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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储运安全策略研究
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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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液化石油气的应用日趋广泛，受到了社会普遍关注。在使用液化石油气时，一大问题就

是储运安全问题。受液化石油气本身易燃易爆等特征影响，在储存和运输液化石油气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基于此，本

文在探讨液化石油气特性的基础上，对其储运方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说明，并就可能产生的安全事故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以

期在具体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证储运安全。影响液化石油气的风险因素十分多样，在开展运输储存工作之

前有必要开展相应的研究。

关键词：液化石油气；运输储存；安全管理；工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X9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30/j.issn.2095-6657.2022.18.054

在现代生活和生产领域中液化石油气有着广泛的应用，但

由于受自身性质和运输、储存条件的影响，液化石油气极易发

生爆炸事故，在现实中因石油气而发生爆炸和火灾的事故数量

非常多，往往引发严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1]。为了降低安

全事故的发生率，及时化解安全风险，必须做好石油气储运的

安全管理工作，必须针对液化石油气储运管理的关键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并科学规划储运空间和工作流程，以此来提高油气

储运的效率。当前，我国的石油气产量和需求量大幅增加，国

家也非常重视对石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明确指出，相

关储运工作人员应当坚持从细节出发，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

并及时创新储运技术和方法，以化解各项安全风险 [2]。

1  液化石油气的储运方式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民用燃料，是在炼制石油

的过程中由多种低沸点气体组成的混合物，具有高质量和高热

值的优点，其对环境的污染和废气排放都远远小于煤炭，因而

在现代工业体系和居民生产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由于液化石油

气的内容组成物十分丰富，因而其储运方式也十分复杂多样。

总体来看，液化石油气的储运就是将石油气从气源地和生产场

所运送到相关的供应地的一个过程，其储存和运输条件都十分

苛刻，需要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综合考量液化石油气的数量、

运输距离、储存环境和条件、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最终形成

最佳储运方案 [3]。

1.1 液化石油气的储存

在液化石油气的生产和供应链条中，储存十分关键，对于

存储的方式和储存量大小都要综合考量，具体影响因素包括气

源地距离、储存量大小和用户实际需求、供气站点规模等多方

面。可以按照石油气的形态，把储存的方法分为常温压力和低

温常压储存等多种形式。从空间上划分，石油气的储存形式主

要包括地层岩穴、地下金属罐和地上金属罐储存等 [4]。

这些储存形式都与石油气的分布状况和具体使用要求紧密

相关，一般说根据不同的使用情景选择不同的储存形式，如为

了提高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储存效率，对液化石油气进行常温压

力液态处理，各类运输液化石油气的槽船、气罐车等都能运输。

而大量的液化石油气储存，一般是石油气生产企业需要考虑的

问题。地层岩穴储存形式在储存量和成本投资方面较其他形式

优势较大，但合适的储存点非常少。而地下金属罐储存主要包

括全压力式储存和全冷冻式储存两种形式。一般来说其受地面

条件限制，但具有施工简便、结构简单、站点选址难度小等优点，

一般为供气站点所选择，但地上的金属罐储存受气温影响较大，

在炎热的夏季或高温地区需要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 [5]。

1.2 液化石油气的运输

为了将液化石油气从生产站点运输到供应基地并供相关的

用户使用，生产企业会通过各种运输方式运送石油气，包括铁

路运输、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等几种方式。在选择运输方式和

设计运输方案时，首要任务就是根据石油气供应地的产量规模

和运输主体、实际交通条件和目的地情况、经济投入等来选择

恰当的运输方式。

管道输送主要是通过修建气体管道的形式来输送石油气，

能够长时间不间断地输送石油气，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管道运

输的定性和成本优势巨大，但是管道运输的初期投资成本较大，

需要划分大量的资金成本以铺设管道并设置气化站。在日常使

用石油气的过程中，能通过管道的形式直接通往用户家中，方

便用户使用。

铁路运输即采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运输石油气，铁路运输

适用于长距离运输，能够满足较大的运输量需求。但铁路运输

对生产地的交通运输条件有一定的需求。其中槽车是最主要的

火车运输工具，灵活性强，能够将液化石油气运输到较远地区。

但铁路运输在具体的运行调度和管理上都存在很大的难度，也

对专用线路的建设和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适用范围具

有一定限制。

公路运输是交通发达地区常用的运输方式，汽车槽车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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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工具，汽车槽车的运载量相对较小，在运输调度上便于

