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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应急管理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应急管理厅、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贵阳市

应急管理局、黔南州值守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黔南州应急管理局、贵州省劳动保护科学技术研究院、贵

州龙里鑫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思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顺新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天福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市修文县皖黔能源开发技术有限公司、贵州醇立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万源、张强星、程化鹏、龙玉国、陈忠贵、何世禹、胡玲利、罗开、高俊、

赵朝阳、赵芳芳、陈朝体、王飞、向阳、姚崇灿、龚元松、曾明秀、郭钰杰、王松、雷林、舒平、陈雪、

田峰波、张湘磷、邓成文、戴年根、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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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安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基本规定、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

站、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运输及配送、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用户储存及使用、信息化系统、安全运行管理和

职业卫生的相关安全技术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以甲醇为主体配制成的醇基液体燃料，供居民、商业等民用用户热力燃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类型与参数

 

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525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 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 15322.1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2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2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603 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

GB/T 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GB 16663 醇基液体燃料

GB/T 175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GB 18265-2019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T 21447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GB 30000.7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7部分：易燃液体

GB/T 37433 低功率燃油燃烧器通用技术要求

GB 39800.2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2009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1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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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

GB 50650 石油化工装置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759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技术标准

GB 50914 化学工业建（构）筑物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HG/T 20584 钢制化工容器制造技术规范

HG/T 20592 钢制管法兰（PN系列）

HG/T 20610 钢制管法兰用缠绕式垫片（PN系列）

HG/T 20613 钢制管法兰用紧固件（PN系列）

HG/T 20614 钢制管法兰用、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系列）

JT/T 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SH/T 3004 石油化工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SH/T 3097 石油化工静电接地设计规范

SH/T 3501 石油化工有毒、可燃介质钢制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 3022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标准

SH/T 3099 石油化工给水排水水质标准

SY/T 6784 钢质储罐腐蚀控制标准

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以甲醇为主体配制成的醇基液体燃料，供居民、商业等民用用户热力燃烧使用。 

 3.2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  

具有储存原料、产品和调配、灌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功能的场所。 

 3.3 

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 

储存、经营和配送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场所。 

 3.4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  

用于盛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常压钢瓶。 

4 基本规定 

产品质量要求 4.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其产品质量应满足GB 16663和其他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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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瓶要求 4.2 

4.2.1 钢瓶液相和气相管口应设置在钢瓶顶部封头位置，所有管口均设置切断阀；液相进液管和出液

管应独立设置且使用密封性能良好的专用接头，液相管应伸入距钢瓶内最低位置 20 mm；气相管分为气

相回收管和气相平衡管，气相平衡管应设置吸气阀和阻火器；钢瓶应有防止内部压力≥0.1 MPaG 的泄压

措施。 

4.2.2 钢瓶应为常压容器，单个钢瓶灌装净重量应小于 50 kg。 

4.2.3 钢瓶材质选用牌号不低于 S35350 的不锈钢，性能应保证对介质的腐蚀率＜0.05 mm/年，瓶体钢

板厚度不应小于 1.0 mm。钢瓶性能还应满足 GB 12463 中有关运输包装性能试验的有关要求。 

4.2.4 钢瓶上应张贴或牢固悬挂灌装标志，至少应标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和醇含量； 

b) 灌装净重量（单位：kg）； 

c) 灌装时间（年、月、日）； 

d) 产品标准编号； 

e) 灌装单位名称、地址及电话； 

f) “禁止食用”、“禁止倒置”、“禁止叠放”字样及警示标志。 

4.2.5 灌装标志应含二维码或电子标识，可快速识别以上灌装信息，在灌装、配送、用户使用、回收

等环节实现全过程信息追溯。 

建设规模等级划分 4.3 

4.3.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按照储罐总容积分为三级，且应按表 1进行划分。 

表1 调配站的等级划分 

（单位为m³） 

等级 调配站储罐计算总容量 V 

一级 3000≤V＜15000 

二级 1000≤V＜3000 

三级 V＜1000 

4.3.2 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按照燃料总重量分为两类，且应按表 2进行划分。 

