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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

技 术 规 范 » ( 试 行 ) ( ＪＴＳ １９６ —１２ —２０１７) 的 公 告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４ 号

　 　 现发布«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 试行) ( 以下简称« 规范» ) ꎮ 本« 规范» 为

强制性行业标准ꎬ编号为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ꎬ自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本« 规范» 第 ４. １. ９ 条、第 ７. １. ４ 条中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本« 规范» 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特此公告ꎮ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制订说明

制 订 说 明

根据“  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２０１４ 年水运工程建设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 的通知

( 交办水〔２０１４〕１３０ 号) 要求ꎬ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有关单位

开展了«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的编制工作ꎮ

«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是通过调研和专题研究ꎬ总结我国码头油

气回收设施设计、施工、检验、验收和维护管理的经验ꎬ广泛征求行业内外的意见和建议ꎬ

借鉴国外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标准及经验ꎬ并结合我国油码头建设发展需要制订而成ꎮ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 括 总 则、 术 语、 基 本 规 定、 设 计、 施 工、 检 验 和 验 收、 运 行 和 维 护 管



理等ꎮ

由于我国码头油气回收设施的建设起步较晚ꎬ目前国内建成项目较少ꎬ实际运行经验

不足ꎬ因此本规范作为试行标准发布ꎮ

本规范共分 ７ 章和 １ 个附录ꎬ并附条文说明ꎬ主要包括设计、施工、检验和验收、运行

和维护管理等技术内容ꎮ

本规范中第 ４. １. ９ 条和第 ７. １. ４ 条的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ꎬ必须严格执行ꎮ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ꎬ参编单位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青岛欧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海湾环境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远

洋流体装卸设备有限公司、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 有限

公司ꎮ 本规范编写组人员分工如下:

１　 总则:耿　 红　 李向阳

２　 术语:高　 洁　 李向阳　 周　 京　 王轩雅

３　 基本规定:李向阳　 张　 凌　 邱春霞　 周　 京　 王轩雅

４　 设计:李向阳　 潘海涛　 曹　 齐　 刘文世　 魏红彤　 丁少鹏　 冯　 暄　 余秉权　

邱春霞　 张明亮　 李国斌

５　 施工:冯　 暄　 张明亮　 刘文世　 曹　 齐　 张　 凌　 余秉权　 魏红彤　 李向阳　

李国斌　 魏　 巍　 张贵德　 邵　 帅

６　 检验和验收:高　 洁　 张　 凌　 耿　 红　 李国斌　 魏　 巍　 张贵德

７　 运行和维护管理:李向阳　 高　 洁　 张明亮　 魏　 巍　 邱春霞　 李国斌　 魏　 洁

张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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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附录 Ａ:高　 洁、邱春霞

本规范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通过部审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发布ꎬ自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ꎮ 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ꎬ将发现的问

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１１ 号ꎬ交通运输部水

运局技术管理处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３６) 和本规范管理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 ２４０

号ꎬ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９) ꎬ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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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和指导码头油气回收设施的建设和运行ꎬ统一技术要求ꎬ提高港口与船舶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水平ꎬ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码头工程的油气回收设施的设计、施工、检验、验

收、运行和维护管理ꎮ

１. ０. ３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应遵循技术安全可靠、环境效益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ꎬ并应符

合码头正常安全作业和大气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０. ４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的设计、施工、检验、验收、运行和维护管理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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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油气　 Ｖａｐｏｒ
原油和汽油、石脑油、航空煤油、溶剂油、芳烃等或类似性质石油化工品的挥发气体ꎬ

以及这些挥发气体与空气和惰性气体的混合物ꎮ

２. ０. ２　 码头油气回收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船舶装载原油和汽油、石脑油、航空煤油、溶剂油、芳烃或类似性质石油化工品过程

中ꎬ货舱挥发气体在码头的回收处理ꎮ

２. ０. ３　 油气回收设施　 Ｖａｐ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进行码头油气回收处理的整体设备与系统称为油气回收设施ꎬ主要包括油气收集装