协调，十分灵活，能够适应小型石油气站点的需求，但是槽车

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对于一些大型的石油气站点来说，采用

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的成本都更小，而公路运输方式可以作为

辅助手段。公路运输的槽车类型主要包括活动槽车、固定槽车

和半拖式槽车三种类型。

水路运输主要是通过水路槽车或是槽船的形式开展，一般

来说河运的承载量小于海运。海运的运载量巨大，完全能够满

足国际运输的需求，有时其运载量能达到数万吨。海运槽船的

运输技术较为成熟，也能够适应大量运载石油气的需求，因此，

在交通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大力发展水路运输。

2  液化石油气储运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分析

2.1 爆炸着火危险

因液化石油气本身具有易燃烧易爆炸的特性，极容易产

生爆炸着火危险。液化石油气是石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液体

化合物，由丙烯、丙烷、丁烯以及丁烷等多种烃类化合物组成，

这些易燃液体导致液化石油气极易发生燃烧甚至爆炸，如果

温度过高，或者罐体受到挤压碰撞，都很容易出现燃烧和爆

炸事故。一般来说，液化石油气会先发生爆炸再燃烧，由于

液化石油气的热值非常高，一旦燃烧爆炸其火势将非常凶猛。

数据显示，石油气爆炸产生的破坏力是煤气的 5 － 6 倍，强

烈的爆炸会瞬间产生明火，并迅速席卷周围的可燃物，火势

蔓延速度快，不易扑灭，由此产生的火灾损失也更大。同时，

液化石油气还容易导致人员中毒麻醉。液化石油气本身无色

透明，是含有烃类气味的液体，如果液化石油气泄露挥发，

在空气中的浓度超过 1% 就会对人体有害，如果浓度超过

10% 将会使得长时间接触的人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包括呕吐

昏迷等，甚至导致人的死亡。而液体石油气本身极易流淌并

在空气中挥发，经过气化作用，一升液体石油气可挥发出超

过 250 升的气体，不仅会使得空气中石油气的浓度超标，严

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更会产生静电等，如果遇见明火，将

会瞬间引发火灾和爆炸。

2.2 装卸及充装液化石油气危险

一般来说，石油气非常容易膨胀，而在运输过程中石油气

常以液体的形式出现，铁路运输、槽车运输和槽船运输都是对

石油气进行液化处理，其需要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将石油气液化

为液体，因而运输装置一般具有一定的压力，目的就是保证石

油气始终保持在液体的状态，并能在加压装置的作用下顺利到

达供应站点。这就使得液化石油气的装卸和充装都面临着巨大

的风险，不仅需要保证作业环境的相对稳定，更对充装的温度

有着严格要求。实践证明，高温场所不适合开展石油气的装卸

和充装工作，如果盲目进行，可能会导致充装容器内部的压力

过大，最终导致严重的爆炸事故。同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

操作规程进行装卸作业，在装卸时需要科学作业。而为了保持

石油气的气压稳定，在工艺管道中常会设置加压泵和安全阀等，

而运输所使用的油罐车和槽车槽船在结构上也具有一定的特

性，能够有效避免问题发生。

2.3 人为因素风险

人为因素风险就是工作人员的不规范和不安全行为所导致

的风险。人为操控在液化石油气的储运和装卸过程中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人为风险因素是主观的，常常表现为操作工人的疏

忽和漠视，最终造成严重的事故，导致无法挽回的事实。在液

体石油气的装卸和运输中，人工操作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工作，

如果运输人员在运输过程中未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或者

在日常检查中未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就会导致事故发生。且

液化石油气的储存和管理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严格按照

相应的要求建设和使用罐装容器、运输车辆等也会导致问题

产生。

具体来说，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类

型：一是不规范操作，生产纪律松散。因石油气生产、运输

具有特殊性，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范进行操作，并严格参

照相关工作标准进行，但许多员工的安全操作意识并不强，

甚至忽视安全生产，未能将相关的工作制度落实。二是技术

水平低。一些石油气经营单位并未制定合理的人员准入和操

作管理制度，未能严格落实对人员的管理培训，导致一些员

工在具体操作中不仅不懂得操作规程和安全规范，更难以及

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缺乏对操作设备的科学认识，最终导

致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三是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对待工

作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不强。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未能规范，

相关质量监管和安全生产责任人员也未能及时纠正员工的错

误行为，导致出现各种问题。

3  液化石油气储运的安全策略

3.1 运输防火防爆对策

为了提高液化石油气的安全运输水平，切实做好储运管理

工作，必须落实相应的管理策略，从风险问题的根源着手，做

好运输防爆。

首先，在运输的装置容器上，要确保装载液化石油气的容

器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在严格遵循国家《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的基础上对石油气的储罐、钢瓶、槽罐车等进行定

