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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生产法

（一）总则

第一章 基本的安全知识

第一节 安全法律法规和基本的安全制度

1、《安全生产法》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阻止和减  少

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2、《安全生产法》自 2002 年 11 月 1 日施行，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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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二）从业人员的权利

1、从业人员享有工伤保险和获得伤亡赔偿的权利，因生产安全事故  

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  有

获得赔偿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2、享有对危险因素和应急措施的知情权，有权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建议；

3、享有批评、检举、控告权及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权；

4、享有在紧急情况下停止作业和紧急撤离的权利。

（三）从业人员的义务

1、遵章守法，服从管理的义务；

2、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义务，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 

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发现不安全因素报告的义务，发现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时，应 

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单位负责人报告。

二、安全教育制度

安全生产教育的主要形式有“三级教育”、“特殊工种教育”和“经常  性

的安全宣传教育”等形式。

三级教育： 在工业企业所有伤亡事故中，由于新工人缺乏安全知识而产

生的事故发生率 一般为 50%左右，所以对新工人、实习人员和调动工作

的工人，要实行厂级、车间、班组三级教育。 其中，班组安全教育包括

： 介绍本班安全生产情况，生产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各种防护及保险

装置作用，容易发生事故的设备和操作注意事项。

经常性的宣传教育： 可以结合本企业本班组具体情况，采取各种形

式，如安全生产活动月、 班前班后会、安全交底会、事故现场会、班组

讨论或文化宣传平台等方式进行宣传。

进行的安全教育应及时记录，并保存到员工培训档案中。

第二节 油品的基本知识

一、油品的理化参数

（一）、闪点

在规定条件下，加热油品，油气和空气形成混合气体，在接触火焰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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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闪火的最低温度，以度表示。

在闪点的温度下，只能使油蒸汽和空气所组成的混合物燃烧，而不能使  

液体油品燃烧。这是因为蒸汽混合物很快烧完，在闪点温度下液体油品的

蒸发速度又很慢，来不及蒸发出一批燃烧所必需的新蒸汽，于是燃烧也就

停止。

实际上，闪点不是别的，而是微小的爆炸。油气空气混合物发生闪火或  

爆炸的必要条件是：混合物中的油气的浓度要达到一定的范围。油气浓度

低于或高于此范围，都不能发生闪火或爆炸。柴油的闪点是相当于加热油

品使空气中的油气浓度达到爆炸范围下限时的温度；而汽油的闪点则是它

的爆炸上限的温度。

油品汽化性越大，闪点越低，只要有极少量的轻油混入柴油中，就可使  

柴油的闪点显著下降。

闪点的实际用意：根据闪点，确定可燃液体的火灾危险大小。闪点越低  

的液体，其火灾危险性越大，柴油的闪点指标为55度。

根据闪点，划分液体的火灾的危险类别。甲类液体：闪点低于28度；乙  

类液体闪点在28—60度之间；丙类液体闪点高于60度。根据分类在生产、

加工、运输可燃性液体时，采取相应的放火安全措施。

（二）燃点和自然点

石油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加热到它的蒸汽能被接触的火焰引燃并燃烧不  少

于 5 秒时的最低温度称为燃点。油品的燃点高于闪点。油品受热至一定程

度时，没有与火焰接触能发生持续燃烧的最低温度成为自燃点。

油品的闪点越高，自然点越低。因此，重油的储存安全管理重点是防  

止其自燃。

（三）密度

单位体积所含物质的质量称为该物质的密度。油品液态时的密度小于  

水，故不能直接用水扑救油品火灾。汽油的密度一般为 710—730kg/m3， 

柴油的密度一般为 800—830kg/m3，水的密度为 1000kg/m3。

油品蒸汽密度比空气密度大（一般是空气密度的 1.1—5.9 倍），所以， 

油蒸汽往往向较低地势或水沟中积聚，因此埋线管沟和加油机底座必须

铺沙。

二、油品的基本特性

（一）易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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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是一种同时有光和热产生的快速氧化反应。油品是可燃的有机物