置、船岸安全装置、油气输送装置、油气回收装置及自动控制系统和其他配套系统ꎮ

２. ０. ４　 油气收集装置　 Ｖａｐ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利用输气臂或软管对船舶油气进行收集的装置ꎮ

２. ０. ５　 船岸安全装置　 Ｄｏｃｋ￣ｔｏ￣Ｓｈｉｐ Ｓａｆｅｔｙ Ｕｎｉｔ
为保护船舶、码头和油气回收装置安全ꎬ设于油气收集装置和油气输送装置之间的装

置ꎮ 一般由截止阀、止回阀、压力传感器、电磁阀(辅助释放) 气液分离器、含氧量传感器、

ＶＯＣ 测定仪、温度传感器、阻火器、惰化系统等组成ꎮ

２. ０. ６　 油气输送装置　 Ｖａｐ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利用管道、风机及其他设备对油气进行输送的装置ꎮ

２. ０. ７　 油气回收装置　 Ｖａｐ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Ｕｎｉｔ
采用吸收、 吸附、 冷凝、 膜法等工艺或其组合工艺的方法ꎬ 对油气进行回收处理的

装置ꎮ

２



３　 基 本 规 定

３　 基 本 规 定

３. ０.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设计和运行除应符合码头装船工艺和安全保障的有关规定外ꎬ尚

应符合船舶货舱油气排放控制安全标准要求ꎮ

３. ０. ２　 油气回收设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３. ０. ２. １ 　 防 爆 区 域 应 满 足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爆 炸 危 险 环 境 电 力 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０. ２. ２　 地震烈度按现行国家标准« 中国地震烈度表» ( ＧＢ / Ｔ １７７４２) 的规定选取ꎮ

　 ３. ０. ２. ３　 设施的设备、元件应适应盐雾等条件ꎬ并满足防腐蚀要求ꎮ

３. ０. ３　 油气回收设施运行应满足码头装船作业条件ꎬ并适应工程所在地气温ꎬ设施附近

不得有其他超过规定的热源ꎮ

３. ０. ４　 油气回收设施每次运行前ꎬ船岸相关设施均应进行检查ꎬ符合要求后ꎬ系统方可

运行ꎮ

３. ０. ５　 回收油气的临时储存和后续处置不得造成二次污染ꎮ

３. ０. ６　 新建的码头工程ꎬ油气回收系统的安全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使用ꎮ

３



表 ４. ２. ３　   油气回收装置与油品码头泊位前沿线或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４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４　 设 　 　 计

４. １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油气回收设施设计除应满足码头总平面和工艺要求外ꎬ尚应满足安全、消防、职业

卫生和环境保护等要求ꎮ

４. １. ２　 油气回收设施的工艺和装置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节能环保ꎮ

４. １. ３　 油气回收设施的装置和工艺管道布置应便于安装、操作和检修ꎬ并不得影响码头

装卸作业ꎮ

４. １. ４　 油气回收设施的各种设备、管道、管件和器材均应采用国家或行业认证的产品ꎮ

电气设备应符合防护等级和爆炸危险区域相应的防爆等级ꎮ

４. １. ５　 油气输送管道宜明敷ꎮ 油气回收设施应进行防风设计ꎮ

４. １. ６　 油气回收设施应满足联动运行的自动控制设计要求ꎮ 油气回收设施应具备自动

和现场人工手动操作的功能ꎮ 船舱溢油信号应与码头装船控制系统联系ꎬ并应通过装船

控制系统与油气回收设施总控联系ꎮ

４. １. ７　 油气回收装置宜设置在码头后方陆域ꎬ当与罐区油气回收装置合建时ꎬ装置处理

规模应满足最大处理负荷要求ꎮ

４. １. ８　 多泊位或同一泊位不同介质共用油气回收系统时ꎬ应满足系统安全运行需要ꎮ 对可能

发生化学反应且对回收系统产生安全隐患的不同介质ꎬ不得共用管道和油气回收装置ꎮ

４. １. ９　 油气回收装置布置在码头上时ꎬ不得采用可能产生明火的处理工艺ꎮ

４. ２　 总　 平　 面

４. ２. １　 油气收集装置、船岸安全装置、油气输送装置、油气回收装置或回收油气再利用装

置等应符合码头总体布置要求ꎮ

４. ２. ２　 油气回收装置宜布置在码头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ꎬ并避开人员集中场所、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ꎮ

