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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一



发展沿革

化学品安全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7年）

安全工程研究院

（1999年）

国家安监总局

化学品登记中心

（2004年）

化工部职业安全卫生研究院
（1979年）

1979年成立：化工部职业安全卫生研究院

1999年整体进入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2004年，化学品登记中心从安工院划归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管理上全

面依托安工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2007年，国家科技部批准依托安工院建设化学品安全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

年初通过验收，该实验室为国内化学品安全领域唯一国家重点实验室



安工院设有14个研发部门,8个管理部门

化学品登记中心设有4个业务部门、1个综合管理部门和1家科技公司

登记管理处
鉴别分类部
应急响应部
标准化处
综合管理处
青岛诺诚化学品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

化学品登记中心

安全学科

化工过程安全研究室
设备安全研究室
储运安全研究室
电气与功能安全研究室
事故应急救援研究室
安全评价研究室

安全工程研究院

环保、职业健康

职业健康研究室

环境保护研究室

监测检验研究室

HSE一体化

HSE管理研究室
工程项目HSE管理中心
管理体系认证中心
培训中心
信息中心

机构设置



现有员工461人（院本部382人，化学品登记中心及下属单位79人），其中博

士36人，硕士174人。取得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师、注册计量

师等各类资质人员达员工总数60%以上。

现有国家安全生产专家7人，其他部委专家17人；集团公司高级专家、首席专

家4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3人；享受政府津贴人员5人、集团公司突出贡献

专家5人、闵恩泽青年科技人才8人、学科带头人8人。

拥有集团公司创新团队4个。

每年与高校联合培养硕士生20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已获批并开始运行。

人才队伍



2014年我院承担各类科研任务160余项，其中集团公司科技部项目60项，集团

公司“十条龙”项目2项，国家科技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以及其它部委项目22项，

安全监管局、信息部项目16项，院控项目32项；通过鉴定（验收）项目29项；各类

纵向科研经费合计1.65亿元。2014年新申请专利102件（发明专利61件），授权专利

为47件，授权专利同比

2013年增长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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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



油田板块, 
9.9%

炼化板块, 
22.7%

销售板块, 
37.3%

其他, 1.9%

石化外, 
28.2%

2014年，新工艺安全保障技术、油气回收系列装置、HAZOP等风险评估技

术、HSE管理系统等代表性成果的应用、转化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年签署HSE技

术服务合同568项，收入超过3亿元，人均创收达60多万元，大幅超过总部下达的

横向创收提升指标。

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



科研装备从单台仪器设备到成套实验装置，装备条件

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

建成了化工危险工艺模拟等5个国内一流的试验平台、18个专

业实验室，配置了安全密闭实验舱、雷电模拟与泄放装置、多相

流腐蚀模拟装置等一批高端实验仪器和设备。

装备条件



国家安全评价甲级资质

国家职业病危害评价甲级资质

国家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甲级资质

国家安全培训一级资质

中国合格评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

有毒可燃气体报警器专项计量授权

国家级计量认证（CMA）资质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资质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质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资质

职业健康检查资质

HSE管理体系审核

专业资质



新院区：2012年6月，中国石化正式批复安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可研报告，
占地62亩，投资近4.8亿元，建设期三年，2015年投入使用。

华山中试基地：2011年6月，国家总局批准化学品登记中心研发基地建设，
占地57亩，项目投资约5000万元（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投入1000万元，自筹资
金4000万元），项目建设工期两年，2014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海阳燃爆实验场：占地150余亩，主要用于开展大型火灾模拟和燃爆实验。