表2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分类 

（单位为吨） 

名称 燃料总重量 m 

Ⅰ类站 3＜m≤10 

Ⅱ类站 m≤3 

注： 燃料总重量按实瓶个数和单瓶灌装净重量的乘积计算。 

除钢瓶外接触甲醇或醇基液体燃料的材质要求 4.4 

4.4.1 金属材料宜选用碳钢、不锈钢，不宜使用铝及铝合金、镀锌材料等； 

4.4.2 非金属材料宜选用氢化丁腈橡胶、氯丁橡胶、氟橡胶、缩醛树脂、尼龙、聚丙烯、聚四氟乙烯

等材料，不宜使用聚氨酯、聚苯乙烯泡沫等接触甲醇燃料溶胀严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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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 

选址要求 5.1 

5.1.1 站址选择应根据建设规模、地域环境、厂站各区的功能及作业性质、重要程度，以及可能与邻

近建（构）筑物、设施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综合考虑站址的具体位置，并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

防火安全和职业卫生的要求，且交通运输应方便。 

5.1.2 站址应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不应选择在有土崩、断层、滑坡、沼泽、流沙及泥石流的地区和

地下矿藏开采后有可能塌陷的地区，并宜位于邻近城镇或居民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5.1.3 应选在不受洪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带；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一级调配

站防洪标准应按重现期不应小于 50年设计，二、三级调配站防洪标准应按重现期不应小于 25 年设计。 

5.1.4 与站外居住区、公共建筑物、工矿企业、交通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的规定。 

表3 调配站与站外居住区、公共建筑物、工矿企业、交通线防火间距 

（单位为m） 

序号 调配站设施名称 
调配站

等级 

站外建（构）筑物和设施名称 

居住区和公

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国家铁路线 

工业企业铁

路线 
道路 

1 地上罐组 

一 80（40） 40 50 25 15 

二 70（35） 35 50 25 15 

三 50（35） 30 50 25 15 

2 其他甲 B、乙类液体设施 

一 60（40） 30 38 20 15 

二 53（35） 26 38 20 15 

三 38（25） 23 38 20 15 

3 

埋地卧式储罐；采用醇

气回收设施的槽车卸车

设施 

一 40（40） 20 25 15 15 

二 35（35） 18 25 15 15 

三 25（25） 15 25 15 15 

注1：表中的工矿企业指除调配站以外的企业。其他甲B、乙类液体设施指醇气回收设施、调配装置、灌瓶设施等

设置有易燃和可燃液体、气体设备的设施。 

注2：表中的防火间距，储罐区应从储罐外壁算起；装卸设施应从作业时鹤管或软管的管口中心；其他设备布置

在房间内的，应从房间外墙轴线算起；设备露天布置的（包括设在棚内），应从设备外缘算起；工矿企业，

应从建筑外墙轴线或设备外缘。 

注3：表中括号内数字为调配站与少于100人或30户居住区的防火间距。 

注4：甲B、乙类液体储罐及工艺设施距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 m。 

5.1.5 调配站的储罐区与架空通信线路（或通信发射塔）、架空电力线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

倍杆（塔）高；调配站的汽车罐车装卸设施、其他易燃可燃液体设施与架空通信线路（或通信发射塔）、

架空电力线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 倍杆（塔）高；以上各设施与电压不小于 35 kV 的架空电力线

路的间距不应小于 30 m。 

5.1.6 调配站的围墙与爆破作业场地的间距不应小于 300 m。 

5.1.7 非调配站用的站外埋地电缆与站区围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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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布置 5.2 

5.2.1 调配站的总平面布置，宜按生产区和辅助区分区布置，各区内的主要建（构）筑物或设施，按

表 4的规定布置。 

表4 调配站各区内的主要建（构）筑物或设施 

序号 分区 主要建（构）筑物或设施 

1 生产区 储罐区、灌装间、卸车设施、瓶库、检瓶间、醇气回收处理装置、事故水收集池、调配装置等。 

2 辅助区 
消防泵房、变配电间、机修间、器材库、化验室、污水处理设施、柴油发电机间、空气压缩机

间、办公用房、辅助用房等。 

5.2.2 调配站内建（构）筑物、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储罐与储罐之间的距离除外），不应小于表 5