质。很多油品不需要很高的温度，甚至在常温下蒸发速度也很快，存在于空

气中，只要有足够的点火能量，很容易发生燃烧，而且燃烧速度很快，  尤其

是轻质油品。

（二）易爆性

爆炸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物理化学现象。石油产品的蒸汽与空气组成  

混合气体达到爆炸极限时，遇到引爆源，就能发生爆炸。

（三）易积聚静电

由于油品的电阻率很大，因此油品在输送、装卸和加油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静电，静电电位往往可达几万伏。而静电积聚的场所，常有大量的油  蒸

汽存在，很容易造成静电事故。

（四）易受热膨胀性

油品受热后，温度升高，体积膨胀。因此，油桶装油后应保持 5%— 

7%的气体空间，以备油品受热膨胀。

（五）易蒸发、易扩散和易流淌

石油产品主要由烷烃和环烷烃组成，烃类分子很容易离开液体，挥发  

到气体中，汽油挥发速度特别快，煤油和柴油虽然挥发速度慢，但比水蒸  发

快多了。加油站油品的损耗大部分是由于其蒸发引起的。

油气混合气体受风影响扩散范围广，并沿地面飘移，积聚在低洼地带，  

所以加油站建筑物之间一定要有安全距离，防止火灾及险情扩大。

液体都具有流动扩散的特性。油品的流动扩散性很强，所以储存油品  

设备由于穿孔、破损，常发生漏油事故。

（六）有毒性

油品及其蒸汽都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加油站作业时尽可能避免接  

触到油品，减少吸入油蒸汽。

第三节、员工的安全职责

一、站长安全职责

1、贯彻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其他有关安全法规、制 

度；贯彻并执行股份公司的 QHSE 体系指南和其他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2、履行防火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落实各项安全防火制度。

3、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充分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危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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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员工熟练使用消防器材；确保员工执行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

4、预防事故发生。若发生事故隐患或发生了事故，应及时向公司汇 

报，并按照公司的有关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5、负责潜在事故隐患的报告、管理并协助整改，组织每月、每半年 

的安全工作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建立潜在事故隐患管理台帐和潜  

在事故隐患整改台帐。

6、组织本站义务消防人员的安全教育和训练。

7、组织制定周密的灭火方案和特殊情况的应急处理措施，并组织演 

练。

8、有责任制止“三违行为”（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

9、把每天的安全检查情况记入加油站日志。

二、计量员（设备保管员）安全职责

1、贯彻国家的安全法律法规，执行上级公司和加油站的各项安全制 

度。

2、严格执行计量操作规程和有关的《液态石油产品静电安全规程》 

等安全规定。

3、及时、准确地进行计量，防止泄漏、跑油、冒油等事故发生。

4、雷雨天应停止计量，并关严计量孔盖。

5、熟练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 119、110、120 等应急处理电话。

6、熟悉突发事件的处理程序。若发生突发事件，应及时上报，并能 

独立（或协助）进行处理。积极参加各种安全教育和培训。

7、熟悉必要的保卫和自我救护知识，了解必要的消防、环保和化学 

品知识。

8、有责任制止“三违行为”。

三、加油班长（安全员）安全职责

1、贯彻国家的安全法律法规。模范执行上级公司和加油站的各项安 

全制度，同时做好本班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

2、熟悉突发事故处理程序，并能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对突发事件进 

行妥善处理，或协助站长进行妥善处理。

3、确保本人和本班员工均能熟练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 119、110、

120 等应急处理电话。

4、组织每班的安全检查和巡回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应及时向站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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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并采取措施。