４. ２. ３　 油气回收装置在码头前沿区域内布置时ꎬ其与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４. ２. ３ 的规定ꎮ

油品码头前沿线、建筑物 与油气回收装置距离(ｍ)

甲 Ａ 类 ３０

甲 Ｂ、乙类 １５油品码头前沿线

丙　 类 １５



续上表

注:表中甲 Ａ 类、甲 Ｂ 类、乙类、丙类是指装卸货物的火灾危险性类别ꎮ

４. ２. ４　   油气回收装置布置在码头后方陆域时ꎬ其周边宜设置围网、金属栅栏、实体围墙ꎮ

４　 设　 　 计

靠近道路和作业通道时应设置防撞设施和反光标识ꎮ

４. ２. ５　 油气回收装置布置在码头后方陆域时ꎬ其与相邻建筑物的防火间距ꎬ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石油库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７４)和« 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７５９)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２. ６　 油气回收装置布置在码头后方陆域时ꎬ应设置消防道路ꎮ 消防道路路面宽度不应

小于 ４. ０ｍꎬ路面上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５. ０ｍꎬ路面内缘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６. ０ｍꎮ

４. ３　 油气回收工艺

４. ３.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管道规格应根据水力计算确定ꎮ 油气管道流速计算最大限值不

宜大于 ２０ｍ / ｓꎮ 油气管道设计压力不应低于 １. ０ＭＰａꎬ 管路、 配件的公称压力不应低于

２. ０ＭＰａꎮ

４. ３. ２　 油气收集装置可采用输气臂或软管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２. １　 油气收集装置管道公称直径 １５０ｍｍ 及以上时宜采用输气臂ꎮ 输气臂应与对

应的输油臂的驱动模式和安全模式配置一致ꎮ

　 ４. ３. ２. ２　 收集油气的输气臂应满足设计船型、潮差、漂移范围等要求ꎮ

　 ４. ３. ２. ３　 输气臂或软管应采取绝缘措施ꎮ 输气臂或软管的接地电阻、绝缘法兰绝缘电

阻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港口输油臂» (ＪＴ / Ｔ ３９８) 和«装卸臂技术条件» (ＨＴ / Ｔ ２１６０８)
有关防静电的规定ꎮ

　 ４. ３. ２. ４　 油 气 收 集 装 置 对 接 船 舶 油 气 排 口 的 进 气 端 头 管 道 应 按 照 规 定 标 志
涂色  ꎮ
　 ４. ３. ２. ５　 进气端连接法兰应设置符合要求的销钉孔ꎮ

４. ３. ３　 船岸安全装置的进气端应与油气收集装置连接ꎬ出气端应与油气输送装置连接ꎮ

船岸安全装置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３. １　 管道、管件应根据油气回收设施的设计规模、油气品种、工况条件及船舶和码

头安全保障要求等确定ꎮ

　 ４. ３. ３. ２　 船岸安全装置应在进气端、出气端之间的管道上按照顺序和操作要求安装紧

急切断阀、压力 / 真空释放阀、气液分离器、防轰爆型阻火器等管件ꎬ以及惰性气体管道接

５

油品码头前沿线、建筑物 与油气回收装置距离(ｍ)

消防泵房 ３０

变配电间 １５

消防控制室 ３０

有明火及散发火花的建筑物及地点 ２０

其他建筑物 １２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入点ꎮ

　 ４. ３. ３. ３　 船岸安全装置的油气浓度、含氧量、压力、温度、流量等监测信号ꎬ以及紧急切

断阀、压力 / 真空释放阀、气液分离器、防爆轰型阻火器和惰性气体管道等工作状态信号ꎬ

应与油气回收总控系统通信和联锁ꎮ 船岸安全装置可根据要求具有采集其他保障装置安

全的信号功能ꎮ

　 ４. ３. ３. ４　 船岸安全装 置 可 设 置 用 于 连 接 船 舱 溢 流 信 号 线 的 插 座ꎬ 插 座 应 满 足 相 关
要求ꎮ

　 ４. ３. ３. ５　 船岸安全装置的自动控制系统、监测报警系统应能自控或遥控ꎬ对油气回收

系统开启和关闭、船舶压力和含氧量异常、油气回收系统故障、人员误操作、静电等应设置

应急控制动作ꎮ 装置的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管道运行压力高于或低于船舶设定的超压或超真空状态规定时ꎬ压力 / 真空释放