的规定。 

表5 调配站站内建（构）筑物、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m） 

序

号 
建(构)筑物和设施名称 

民用

醇基

液体

燃料

调配

装置 

民用

醇基

燃料

灌装

间 

可燃

液体

罐车

卸车

设施 

民用

醇基

液体

燃料

瓶库 

消 

防 

泵 

房 

（区） 

露天

变配

电所

变压 

器，柴

油发

电机

间 

独立

变配

电间 

办公

用房、

中心

控制

室、宿

舍、食

堂等

人员

集中 

场所 

有明

火及

散发

火花

的建

（构）

筑物

及地

点 

站区

围墙 

其 

他 

建 

（构）

筑 

物 

1 
地上立

式储罐 

V＞5000 15 19 15 20 26 25 25 38 26 11 19 

1000<V≤5000 11 15 11 15 23 19 19 30 26 7.5 15 

V≤1000 9 11 9 11 19 15 11 23 26 6 11 

2 地上卧式储罐（V≤100） 9 11 8 11 15 15 11 23 25 6 11 

3 埋地卧式储罐（V≤50） 7 8 6 8 15 15 8 18 20 4.5 8 

4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调配装置 
— 12 15 12 30 15 15 30 20 10 12 

5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灌装间 12 — 11 12 12 20 15 40 30 10 12 

6 可燃液体罐车卸车设施 15 11 — 11 15 15 11 23 23 11 11 

7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瓶库 12 12 11 — 20 15 12 40 30 5 12 

注1：表中V指储罐单罐储量，单位为m³。 

注2： “—”表示没有防火距离要求。 

注3：调配站应设置醇气回收设施。 

注4：当调配装置设置在室内时，可与灌装间和瓶库合并为一栋建筑，之间间距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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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区道路 5.3 

5.3.1 一级调配站储罐区应设环形消防车道；二、三级调配站宜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当条件受限或设

置环形消防车道有困难的，可设置尽头式消防车道。   
5.3.2 调配站储罐区的消防车道应沿储罐区长边设置，且储罐至少应与 1 条消防车道相邻。尽头式消

防车道应设置面积不应小于 15 m×15 m 的回车场。 

5.3.3 消防车道与防火堤外堤脚线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3 m。 

5.3.4 生产区运输车道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6 m，消防车道路面宽度不应小于 4 m；各类车道的净空高度

不应小于 5.0 m，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12 m。 

5.3.5 一级调配站生产区通向站外道路的车辆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且宜位于不同的方位。受地域、

地形等条件限制时，二级、三级调配站可只设 1处车辆出入口。生产区的车辆出入口宜直接通向站外道

路，也可通过辅助区接站外道路。   

5.3.6 运输易燃、可燃液体等危险品的厂区内部道路的坡度不应大于 6%；厂区内部其他道路坡度不应

大于 8%。 

竖向布置及其他 5.4 

应符合GB 50074的有关规定。 

工艺及设备 5.5 

5.5.1 调配宜采用管道混合器，也可采用调配罐等设备将各类原料按一定比例混合配制。 

5.5.2 钢瓶灌装应采用计重灌装系统，钢瓶灌装系数不应大于 0.9，灌装前应采用惰性气体吹扫，吹

扫管道应伸至瓶底，吹扫气体量不应小于钢瓶容积的 3倍，且惰性气体最高工作压力应小于 0.1 MPaG。 

5.5.3 卸车、调配和灌装过程应设置醇气回收系统，按 GB/T 50759 的有关规定设置。 

5.5.4 汽车罐车不应向钢瓶直接灌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5.5.5 储罐、其他容器的设计应符合 HG/T 20584 有关技术规定。 

5.5.6 储罐宜采用地上储罐，地上储罐应采用钢制储罐。 

5.5.7 地上卧式储罐的单罐容量不应大于 100 m
3
；当采用埋地卧式储罐时，单罐容量不应大于 50 m

3
。 

5.5.8 地上立式储罐单罐容积大于 200 m
3
时应采用内浮顶储罐，单罐容积小于等于 200 m

3
时可采用固

定顶储罐；当采用固定顶储罐或地上卧式储罐时，应设置氮气密封保护系统，且应密闭回收处理罐内排

出的气体。 

5.5.9 地上罐组内的储罐不应超过 2 排；两排立式储罐的间距不应小于 5 m，两排直径小于 5 m 的立

式储罐及卧式储罐的间距不应小于 3 m。 

5.5.10 埋地卧式储罐，应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或政府有关环境保护法令、法规要求采取防渗漏措