5、确保当班时的消防器材、安全警示标识、环保器材和其他设备完 

好和有足够的数量。

6、有责任制止“三违行为”。

四、核算员（会计）安全职责

1、贯彻国家的安全法律法规。模范执行上级公司的各项安全制度。

2、确保加油站的资金安全。

3、熟悉突发事件处理程序，熟练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 119、110、

120 等应急处理电话。

4、有责任制止“三违行为”。

五、加油员和收银员安全职责

1、贯彻国家的安全法律法规，执行上级公司和加油站的各项安全制 

度。

2、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范和服务规范，避免加错油、走单、收假钞 

等事故发生。

3、熟练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 119、110、120 等应急处理电话。

4、熟悉突发事件处理程序，若发生突发事件，应及时上报，并能独 

立（或协助）进行处理。

5、积极参加各种安全教育和培训。

6、确保加油站营业现金的安全。

7、熟悉必要的保卫和自我救护知识，了解必要的消防、环保和化学 

品知识。

8、有责任制止“三违行为”。

第四节 消防器材的使用

一、水

水是天然灭火剂， 水的灭火机理是冷却和窒息作用 。水主要用来冷

却建筑物和设施，控制火灾扩大，但水的灭火范围是受到限制的， 它不

能扑救带电电气设备火灾，水的密度比油大，又不溶于油品，故不能用

水扑救油品火灾。

二、干粉灭火器

干粉灭火剂是一种干燥、易于流动的微细固体粉末，一般借助灭火

器中的压力将干粉从容器中喷出，由于干粉灭火剂具有灭火效力大、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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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MF 型手提内置式干粉灭火器

1—压把；2—提把；3—刺针；4—密封膜片；5—进气管；6—二氧化碳钢

瓶；7—出粉管；8—筒体；9—喷粉管固定夹箍；10—喷粉管(带提环)；
11—喷嘴

速度快、无毒、无腐蚀、不导电、久储不变质等优点，是加油站主要的灭  

火剂。

手提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提起灭火器的提把，迅速奔至距燃烧

处约 5 米左右，放下灭火器，拔出保险销，一手握住灭火器的开启压把， 

另一只手握住喷射软管前端的喷嘴处，对准火焰根部，用力压下开启压

把并紧压不松开，这时灭火剂即喷出，操作者由近而远左右扫射，直至

将火焰全部扑灭。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一般需有两个人配合操作，火灾时，快速将灭火

器推至距燃烧处约 10 米左右。一人迅速展开软管并握紧喷枪对准燃烧物

作好喷射准备；另一人开启灭火器，并将手轮开至最大部位。灭火方式

也是由近而远，左右扫射，首先对准燃烧最猛烈处，并根据火情调正位

置，确保将火焰彻底扑灭，使其不能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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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干粉灭火器扑火时要对准火焰根部，左右扫射，由近及远快速 推

进，直至火焰全部扑灭。 使用干粉灭火器应注意：一是干粉灭火器灭火

过程中应保持直立状态，不得横卧或颠倒使用；二是注意灭火后防止  复

燃。

三、二氧化碳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剂是一种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灭火剂，、，获取、制备容

易，其主要依靠窒息作用和部分冷却作用灭火。二氧化碳具有较高的密度，  约为

空气的 1.5 倍。在常压下，液态的二氧化碳会立即汽化，一般 1kg 的液

态二氧化碳可产生约 0.5 立方米的气体。因而，灭火时，二氧化碳气体可

以排除空气而包围在燃烧物体的表面或分布于较密闭的空间中，降低可燃物周

围或防护空间内的氧浓度，产生窒息作用而灭火。另外，二氧化碳从储存容器

中喷出时，会由液体迅速汽化成气体，而从周围吸引部分热量，起到冷却的作

用。

二氧化碳灭火器主要用于扑救贵重设备、档案资料、仪器仪表、600

图 1—2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1—出粉管；2—钢瓶；3—护罩；4—压力表；5—进气压杆；6—提环；
7—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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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MT 型手轮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1—喷筒；2—手轮；3—启闭阀；4—安全阀；5—钢瓶；6—虹吸管