阀泄压ꎬ延时超压时自动关闭切断阀ꎬ同时开启电磁阀ꎻ

(２) 管道内油气含氧量体积比高于 ６％ 时报警ꎬ并同时开启阀门补入惰性气体ꎻ含氧

量体积比高于 ８％ 时ꎬ系统自动关闭紧急切断阀ꎬ同时开启电磁阀实施紧急排放ꎻ

(３) 电动切断阀在 ３０ｓ 内完成关闭 / 开启ꎻ

(４) 船舶溢油等事故处置信号可实现联锁ꎮ

　 ４. ３. ３. ６　 船岸安全装置的含氧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与进气端的距离不应大于 ６ｍꎬ防爆

轰型阻火器出口位置与进气端的距离不应不大于 １８ｍꎮ

　 ４. ３. ３. ７　 船岸安全装置应在进气端压力传感器与切断阀之间布置排气管ꎮ 排气管顶

端应设置压力 / 真空释放阀和电动卸载阀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压力 / 真空释放阀排气口垂直布置ꎬ电动卸载阀排气管口采用 ９０°弯头形式且不

得朝向邻近设备或人行通道ꎻ

(２) 采用软管进行油气收集的油码头ꎬ排气口高度距码头地面不少于 ３ｍꎻ

(３) 采用输油臂作业的油码头ꎬ排放管附近 ８ｍ 范围内平台建筑物有建筑物时ꎬ排气

口高出建筑物顶端 ３ｍ 以上ꎬ且不妨碍输气臂运动轨迹ꎻ

(４) 压力阀开启时任何时间排气速度不小于 ３０ｍ / ｓꎻ

(５) 寒冷地区压力 / 真空释放阀有防冰措施ꎮ

　 ４. ３. ３. ８　 船岸安全装置的设计尚应满足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ꎮ

４. ３. ４　 油气输送装置装设风机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４. １　 风机的选型应根据管道压力损失、油气流速控制等确定ꎮ 风机的抽气风量宜

为装船体积流量的 １. ２５ 倍ꎮ 风机的运行可根据油气压力自动调整ꎮ

　 ４. ３. ４. ２　 抽气风机系统的船舱内气相空间压力应满足船舶安全和油气回收装置进口

压力的要求ꎬ且不应大于设定的真空释放阀的释放能力ꎮ

　 ４. ３. ４. ３　 风机的电机应采用与爆炸危险区域等级要求一致的整机防爆引风机ꎮ

　 ４. ３. ４. ４　 风机进口和出口管路应设置防爆轰型阻火器ꎮ

４. ３. ５　 油气回收装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５. １　 回收处理的尾气应符合现行国家油气排放相关标准的规定ꎮ

６



４　 设　 　 计

　 ４. ３. ５. ２　 装置处理能力宜按液体货物装船体积流量的 １. ２５ 倍确定ꎮ

　 ４. ３. ５. ３　 回收处理工艺应根据油气的特性、现场条件和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ꎬ可采用

吸收法、吸附法、冷凝法、膜法等工艺或其组合工艺ꎮ 处理原油挥发气体时ꎬ应根据油气品

种采取脱硫等预处理措施ꎮ

　 ４. ３. ５. ４　 油气回收装置的管道进口处应设置流量、温度、压力、油气浓度检测仪表ꎮ 进
口油气浓度可根据装船油气挥发浓度计算确定ꎮ 油气温度等设计参数应根据工程所在地