施，并具备检漏功能。 

5.5.11 除以上规定外，地上储罐、埋地卧式储罐的设计和布置应符合 GB 50074 的有关规定。 

5.5.12 储罐区防火堤应符合 GB 50351 的有关规定。 

5.5.13 可燃液体输送泵宜选用屏蔽泵或磁力泵。 

储罐附件 5.6 

5.6.1 固定顶储罐或卧式储罐通向大气的通气管管口应装设带阻火器的呼吸阀。 

5.6.2 采用氮气密封保护系统的储罐应设事故泄压设备，应符合 GB 50074 的有关规定。 

5.6.3 储罐进液不应采用喷溅方式。储罐的进液管从储罐上部接入时，应延伸至距罐底 50 mm～100 m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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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储罐附件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074 的有关规定。 

调配站工艺管道 5.7 

5.7.1 工艺管道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16 的有关规定，属于压力管道的应符合压力管道相关安全技术要

求。 

5.7.2 工艺管道宜地上敷设，根据需要局部地段可采用充沙封闭管沟敷设。 

5.7.3 金属工艺管道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道之间及管道与管件之间应采用焊接连接； 

b) 管道与设备、阀门、仪表之间采用法兰连接时依据 HG/T 20592、HG/T 20610、HG/T 20613、

HG/T 20614 应采用带颈对焊法兰、带内环和对中环型的金属缠绕垫片和专用级高强度全螺纹

螺柱与Ⅱ型六角螺母的组合，当采用螺纹连接时需确保连接强度和严密性； 

c) 位于爆炸危险区域内输送可燃介质的管道，当每对法兰和螺纹接头间电阻值大于 0.03 Ω时或

法兰螺栓数量小于等于 4个时，应采用金属导体跨接； 

d) 管道焊接应符合 GB 50236 的有关规定； 

e) 与储罐等设备连接的管道，应使其管系具有足够的柔性，并满足设备管口的允许受力要求。 

5.7.4 输送可燃液体的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无缝钢管应符合 GB/T 8163 或 GB/T 14976 的有关规定；

管件应符合 GB/T 12459 的有关规定。 

5.7.5 调配站工艺管道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074 的有关规定。 

5.7.6 钢质管道的施工及验收应按 SH/T 3501 中有关规定执行。 

管道和储罐的防腐 5.8 

5.8.1 钢质管道和储罐应进行外防腐。防腐设计应符合 GB/T 21447 和 SY/T 6784 的有关规定。 

5.8.2 与土壤接触的钢制储罐外表面，防腐设计应符合 SH/T 3022 的有关规定，且防腐等级不低于加

强级。 

建筑防火 5.9 

5.9.1 灌装间、瓶库、调配间可合并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同功能的房间之间应设置无门、窗、孔洞

的防火墙。 

5.9.2 装间及附属瓶库，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建筑。 

5.9.3 瓶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瓶库应为单层建筑，且不得建地下或半地下室。库房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3.5 m； 

b) 当瓶库为封闭式建筑时，瓶库应设外开门。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 100 m
2
的钢瓶堆放间，门的

数量不应少于 2个，门宽不应小于 2 m； 

c) 瓶库应设置斜坡式门槛，门槛应选用非燃烧材料，且应高出室内地坪 0.15 m； 

d) 瓶库地面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 

e) 瓶库内不应设置办公室、休息室等； 

f) 瓶库应根据运输车辆高度设置装卸平台； 

g) 空瓶和实瓶应分区存放。 

5.9.4 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防火、防爆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筑物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b) 门窗应向外开； 

c) 建筑应采取泄压措施，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d) 地面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并应符合 GB 5020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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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灌装间、调配间和瓶库等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承重结构应采用钢筋混

凝土或钢框架、钢排架结构。钢框架和钢排架应采用防火保护层。 

5.9.6 建（构）筑物的结构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应符合 GB 50914 的有关规定。 

供暖通风及绿化 5.10 

5.10.1 调配站的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应符合 SH/T 3004 和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5.10.2 调配站内的绿化布置及植物选择应符合 GB 50489 的有关规定。 