新院区和研发基地建设

新院区建设 华山中试研发基地



主要研究领域与特色技术二



风险评估

HSE管理与培训

应急管理与措施

HSE监测与
产品安全检验

雷电静电危害控制技术研究
电气安全

过程控制与安全仪表技术研究

设备腐蚀与安全评估技术研究
装置设备完整性管理体系研究

危险化学品和工艺安全技术研究

工程防护措施

控制与安全
仪表系统

设备安全

HSE战略决策参谋、专项HSE管理提升
HSE管理科学研究中心、HSE培训基地

石化过程及工程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应急管理、HSE事故分析、模拟

HSE监测检验技术研究

化学品及
反应安全

学科布局



针对化工板块技术研发和生产运行过程

中的工艺安全问题，研究工艺危险性、安全

操作约束条件和安全控制方案，相关成果嵌

入工艺包，在集团公司多项自主创新工艺开

发过程中应用。主要研发项目：

1.化学品和化学反应过程安全技术

典型高危工艺本质安全保障关键技术与工

程示范（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合成气制乙二醇工艺安全操作条件研究

环己酮装置安全自保技术开发与应用

百万吨级沸腾床本质安全技术研究



2. 设备安全与腐蚀防护技术

针对高酸性劣质原油对加工设备腐蚀性

强，装置风险高，形成设防值评估评估、腐

蚀检监测等腐蚀防控技术，有力保障石化装

置的长周期运行。

镇海炼化高含酸原油催化脱酸新工艺

腐蚀控制技术研究

青岛石化高酸原油腐蚀性特性及电脱

盐工艺优化研究

沙重、伊重等高硫原油活性硫分布及

腐蚀性研究

塔河换热系统低温结盐防腐技术研究

有机氯原油腐蚀的影响及控制措施研

究

设备完
整性

腐蚀适应
性评估

劣质原油
防腐解决

方案

RBI/RAM

设备失效
分析



重点针对炼化企业装置安全仪表系

统误动作引起的非计划停车，研究安全

仪表系统合理设置与可靠性等功能安全

技术，形成基于危险与风险分析的确定

安全仪表功能及降低风险水平（即安全

完整性等级）的技术方法，满足生产装

置稳定运行需要。

主要研发项目：

3.安全仪表完整性评估技术（SIL)

乙二醇装置安全仪表系统SIL等级评估技术应用

煤气化制甲醇装置Hazop分析与SIL等级评估



应用定性定量故障诊断技术，开发石化装置安全运行指导系统，实现对

生产过程监控与故障诊断，从根本上提升装置的安全等级，为操作人员的现

场安全操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依据。系统在燕山石化延迟焦化等10余套生产装

置上线运行，事故隐患成功处置率和装置平稳率得到明显提升。

延迟焦化装置安全运行指导系统开发

化工园区事故预警与现场动态监测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开发

KPI指标约束下“
超球”数据模型设备原始海量实时数据 设备的“超球”数据模型

4.在线安全运行监测预警与操作技术



针对石油化工行业雷击危害的特殊性开展

系统研发，提出针对油田、油库、加油站等不

同类型企业的雷电危害防护技术。

浮顶储罐雷电流安全泄放技术

二次密封新型橡胶刮板装置研发

导向管与浮盘绝缘装置装置研发

基于无线传输蜂窝布局探测器的雷电预警系统

研究成果已经在镇海国家石油储备基地、黄

岛油库等多座大型原油罐区应用，有效避免了雷击

着火事故。

5.雷电危害控制技术



6.静电危害治理技术研究

针对化工过程部分粉体、液体反应过程的静电起电以及绝缘体静电放电等问

题，结合具体的工艺情况，提出静电危害治理成套技术，消除或减少静电对安全

生产的影响。

研制成功油品电荷密度在线监测系统，量程

达到0～±60μС/m3，精度达到0.1μС/m3，

在济南油库付油平台开展了现场安装测试，

可持续检测到油品付油过程中电荷密度的变

化，为有效控制油品静电危害提供了源头性

数据支持。

反吹风系统在系统内18家企业的40个聚烯烃

料仓中得到应用，消除了静电隐患。

研制了粉体静电消除器，成功的在齐鲁石化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中试装置上应用。

静电消除器



7.HSE检测检验技术

根据事业部和企业要求，构建了典型化工装置有机气体泄漏检测、泄漏量评估、

装置修复和维修后评估的一系列标准和操作程序，开发了化工装置泄漏气体检测数据

管理平台，为集团公司制定化工装置泄漏管理规范及生产企业持续开展LDAR提供了

支撑。

承担的项目：炼油装置LDAR标准化技术研究与应用、典型化工装置泄漏检测与

尾气治理技术研究、芳烃装置设备泄漏修复与管理控制技术研究等。



借助化学事故物证提取与鉴定平台，构

建化学事故物证提取、事故现场监测检验、

化学品与化学反应危险性分析与实验模拟等

专业实验室和人才队伍，打造国际一流的化

学事故物证提取与分析鉴定实验室，满足了

国家安监部门事故调查需求，持续提升事故

分析与研究的水平。主要研发项目：

大连“7.16”爆炸火灾事故调查等

典型危险化学品事故分析与预防研究

化学事故物证提取与分析鉴定平台建设（国

家安监总局立项）

8.事故调查与分析鉴定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事

故应急响应平台，负责组织中国

石化及各分公司应急指挥系统的

建设。

作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

海油三大石油公司应急救援联动

协调小组秘书处，负责应急资源

共享数据库建设，为应急救援联

动提供技术支持。

9.应急救援技术

围绕化学事故管理和应急响应，重点研究化学事故应急响应、应急平

台解决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等多元化的产品和技术。



基于大型原油储罐和长输管道事故特

点，建设大型石化设施燃爆模拟实验场，

开展大型储罐全面积火灾和大管径长输管

道爆炸实验，形成消防灭火成套装备，构

建大型原油罐区和长输管道重大事故风险

指标控制体系，全面提升大型罐区和管道

的安全管理水平。主要研发项目：

高温重质油储罐燃爆特性与灭火实验研究

加油站埋地油罐火灾燃爆事故实验研究

罐区消防系统可靠性评估及火灾扑救技术

研究

10.化学品燃爆事故模拟与消防技术



11.炼油火炬工艺安全研究

针对石油化工火炬系统的安全环保要求，建立火炬系统评估和研发平

台，研究火炬系统的泄放安全、燃烧安全以及火炬系统节能减排技术，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炬系统产品。