气象条件确定ꎮ

　 ４. ３. ５. ５　 油气回收装置应设置压力、真空释放装置ꎮ 气体释放管可单独设置ꎬ也可与

处理后的排气管共用一根管道ꎮ 油气回收装置靠近油气输送装置的连接法兰处应设置截

断阀和阻火器ꎮ 当设置自动截断阀时应具备手动截断功能ꎮ

　 ４. ３. ５. ６　 油气回收装置的排气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排气管直径与主管道直径一致或小一个规格等级ꎻ

(２) 排气管管口高度根据油气排放强度确定ꎬ且高出地面 １５ｍ 及以上ꎬ并满足防火间

距和环境保护要求ꎻ

(３) 排气管阻火器在操作方便的位置设置 １ 个截断阀ꎻ

(４) 排气管管口安装挡雨帽ꎮ

　 ４. ３. ５. ７　 油气回收装置应设置采样接口ꎬ采样接口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储油库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 ( ＧＢ ２０９５０) 附录 Ｂ 的要求ꎮ

４. ３. ６　 油气输送管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３. ６. １　 管路、法兰、附件和垫圈应与处理的油气介质相容ꎮ 管材应采用无缝钢管ꎬ管

件的材质和压力等级应与所接管道一致ꎬ并应采取防止管道外腐蚀的措施ꎮ

　 ４. ３. ６. ２　 码头平台区多个油气输送管道汇总时ꎬ在汇总管道前端的每个输送管道应加

装止回阀和阻火器ꎮ 汇总管道在码头栈桥根部应设置紧急切断阀ꎮ

　 ４. ３. ６. ３　 水平安装的油气输送管道应坡向油气回收装置ꎬ坡度不宜小于 ５‰ꎬ特殊情

况下管道坡度可适当调整ꎬ但不应小于 ２‰ꎮ 如管道中间有低点ꎬ应在低点处采取设置凝

液收集等相应措施ꎮ

　 ４. ３. ６. ４　 管道所有开口或接头部件均应采用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ꎮ 连接部件

应相互匹配ꎬ并确保其有效密封ꎮ

　 ４. ３. ６. ５　 管道布置不应妨碍码头其他建筑物的布置或设施的操作ꎮ

　 ４. ３. ６. ６　 采用非标准管件时ꎬ管件应进行强度计算ꎮ

４. ３. ７　 码头后方陆域不能提供外源惰性气体时ꎬ码头平台可设置惰性气体发生装置ꎬ装

置的规模和平面布置应符合码头总体设计要求ꎮ

４. ３. ８　 回收的油、气应根据货物品种设置密闭储罐或其他容器ꎮ 储罐或其他容器容积不

应小于一次装船作业的最大回收液体、气体产生量ꎮ 码头上的液体储罐应采取液位控制

措施ꎬ储罐周边应设置围堰等防漏措施ꎮ

４. ３. ９　 回收的油品可利用热值焚烧或采用火炬消除ꎮ

７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４. ４　 电气与自动控制

４. ４. １　 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４. １.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电力负荷等级ꎬ宜与装卸作业生产装置的电力负荷等级相

一致ꎮ

　 ４. ４. １. ２　 油气回收设施的电力装置设计ꎬ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４. １. ３　 油气回收设施的供电ꎬ应采用 ＴＮ － Ｓ 系统ꎮ 油品钢质趸船上的油气回收设

施的供电应采用 ＩＴ 系统ꎬ并应设置绝缘监视装置ꎮ

　 ４. ４. １. ４　 油气回收设施的防雷设计ꎬ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５７) 和«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 ＧＢ １５５９９)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４. １. ５　 油气回收装置应处在接闪装置保护范围内ꎮ

　 ４. ４. １. ６　 排放爆炸危险气体的尾气排放管、放散管等的管口应做防雷保护ꎬ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５７) 的有关规定ꎮ 尾气排放管、放散管等装