伏以下电气设备及油类的初起火灾。

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是：应首先将灭火器提到起火地点，放 

下灭火器，拔出保险销，一只手握住喇叭筒根部的手柄，另一只手紧握  

启闭阀的压把。对没有喷射软管的二氧化碳灭火器，应把喇叭筒往上扳

70—90 度。

使用时应注意： 不能直接用手抓住喇叭筒外壁或金属连接管，防止

手被冻伤。在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在室外使用的，应选择上风方向喷  射

；在室内窄小空间使用的，灭火后操作者应迅速离开，以防窒息。

三、泡沫灭火器

泡沫灭火器适用 AB 类火灾，分为化学泡沫和机械泡沫两种，其中化

学泡沫使用时颠倒使用，现已淘汰，而机械泡沫使用方法使用同干粉灭火  剂

。缺点有：造成污染，不可使用于 C 类火灾

手提式泡沫灭火器适用于扑救一般 B(液体)类火灾，如石油制品、油

脂类火灾，也可适用 A 类(固体)火灾，但不能扑救 B 类火灾中的水溶性可

燃、易燃液体火灾，如醇、酮、醚、酯等物质火灾；也不适用扑救带电设  备

及 C 类(气体)和 D 类(金属)火灾。

手提机械泡沫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手提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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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1、灭火器应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放的地点，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2、灭火器应设置稳固，其铭牌必须朝外；

3、手提式灭火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或灭火器箱内，其顶部离地面高度  

应小于 1.5 米，底部离地面不宜小于 0.15 米；

4、灭火器不应设置在潮湿或腐蚀性的地点，当必须设置时，应有相应的  

保护措施；

5、灭火器不得设置在超出其使用温度范围的地点。

第二章 加油站防火防爆知识

第一节 防火防爆基本知识

一、燃烧的条件

燃烧必须要有可燃物、助燃物和着火源三个条件 同时存在并相互作

用才能发生，如木材被打火机点燃，可燃物是木材，着火源是打火机的火  源

，助燃物是空气。

二、火灾及其分类

凡失去控制并对财产和人身造成损害的燃烧现象都为火灾。火灾可分  

为五类：

A 类 指含碳固体可燃物，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等燃烧的火灾。 

可用水型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卤代烷灭火器；

B 类 指甲、乙、丙类液体，如汽油、煤油、柴油、甲醇等燃烧的火 

灾，可用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卤代烷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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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 指可燃烧气体，如煤气、天然气、甲烷等燃烧的火灾，可用干粉灭

火器、卤代烷灭火器

D 类 指可燃的活泼金属，如钾、钠、镁等可燃物的火灾，可用干沙 

式铸铁粉末；

E 类 指带电物体燃烧的火灾，可用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烷灭火器

（禁止用水）。

加油站主要是 A 类火灾、E 类火灾， 

三、爆炸的特征

物质从一种状态迅速地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并在瞬间放出巨大能量同  

时产生巨大声响的现象为爆炸。造成 高温高压是爆炸的主要特征 。爆炸

产生的冲击波能造成附近建筑物的破坏，设备破坏产生的碎片一般能飞散  到 

100—500 米远。

四、爆炸极限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汽与空气构成的混合物，并不是在任何混合比

例下都有着火和爆炸的危险，而必须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混合才能燃爆。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汽与空气或氧气混合后，在某一浓度范围内，遇到火

源引起爆炸，此浓度范围成为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低于爆炸下限和高于爆

炸上限时，既不爆炸也不着火。

五、灭火的基本方法

1、窒息灭火法

阻止空气进入燃烧区，或用不燃物质冲淡空气使燃烧断绝氧气的助燃而

熄灭。窒息灭火法适应于扑救密闭房间的生产装置设备内发生的火灾。  用石

棉被盖住着火的油箱口就是采用的窒息灭火法。

2、冷却灭火法

冷却灭火法就是将灭火剂直接喷洒在燃烧物质上，将可燃物的温度降  

低到燃点以下，终止燃烧，是扑救火灾的常用方法。

3、隔离灭火法

将燃烧物体与附近的可燃物质隔离或疏散开，使燃烧停止。

4、化学中断法

使灭火剂参加到燃烧反应过程中去，使燃烧过程产生的游离基消失，  

而形成稳定分子或低活性的游离基，使燃烧反应终止。干粉灭火剂属于参  与

燃烧过程中短燃烧连锁反应的灭火剂。故使用这种灭火剂必须准确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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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燃油加油系统