开发了炼油火炬系统信息动态数据库；开

展了炼厂火炬系统防回火相关的工艺设施

理论计算研究

完成新型火炬燃烧监测技术——火焰离

子探测技术的实验室开发和现场试验测试

编制完成管理规定《中国石化炼油火炬

安全运行管理指导意见》

地面火炬燃烧器传焰研究



《中国石化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

环境政策法规及环境管理体系研究

三维电极污水处理技术研发

研发了气浮式溢油回收分离装备，形成了

海上溢油回收分离成套技术

研发雷达溢油监测技术，搭建了胜利油田

海上溢油监测平台

建立了海上溢油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海上

溢油、化学品水体泄漏风险评估方法

12. 环保政策法规研究与环境污染应急技术

针对中国石化产业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风险控制、应急处置等方

面的难点、热点及关键问题，开展法律、法规及标准应对策略前瞻性研究

，筛选国内外环保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二次创新与技术集成，形成适

合于中国石化的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

处理量为10吨/小时的油水分离器



自主研发的油库油气回收系统打破了国外

产品在技术及产品价格上的垄断。为奥运

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空气质量保障作出了

贡献。已在油库、加油站、码头推广应用

近150余套。

研发出适合于空间有限、低浓度、间断排

放的罐区恶臭气体处理的恶臭吸附处理系

统，使炼化企业罐区恶臭排放指标满足国

家标准要求。

13.有机气体回收处理技术

研发适合于油库、加油站、码头、栈桥、石化工艺中间过程的有机气

体回收成套技术，帮助企业满足国家环保相关标准要求。



建立了系统的适用于石化炼油装置的化学毒物、粉尘、噪声、高温的职业

危害风险分级方法体系，从作业岗位和作业场所二个层面研究了适用的风险评

估技术，作业岗位既考虑了吸入化学毒物职业危害风险，又考虑了皮肤接触/吸

收化学毒物职业危害风险，在国内第一次创新性提出将作业方式固有暴露指数

引入暴露等级的评估，并将风险评估矩阵应用于职业危害风险评估中。

作业现场职业危害因素防控状态及防控能力评估

个体防护用品使用及维护虚拟现实模拟系统

急性中毒事故应急救援虚拟现实模拟演练系统

职业危害因素工程治理措施筛选与评估技术

个人防护用品筛选与效能评估技术

苯系化合物职业危害评估与防护成套技术

员工身心职业健康监护技术

14.职业危害评估与防控技术



14.HSE风险评估技术

作为我国安全行业风险评估领域的优势单位，

先后编制了《化工企业定量风险评价导则》、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应用导则 》、

《化工企业保护层分析（LOPA）应用指南》等

国家、行业标准及多部专著；研究成果已在南

化、金陵石化水煤浆气化装置、炼油火炬系统

和液态烃球罐区等专项安全评价项目中推广应

用。主要研发项目：

典型炼油装置事故分析与保护层研究

催化裂化装置HAZOP分析应用推广研究

石化企业
HSE风险评
估与控制

HAZOP、
LOPA

液态烃储
罐等专项

评价

安全合规
性评价

职业病危
害评价与

控制



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HSE管

理方法、工具、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

为企业HSE管理提供咨询、监理、认证和

应用服务支持。

“中国石化HSE管理系统” 实现了中国石

化HSE管理的系统化、标准化和数字化。研

发的中国石化HSE管理平台在镇海炼化、河

南油田和河南石油等多家试点企业上线运行，

效果良好。

研发了HSE移动应用系统和配套的7英寸

Android防爆手持终端（EXPad），并在浙

江石油、河南石油和燕山石化开展了试点应

用。

15.HSE管理科学



16.HSE培训

现有50余人的专兼职培训教师队伍，根

据不同行业、不同板块企业的实际特点，采

取课堂授课、演示性实验、虚拟培训、实际

演练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模式，开发了面向

高层的理念培训、面向管理人员的方法培训

、面向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等系列化标准培

训项目。

（1）三维数字化培训系统：燕山开停车、

应急演练培训系统

（2）直接作业环节培训：直接作业环节培

训系统、安全培训视频与教材

（3）体验式培训：移动式受限空间作业安

全培训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