燃液体 

项  目 

控制 

室、机

柜间、

变配 

电所、

化验 

室、办

公室 

明火

设备

甲 乙 甲 乙 甲A 
甲B、

乙A 

乙B、

丙A 
甲 乙 甲A

甲B、

乙A 

乙B、

丙A 

操作温

度等于

或高于

自燃点

的工艺

设备 

含 可 燃

液 体 的

污水池、

隔油池、

酸 性 污

水罐、含

油 污 水

罐 

丙类 

物品 

仓库、 

乙类 

物品 

储存 

间 

备注 

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化验室、办公室 －                 － 

明火设备 15 －                － 

甲 15 22.5 －               
可燃气体压缩机或压缩机房 

乙 9 9 － －              
注 1 

甲 15 15 9 7.5 － － － － －         可燃

气体
200~1000m

3
 

乙 9 9 7.5 7.5 － － － － －         

液化烃 50~100m
3
 甲A 22.5 22.5 15 9 － － － － －         

甲B、乙A 15 15 9 7.5 － － － － －         

装置储罐 

（总容

积） 
可燃

液体
100~1000m

3
 

乙B、丙A 9 9 7.5 7.5 － － － － －         

注 2 

甲 15 15 9 － 9 7.5 9 9 7.5 － － － － －    
可燃气体 

乙 9 9 7.5 － 7.5 － 7.5 7.5 － － － － － －    

液化烃 甲A 15 22.5 9 7.5 9 7.5 9 9 7.5 － － － － －    

甲B、乙A 15 15 9 － 9 7.5 9 9 7.5 － － － － －    

操作温

度低于

自燃点

的工艺

设备 

其他工艺

设备或房

间 

可燃液体 
乙B、丙A 9 9 7.5 － 7.5 － 7.5 7.5 － － － － － －    

－ 

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工艺设备 15 4.5 9 4.5 9 9 15 9 9 4.5 － 7.5 4.5 － －   注 3 

含可燃液体的污水池、隔油池、酸性污水罐、含油污水罐 15 15 9 － 9 7.5 9 9 7.5 － － － － － 4.5 －  － 

丙类物品仓库、乙类物品储存间 15 15 15 9 15 9 15 15 9 9 9 15 9 9 15 9 － － 

可燃气体 >1000 m
3
~5000m

3
 甲、乙 20 20 15 15 * * 20 15 15 15 15 20 15 15 15 15 15 

液化烃 >100 m
3
~500m

3
 甲A 30 30 30 25 25 20 * 25 20 25 20 30 26 20 30 25 25 

甲B、乙A 25 25 25 20 20 15 25 * * 20 15 25 20 15 25 20 20 

装置储

罐 组

（总容

积） 可燃液体 >1000 m
3
~5000m

3
 

乙B、丙A 20 20 20 15 15 15 20 * * 15 15 20 15 15 20 15 15 

注 4 

 

 



注：1. 单机驱动功率小于 150kW 的可燃气体压缩机，可按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其他工

艺设备”确定其防火间距； 

2. 装置储罐（组）的总容积应符合本规范第 5.2.23 条的规定。当装置储罐的总容积：

液化烃储罐小于 50m
3
、可燃液体储罐小于 100 m

3
、可燃气体储罐小于 200m

3
时，可按操作温

度低于自燃点的“其他工艺设备”确定其防火间距； 

3. 查不到自燃点时，可取 250℃； 

4. 装置储罐组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6 章的有关规定； 

5. 丙 B 类液体设备的防火间距不限； 

6. 散发火花地点与其他设备防火间距同明火设备； 

7. 表中“—”表示无防火间距要求或执行相关规范，“*”装置储罐集中成组布置。 

5.2.12 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宜布置在同一地平面上；当受地形限制时，应将

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化验室等布置在较高的地平面上；工艺设备、装置

储罐等宜布置在较低的地平面上。 

5.2.13 明火加热炉，宜集中布置在装置的边缘，且宜位于可燃气体、液化烃和

甲B、乙A类设备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5.2.14 当在明火加热炉与露天布置的液化烃设备或甲类气体压缩机之间设置不

燃烧材料实体墙时，其防火间距可小于表5.2.1的规定，但不得小于15m。实体墙

的高度不宜小于3m，距加热炉不宜大于5m，实体墙的长度应满足由露天布置的液

化烃设备或甲类气体压缩机经实体墙至加热炉的折线距离不小于22.5m。 当封闭

式液化烃设备的厂房或甲类气体压缩机房面向明火加热炉一面为无门窗洞口的

不燃烧材料实体墙时，加热炉与厂房的防火间距可小于表5.2.1的规定，但不得

小于15m。 

5.2.15 当同一建筑物内分隔为不同火灾危险性类别的房间时，中间隔墙应为防

火墙。人员集中的房间应布置在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建筑物一端。 

5.2.16 装置的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化验室、办公室等不得与设有甲、

乙A类设备的房间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装置的控制室与其他建筑物合建时，应

设置独立的防火分区。 

5.2.17 装置的控制室、化验室、办公室等宜布置在装置外，并宜全厂性或区域

性统一设置。 当装置的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化验室、办公室等布置在

装置内时，应布置在装置的一侧，位于爆炸危险区范围以外，并宜位于可燃气体、

液化烃和甲B、乙A类设备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5.2.18 布置在装置内的控制室、机柜间、变配电所、化验室、办公室等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室宜设在建筑物的底层； 

2. 平面布置位于附加2区的办公室、化验室室内地面及控制室、机柜间、变

配电所的设备层地面应高于室外地面，且高差不应小于0.6m； 

3. 控制室、机柜间面向有火灾危险性设备侧的外墙应为无门窗洞口、耐火



极限不低于3h的不燃烧材料实体墙； 

4. 化验室、办公室等面向有火灾危险性设备侧的外墙宜为无门窗洞口不燃

烧材料实体墙。当确需设置门窗时，应采用防火门窗； 

5. 控制室或化验室的室内不得安装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的在线分

析仪器。 

5.2.19 高压和超高压的压力设备宜布置在装置的一端或一侧；有爆炸危险的超

高压反应设备宜布置在防爆构筑物内。 

5.2.20 装置的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设备采用多层构架布置时，除工艺

要求外，其构架不宜超过四层。 

5.2.21 空气冷却器不宜布置在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设备上

方；若布置在其上方，应用不燃烧材料的隔板隔离保护。 

5.2.22 装置储罐（组）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装置储罐总容积：液化烃罐小于或等于100m
3
、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罐

小于或等于1000m
3
时，可布置在装置内，装置储罐与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表5.2.1的规定。 

2. 当装置储罐组总容积：液化烃罐大于100m
3
小于或等于500m

3
、可燃液体罐

或可燃气体罐大于1000m
3
小于或等于5000m

3
时，应成组集中布置在装置边缘；但

液化烃单罐容积不应大于300m
3
，可燃液体单罐容积不应大于3000m

3
。装置储罐组

的防火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6章的有关规定，与储罐相关的机泵应布置在防火堤

外。装置储罐组与装置内其他设备、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5.2.1的规定。 

注：5.2.11-5.2.22（正版电子版标准中有缺页 补充此部分仅供参考—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