给排水及事故水收集 5.11 

5.11.1 给水的水质应符合 SH /T 3099 的规定，且洗眼器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有关规定。 

5.11.2 调配站的排水，应采用分流制排放。废水及初期雨水应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未被污染的地面

雨水可采用散排排放；在站区围墙处集中设置排放口，应在围墙内设置水封井。储罐区防火堤内的含醇

废水管道引出防火堤时，应有雨污分流措施。 

5.11.3 站区内应设置漏醇及事故污水收集系统，事故污水收集池宜布置在生产区地势较低处。 

5.11.4 事故收集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事故水量应包含事故时泄漏的物料量、消防产生的消防废水量、事故时遇到的雨水量以及事

故时进入系统的工艺废水量； 

b) 设有事故收集池的罐组应设导液管（沟），使溢漏液体能顺利地流出罐组并自流入存液池内； 

c) 事故收集池距防火堤的距离不应小于 7 m； 

d) 事故收集池和导液沟距明火地点不应小于 30 m； 

e) 事故收集池应有排水设施。 

消防设施 5.12 

   

 

  

a) 埋地卧式储罐，可不设泡沫灭火系统，但应按本文件第 5.12.5 条的规定配置灭火器材； 

b

5.12.1 调配站应设消防水，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GB 50016 和 GB 50974 的有关

规定。

5.12.2 调配站的储罐泡沫灭火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地上储罐应设置低倍抗溶泡沫灭火系统。储罐的泡沫灭火系统设置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罐容量大于 500 m
3
的地上立式储罐或总容量大于 1000 m

3
的地上立式罐组，应采用固定

式泡沫灭火系统； 

2) 单罐容量小于或等于 500 m
3
液体地上立式储罐可采用半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 

3) 地上卧式储罐和单罐容量不大于 200 m
3
的地上立式储罐，可采用移动式泡沫灭火系统； 

c）泡沫灭火系统设计流量应按系统扑救储罐区一起火灾的固定式、半固定式或移动式泡沫混合液

量及泡沫液混合比经计算确定，并应符合GB 50151的有关规定。 

5.12.3 地上储罐应设固定式消防冷却水系统。 

5.12.4 灭火器材配置符合以下要求： 

a) 调配站站内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 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b) 调配站主要场所的灭火器、灭火毯、灭火沙配置数量不少于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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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调配站主要场所灭火器、灭火毯、灭火沙配置数量 

场所 灭火器 
灭火毯（块） 

灭火沙（m
3
） 

二级及以上调配站三级调配站 

地上罐组 按储罐台数，每台设置 2 具 MF/ABC8 型干粉灭火器 6 2 2 

埋地罐组 按储罐台数，每台设置 2 具 MF/ABC8 型干粉灭火器 4 2 1 

卸车场地 每个卸车设施应设置不少于 2具 MF/ABC8 型干粉灭火器 6 2 1 

灌装间、瓶库、

检瓶间、调配间 

按建筑面积，每 50 m
2
设置 8 kg、1 具，且每个房间不

应少于 2 具，每个设置点不宜超过 5 具 
6 3 1 

供配电 5.13 

5.13.1 调配站内消防水泵及消防应急照明的供电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2 中二级负荷的有关规定。

其他电气设备的供电系统可为三级负荷。 

5.13.2 调配站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可采用专用的一回路线路供电和柴油发电机供电。 

5.13.3 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自备发电机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

防设备房应设置备用照明，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备用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

不应小于 180 min。 

5.13.4 重要消防低压用电设备的供电应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或配电箱处实现自动切换。消防系统的配

电及控制线路应采用耐火电缆。 

5.13.5 调配站主要生产作业场所的配电电缆应采用铜芯电缆，并采用穿钢管埋地或电缆沟充砂敷设，

局部地段确需在地面敷设的电缆采用阻燃电缆。 

5.13.6 电缆不应与易燃和可燃液体管道、热力管道同沟敷设。 

5.13.7 调配站站内可燃液体燃料设备、设施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电气设备选型及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应符合 GB 50058 有关规定。 