设有阻火器时ꎬ可不设接闪器ꎬ但应与接地装置相连ꎮ

　 ４. ４. １. ７　 油气回收设施的输气臂、船岸安全装置、油气回收装置、风机、电控箱等所有

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构件均应进行电气连接并接地ꎮ

　 ４. ４. １. ８　 油气回收设施的防静电接地设计ꎬ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

安全规程» ( ＧＢ １３３４８) 和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 ＳＨ ３０９７) 的有关

规定ꎮ

　 ４. ４. １. ９ 　 油气回收管道在始端、末端、分支处以及直线段每隔 ２００ ~ ３００ｍ 处ꎬ均应设

置防静电、防雷击电磁脉冲接地装置ꎬ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３０Ωꎮ

　 ４. ４. １. １０　 爆炸危险区域内油气回收管道的金属法兰连接处应跨接ꎮ

　 ４. ４. １. １１　 平行敷设的金属管道ꎬ当两管道间净距小于 １００ｍｍ 时ꎬ每隔 ２０ｍ 应采用金

属线连接ꎻ管道交叉点净距小于 １００ｍｍ 时ꎬ其交叉点应采用金属线跨接ꎮ

　 ４. ４. １. １２　 油气回收装置与作业船舶之间应采取电气绝缘措施ꎮ 采用输气臂作业时ꎬ

应在输气臂上设绝缘法兰ꎻ采用软管作业方式时ꎬ应在作业软管上设不导电短管ꎮ 绝缘法

兰和不导电短管的绝缘电阻值均应大于 １０ＭΩꎮ

　 ４. ４. １. １３　 独立设置的油气回收装置爆炸危险区域的入口处ꎬ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

装置ꎮ

　 ４. ４. １. １４　 油气回收设施的爆炸危险区域划分ꎬ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４. １. １５　 油气回收装置区域的水平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 ５０ｌｘꎮ 油气回收船岸安全装

置区域的水平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 １５ｌｘꎮ

４. ４. ２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应设置集中自动控制系统ꎬ各装置应具有独立的自动控制功

能ꎮ 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４. ４. ２. １　 自动控制系统应满足油气回收工艺及码头安全联锁要求ꎬ并应具有事故报

８



４　 设　 　 计

警、应急处置及保障安全作业等功能ꎮ

　 ４. ４. ２. ２　 自动控制系统应配置操作员站ꎬ其网络应是开放性结构ꎬ应具有将油气回收

系统的运行数据上传至作业船舶等自动控制系统ꎮ

　 ４. ４. ２. ３　 自动控制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１) 监控码头油气回收各装置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及氧含量等参数及其启停作

业状态ꎻ

(２) 显示机泵的运行状态和控制阀门的开关状态ꎻ

(３) 进行参数越限报警及设备故障报警ꎻ

(４) 远程手动或自动程序操控ꎬ并与油气上岸压力、氧含量等信号联锁ꎻ

(５) 实现对于码头多泊位油气回收或多套油气回收处理装置并联工况的监控ꎮ

　 ４. ４. ２. ４　 油气回收设施应设置安全仪表系统ꎮ 安全仪表系统应采用故障安全型设计ꎬ

能接收来自控制室或装船自动控制系统、油船、油气回收系统各装置等的紧急停车联锁信

号ꎬ并能发出声光报警及紧急停机指令ꎮ

　 ４. ４. ２. ５　 油气回收自动控制系统及仪表应与码头统一供电、供气ꎬ系统防雷及接地应

符合电气相关要求ꎮ

　 ４. ４. ２. ６　 油气回收设施布置的区域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报警装置ꎮ

４. ５　 土 建 结 构

４. ５. １ 　 油 气 回 收 设 施 地 基 基 础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建 筑 地 基 基 础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０７) 有关规 定ꎻ 动 力 机 械 基 础 应 符 合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 动 力 机 械 基 础 设 计 规 范»
( ＧＢ ５００４０) 有关规定ꎻ管架及管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化工工程管架、管墩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１０１９) 有关规定ꎮ

４. ５. ２　 油气回收设施的设备、管架及管墩基础设计等级不应低于丙级ꎮ

４. ５. ３　 冻土地区的油气回收装置、管架及管墩地基基础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冻土地