期检验检测，以确保装置的安全技术条件等都符合相应的安全

运输标准，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在保证液化石油气稳定运输的

基础上避免因装置缺陷而出现的爆炸或者火灾事故。

其次，要做好运输中的装载转运管理。要做好液化石油气

的仓储环境建设和安全管理工作，在严格遵循建筑安全和防火

相关规范的基础上设计仓库，并确保仓库环境的开阔与通风，

保持仓库环境的稳定性，从而避免液化石油气气瓶在储存过程

中因碰撞或静电等而发生爆炸，最后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再次，要做好安全运输管理体制建设。为了保证安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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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运输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工作符合安全规章制度，必须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标准制定相应的安全行为准则，制定科学

的行为和实施步骤，从而保证安全运输和安全使用，从企业的

战略高度树立对安全操作的重视。

最后，在具体的运输过程中，相关的运输人员应当严格遵

守国家关于液化石油气运输的法律规定，并严格按照法定的运

输量、对运输交通工具的具体规定来装载液化石油气。如果在

运输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安全隐患，相关运输人员要及

时通知相关部门，并做好应急处理工作。

3.2 储存防火防爆对策

液化石油气的储存面临着多重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

气体泄漏和碰撞而产生的爆炸燃烧风险，因此，针对液化石油

气的存储，必须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首先，关于储存仓库的

地理位置选择一定要综合考量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应

当尽可能选择地势平坦开阔、地质稳定的地带建设仓库，应当

尽可能远离居民区和工厂区，并将储存液化石油气的储罐等装

置置于风口的下方或侧方，并且在仓库外部构建防护墙，要依

据相关安全标准设置符合规定的安全防火间距，从而有效避免

火灾事故蔓延。

同时，为了保证液化石油气储存环境的稳定，必须严格控

制储存环境的温度和压力，保证液化石油气始终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具体实施包括建设配置冷水喷淋设备和安全阀、紧急

切断阀、压力温度液位远传等安全设施，以标准的设计、规范

的建设和科学的管控来有效杜绝风险。

针对液化石油气储存站点设计的功能分区，要将生产区和

辅助区进行严格区分，如将储罐区、压缩机室、烃泵室、附属

气瓶库、槽车装卸台和栈桥设置为生产区域，将生活区、办公室、

值班室等设置为辅助区，让生产区域与辅助区域的功能相互配

套并相互区别，分别满足相应的安全质量标准，以此来做好安

全管理与风险防范。

在日常管理与维护中，必须定期定点开展检修工作，保证

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完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检查处理并

立即上报，有效化解风险。同时应当做好安全设施和消防设施

建设三同时工作，要配备各类安全设施，并开展好人员培训活

动，使之知悉各类设备的使用技巧，在事故发生后能够第一时

间启动安全防范应急预案，从而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有效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

3.3 人为风险防控对策

人为风险来源于从事液化石油气生产、储存和运输的工作

人员，为了有效防控人为风险，避免因管理人员的疏忽或者操

作不当而出现的严重安全事故，必须做好人力风险化解和管控

工作。

首先，必须在全体员工中树立安全生产意识，要通过安全

宣传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在员工中树立安全

操作意识，帮助他们科学地认识液化石油气的特性和可能出现

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掌握相关的管理规范。要通过专业

学习活动来进一步提升员工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针对

液化石油气的运输和储存管理做好管理制度建设和技术规范建

设，形成相应的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并确保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工作规范进行操作，其行为要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同时，要针对员工的应急处理能力开展培训，对于液化石

油气销售企业来说应急处理培训非常关键。企业必须从战略层

面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在日常的管理中不断落实，应通过

定期演习的形式来提升员工的应急处理能力，以此锻炼工作人

员对风险的识别和处理能力，从而有效规避风险。

最后，要将安全操作培训和落实情况纳入对员工的考核体

系中，围绕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建立安全生产考核制度，并将

员工的实践表现、安全意识树立情况、对应急预案的演习和落

实情况、工作业绩等纳入考评体系中加以量化，从而激发员工

参与培训和落实安全生产的积极性。为了有效防范人为风险，

在日常管理、安全管理和培训活动等方方面面，都要落实对人

员的教育和考核，以此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工作氛围，鼓励安

全生产。

4  结语

综上所述，引发液化石油气安全事故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任何管理上的疏漏都可能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本文从运输、

储存和人员管理三大方面着手，在对液化石油气的储存和运输

方式进行详细介绍后，对安全事故的成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各项风险得到了有效的防范。

在此基础上，今后，还要加强对石油气从业人员的培训工

作。要坚持培养储运人员防范和化解风险、处理应急事故的能

力，以此来提高对液化石油气的储存和运输管理水平，尽可能

减少事故的发生率，从而以科学的管理防范风险、消除隐患，

促进液化石油气产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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