防雷及防静电  5.14 

5.14.1 调配站内具有爆炸危险建筑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中第二类防雷建筑物的有关规定。 

5.14.2 可燃液体罐体应设防雷接地装置，并应符合 GB 50650 的有关规定。 

5.14.3 防雷接地装置的电阻值，应按 GB 50074 和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执行。 

5.14.4 储罐、泵、生产装置及低支架和架空敷设的管道应采取静电接地，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 SH/T 

3097 的有关规定。 

5.14.5 在生产区入口和爆炸危险区域的入口应设置安全有效的人体静电消除器；装卸区域应设置罐车

静电接地措施。 

自动控制 5.15 

5.15.1 可燃液体储罐的液位、温度、压力测量信号应具有远传和就地显示功能，应传送至控制室集中

显示，并具有超限报警功能。同一储罐至少配备两种不同类别的液位检测仪表，远传的液位应具备联锁

功能。 

5.15.2 可燃液体输送泵出口管道设压力测量仪表，压力测量仪表应能就地显示。 

5.15.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涉及有可燃液体泄漏的场所，应设置具备现场声光报警功能的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器，且

应符合 GB/T 50493 的有关规定； 

b)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系统的指示报警应设在控制室等有值班人员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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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独立设置。 

5.15.4 仪表及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的供电线路应安装抗浪涌器件，并采用 UPS 不间断电源供电，UPS

的后备电池组应在外部电源中断后提供不应少于 30 min 的交流供电时间。 

5.15.5 调配站应设置信息管理系统，宜具备数据采集与监控功能。 

电信 5.16 

5.16.1 调配站流动作业的岗位，应配置防爆型无线通信设备。 

5.16.2 电视监视系统的监视范围应站区全覆盖。电视监控操作站设在控制室。视频监控资料保存期限

不应少于 90 天。 

6 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 

基本要求 6.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不应露天存放。瓶库内的钢瓶应按实瓶区和空瓶区分区存放。Ⅰ类、Ⅱ类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的瓶库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建筑。 

Ⅰ类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 6.2 

6.2.1 选址应远离国家重要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市区和居住区。 

6.2.2 Ⅰ类站出入口一侧可设置高度不低于 2 m 的不燃烧体围墙，围墙下部 0.6 m 应为实体；其余各

侧设置高度不低于 2 m 的不燃烧体实体围墙。瓶库距离围墙间距宜不小于 5 m。 

6.2.3 Ⅰ类站的瓶库与站内修理间或办公用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 m，与站内主要道路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10 m，与站内次要道路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 m。 

6.2.4 Ⅰ类站应符合 GB 18265 中“危险化学品仓库”的安全技术有关要求。 

6.2.5 Ⅰ类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 7规定。 

表7 Ⅰ类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m） 

名称 瓶库 

高层民用建筑、重要公共建筑 50 

裙房、其他民用建筑、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25 

甲类仓库 20 

厂房和乙、丙、丁、戊类仓库 

一、二级 12 

三级 15 

四级 20 

电力系统电压为 35kV~500kV 且每台变压器容量不小于 10 MV·A 的室外变、配电站，工业企业

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5t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 
25 

铁路 

（中心线） 

国家线 40 

企业专用线 30 

站外道路路边 20 

架空电力线（中心线） 1.5 倍杆高 

架空通信线（中心线） 1.5 倍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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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 6.3 

6.3.1 不应选址在国家重要设施附近、人员密集场所、居住建筑内。 

6.3.2 四周宜设置不燃性实体围墙，或下部实体部分高度不低于 0.6 m 的围墙。 

6.3.3 当Ⅱ类站由瓶库和营业室组成时，两者可合建成一幢建筑，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 

6.3.4 Ⅱ类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 8规定。 

表8  Ⅱ类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的瓶库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m） 

名称 瓶库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20 

重要公共建筑、高层民用建筑 12 

其他民用建筑 6 

甲类仓库 20 

厂房和乙、丙、丁、戊类仓库 

一、二级 12 

三级 15 

四级 20 

道路（路边） 
主要 8 

次要 5 

架空电力线（中心线） 1.5 倍杆高 

架空通信线（中心线） 1.5 倍杆高 

Ⅰ类、Ⅱ类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的瓶库 6.4 

6.4.1 瓶库应为单层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6.4.2 封闭式瓶库应采取泄压措施并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且门窗应向外开。 