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ＪＧＪ １１８)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５. ４　 用于油气回收装置安装的埋件面、钢结构管架柱脚底面应高出地面、引桥桥面或

码头面ꎬ且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ꎮ

４. ６　 给排水、消防

４. ６.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消防设施及用水水源应结合码头或库区用水统一考虑ꎮ

４. ６. ２　 油气回收产生的含油污水应排入含油污水系统回收处理ꎮ

４. ６. ３　 含有可燃气体的凝缩液应回收处理ꎬ不得排入含油污水系统ꎮ

４. ６. ４　 油气回收装置的消防给水压力不应小于 ０. １５ＭＰａꎬ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 １５Ｌ / ｓꎻ

火灾延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 ２ｈꎮ

４. ６. ５　 油气回收装置及回收油气再利用装置等处应设置手提式或推车式干粉灭火器ꎬ灭

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点ꎬ且不得影响操作作业和人员安全疏散ꎮ

４. ６. ６　 油气回收装置处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９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４. ６. ６. １　 手提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超过 ９ｍꎬ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不应

超过 １８ｍꎮ

　 ４. ６. ６. ２　 每个配置点的手提式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２ 具ꎮ

　 ４. ６. ６. ３　 每个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充装量不应小于 ４ｋｇꎬ推车式干粉灭火器的充装量

不应小于 ３５ｋｇꎮ

４. ６. ７　 灭火器的配置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

置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１４０)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７　 防　 腐　 蚀

４. ７. １　 油气回收设施和管道防腐涂料应满足码头作业环境要求ꎮ

４. ７. ２　 防腐涂料应采用环保型ꎬ使用年限不低于 １０ 年ꎮ

４. ７. ３　 油气回收设施的管道、支架、管托及设备防腐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石油化工设

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规范» ( ＳＨ / Ｔ ３０２２) 和« 港口机械钢结构表面防腐涂层技术条

件» ( ＪＴ / Ｔ ７３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８　 节能与环境保护

４. ８.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设备宜采用具有环保标志、效能标识的产品ꎮ 系统的运行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水运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 ＪＴＳ １５０)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８. ２　 油气回收设施施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应经过处理并满足污染物排放标准ꎮ

４. ８. ３　 油气回收装置尾气排放应符合第 ４. ３. ５ 条的规定ꎮ 采用吸附工艺或其他类似工

艺时ꎬ吸附材料应根据使用年限、效能等定期更换ꎬ保证装置满足排放要求ꎮ

４. ８. ４　 油气回收设施场所的环境质量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 ( ＧＢＺ ２. １、ＧＢＺ ２. ２) 有关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ꎮ

４. ８. ５　 回收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现行标准进行专项处置ꎮ

４. ８. ６　 油气回收设施的噪声防治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

范» (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７) 的有关规定ꎮ 厂界噪声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 ＧＢ １２３４８) 的有关规定ꎮ

４. ８. ７　 油气回收设施运行产生的污水应进行处理ꎬ并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ꎬ生产废水未

经处理不得排放ꎮ

４. ９　 安　 　 全

４. ９.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 ＧＢＺ １) 等

的有关规定ꎮ 改建、扩建的码头油气回收系统可依托现有码头的安全设施ꎬ并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的要求ꎮ

４. ９. ２　 油气回收装置应设置爬梯或阶梯、平台和护栏ꎬ并满足检测、维修和安全的需要ꎮ

４. ９. ３　 油气回收装置应配置事故喷淋器和洗眼器ꎮ

４. ９. ４　 油气回收设施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有机溶剂作业场所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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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　 　 计

用规范» ( ＧＢＺ / Ｔ １９５) 、«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 ＧＢ / Ｔ １８６６４) 和« 个体防护

装备规范» ( ＧＢ / Ｔ １１６５１) 的要求配备个人防护设施ꎮ

４. ９. ５ 　 油气回收设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色» ( ＧＢ ２８９３ ) 要求设置警示、警 告
标志ꎮ

１１



码头油气回收设施建设技术规范( 试行) ( ＪＴＳ １９６—１２—２０１７)

５　 施 　 　 工

５. １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油气回收设施工程施工、检测的单位、人员资质应满足国家有关规定ꎮ