散在燃烧区内。否则起不到灭火效果。该方法灭火速度快，但易复燃。

第二节 加油站的危险区域

加油站的危险区域一般划分为爆炸危险区域、火灾危险区域和一般用电  

区域。

加油站的爆炸危险区域主要是油罐区和加油机内部及加油时车辆油箱  

口。此类区域又可分为 0 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

境）、1 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和 2 区（在

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或即使出现也仅是短时  

存在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① 罐内部油品表面以上空间划分为 0 区。

② 人孔（阀）井内部空间，以通气管管口为中心，半径为 1.5m（0.75m） 

的球形空间和以密闭卸油口为中心，半径为 0.5m 的球形空间划分为 1 区。

③ 距人孔（阀）井外边缘 1.5m 以内，自地面算起 1m 高的圆柱形空

间、以通气管管口为中心，半径为 3m（2m）的球形空间和以密闭卸油口

为中心，半径为 1.5m 的球形并延深至地面的空间划分为 2 区。

④当贮罐周围设围堤时，贮罐外壁至围堤，其高度为堤顶高度的范围  

内为 2 区。

⑤卸油场处：贮油罐的注油口（槽车的卸油口）半径为 1.5m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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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 1 区。

图 2—2 埋地卧式储罐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① 加油机壳体内部空间划分为 1 区。

② 以加油机中心线为中心线，以半径为 4.5m(3m)的地面区域为底面

和以加油机顶部以上 0.15m 半径为 3m（1.5m）平面为顶面的圆台形空间

划为 2 区。

图 2—3 加油机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电缆或钢管，所穿过的不同区域之间墙或楼板

处的孔洞，应采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危险区域内的沟道应用黄沙充填，  否

则与此沟道相连的区域也视同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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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防雷防静电的安全知识

一、防爆电气设备

加油站内选用的电气设备，必须根据使用场所所处的危险区域进行选  

型，爆炸危险区域内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必须是防爆电气。防爆电气设备必  须

有明显的永久性的“Ex”防爆标志。

二、静电的控制和防护

据统计，加油站 70%事故都是由于静电所引起的，而静电引发事故常

发生在卸油过程和加油过程，因此，做好卸油、加油过程中的防静电工作  至

关重要。

加油站防静电措施主要有：①接地装置完好，连接可靠： a.油罐不

少于两处接地； b.卸油点必须有接地； c.加油机接地有效； d.油枪与

胶管接地线路完好。②作业前应检查是否完好，连接是否可靠； ③几点

注意事项： a.卸油前必须先接地后卸油；、b.卸油后必须先拆管后拆接地

线； c.计量作业要采用专用测量工具；量油高时要在下尺槽作业； d.作

业人员应穿防静电服装。

三、防雷措施

①罩棚、营业室、油罐呼吸管需要可靠接地，防止直接雷击，其接地

电阻不大于 10Ω ； ②加油机、胶管、卸油场地导静电线完好有效，防止

感应雷，加油机外壳接地电阻不大于 4 Ω ； ③雷雨天气，应停止付油， 

必要时切断电源；④雷雨季节来临时，应对设备接地装置做全面检查；⑤ 

每年做好防雷接地检测。

一、 危害因素识别

（一） 加油前准备

第三章 作业指导卡

第一节 加油作业

（1） 未穿防静电工作服，易产生静电、着火爆炸；

（2） 穿带铁钉的鞋，易产生火花，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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