５. １. ２　 施工单位应建立油气回收设施的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和施工管理制度ꎬ施工前应进

行必要的现场调查并编制施工方案ꎮ 施工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概况ꎻ

(２) 施工部署ꎻ

(３) 施工进度计划ꎻ

(４) 资源配置计划ꎻ

(５) 主要施工方法和质量标准ꎻ

(６) 质量保证措施和安全保证措施ꎻ

(７) 施工平面布置ꎻ

(８) 施工记录ꎮ

５. １. ３　 工程施工应建立技术交底制度ꎮ 施工前应进行设计交底和安全交底ꎬ并形成文件ꎮ

５. １. ４　 施工过程与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文件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ꎮ

５. １. ５　 检测设备和计量器具应在有效检定期内ꎬ并进行仪表联校ꎮ

５. １. ６ 　 施工作业应形成施工记录ꎬ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应有建设或监理单位代表确认

签字ꎮ

５. １. ７　 高空作业、敷设地下管道和线缆土石方作业时ꎬ应采取安全施工措施ꎮ

５. ２　 进场材料和设备检验

５. ２. １　 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及监督检查应符合« 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条例» 的要求ꎮ

５. ２. ２　 材料和设备的规格、型号、材质等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ꎮ

５. ２. ３　 材料和设备应具有有效的质量证明文件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５. ２. ３. １　 材料质量证明文件的特性数据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ꎮ

　 ５. ２. ３. ２　 压力容器产品质量证明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 ( ＴＳＧ ２１) 的有关规定ꎬ并应具有“  锅炉压力容器产品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  ꎮ
　 ５. ２. ３. ３　 压力容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制压力容器» ( ＧＢ １５０)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和验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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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　 　 工

　 ５. ２. ３. ４　 常压容器应按设计文件要求和现行行业标准«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 ＮＢ / Ｔ
４７００３. １)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与验收ꎮ

　 ５. ２. ３. ５　 阀门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阀门的检验和试验» ( ＧＢ / Ｔ ２６４８０) 的有关规定进行

检验ꎮ

　 ５. ２. ３. ６　 进口设备应有商检部门出具的进口设备商检合格证ꎮ

５. ２. ４　 成套设备应有设备装配图、合格证书、出厂检验报告、产品保证书、认证书、使用说

明书、用户养护管理手册等资料ꎮ

５. ２. ５　 油气回收设施使用的管道、管件出厂前应通过检验ꎬ并具有质量证明书ꎮ

５. ２. ６　 设备的开箱检验应提交有效签证的检验记录ꎬ并按装箱清单进行下列检查:
(１) 核对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包装箱号、箱数ꎬ并检查包装状况ꎻ

(２) 检查随机技术资料及专用工具ꎻ

(３) 对主设 备、附 属 设 备 及 零 部 件 进 行 外 观 检 查ꎬ并 核 对 零 部 件 的 品 种、规 格、数

量等ꎮ

５. ２. ７　 可燃介质管道组成件应有产品标识ꎬ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ＧＢ ５０５１７)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ꎮ

５. ２. ８　 当材料和设备有下列情况之一ꎬ不得使用:
(１) 质量证明文件特性数据不全或对其数据有异议ꎻ

(２) 实物标识与质量证明文件不符ꎻ

(３) 要求复验的材料未进行复验或复验后不合格ꎻ

(４) 不满足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本规范要求ꎻ

(５) 不满足设计文件要求ꎮ

５. ３　 土建与设备安装

５. ３. １　 油气回收设施的设备、管架及管墩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

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ＧＢ ５０２０２) 、«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ＧＢ
５０２０４) 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ＧＢ ５０２０５)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２　 静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静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 ＧＢ ５０４６１)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３　 机械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 ＧＢ ５０２３１)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４　 机泵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 ＧＢ ５０２７５)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３. ５　 给排水、消防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技术规

范» ( ＧＢ ５０９７４)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４　 管 道 工 程

５. ４. １　 管道安装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１３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06104032112010142

https://d.book118.com/50610403211201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