6.4.3 封闭式瓶库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并应采用防爆轴流风机，通风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正常工作时，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6次/h确定； 

b) 事故通风时，事故排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于 12次/h 确定； 

c) 不工作时，通风量应按换气次数不少 3次/h确定。 

6.4.4 室内照明灯具、开关及其他电气设备应符合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6.4.5 配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并与风机联锁。 

6.4.6 瓶库应设置全覆盖的视频监控系统。 

6.4.7 瓶库内不应设置办公室、休息室等。 

6.4.8 瓶库门外应设置人体静电消除器。 

6.4.9 瓶库应设置斜坡式门槛，门槛应选用非燃烧材料，且应高出室内地坪 0.15 m。 

6.4.10 瓶库地面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面。 

6.4.11 进入配送站车辆应设置阻火器。 

6.4.12 空瓶和实瓶应分区存放。 

其他要求 6.5 

6.5.1 非营业时间无人值守的Ⅱ类站瓶库内存有瓶装醇基液体燃料时，应设置远程无人值守安全防护

系统。 

6.5.2 Ⅰ类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应设置洗眼器，洗眼器设置应符合本文件 11.5 条要求。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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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应设置应急处置用的清洁水源。 

6.5.3 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应配置灭火器设施，灭火器设置应符合本文件 5.12.4 条要求。 

7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运输及配送 

配送站上游的运输 7.1 

7.1.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运输应符合 JT/T 617 的规定。 

7.1.2 从事运输的驾驶人员应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准驾资格证，押运人员应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押运资格证。运输车辆除驾驶员、押运员外不应有其他人员搭乘。 

7.1.3 运输的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应做固定处理，不应倒放、叠放。 

7.1.4 运输车辆不应装载除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作业工具和应急器材以外的其他货物。 

7.1.5 运输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的装卸宜采用液压升降尾板方式进行，也可使用高平台等方式作业。 

钢瓶用户配送 7.2 

7.2.1 当采用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配送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应满足本文件 7.1 条的有关规定。 

7.2.2 配送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的其他车辆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车身应喷涂警示色（如黄色）和安全警示标识；车身印制“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车”、经

营企业名称、电话和核载重量或者数量，加装危险品三角顶灯； 

b) 配送半径不应超过 20 km； 

c) 配送车速不大于 20 km/h； 

d) 配送车辆应配备 2具 MF/ABC4 型干粉灭火器； 

e) 应配备 GNSS 定位功能； 

f) 瓶装配送车辆装载应当符合核载重量，不应超载； 

g) 车辆停靠时应采取防止溜车的措施； 

h) 车辆应配置静电拖地带； 

i) 应采购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布目录中的车辆，并按《机动车

登记规定》注册登记，不应使用厢体封闭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运输。驾驶人员应当取得

所驾车辆相应的驾驶资格证； 

j) 经营企业应当为运输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车辆购买国家规定的保险； 

k) 用以配送民用基液体燃料的车辆必须由经营企业统一管理，承担相应责任，无经营许可资质

的企业不应配送醇基液体燃料； 

l)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人员应进行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m) 配送人员作业时，应穿戴如棉布工作服等不易产生静电的劳动保护用品； 

n) 配送车辆驾驶员的通信确保在线； 

o) 钢瓶堆码应平稳、整齐，堆码高度不得超过运输车辆围板、挡板高度。 

钢瓶配送装卸要求 7.3 

7.3.1 配送钢瓶应单层竖放并固定，不应倒放、叠放。 

7.3.2 配送装卸时不应摔碰、滚动搬运钢瓶，避免与其他坚硬的物体碰撞，应轻拿轻放。 

7.3.3 配送到目的地后，放置钢瓶的地面应平整，防止倾倒或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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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服务及管理 7.4 

7.4.1 配送站应制定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服务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设置配送车辆及人员标志

标识，明确配送服务相关安全要求。 

7.4.2 配送站应建立完善用户服务系统，与用户签订燃料供应合同，对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准

确记录用户实名销售、用户使用钢瓶编号、位置、钢瓶出入库、钢瓶出入用户等相关信息。 

7.4.3 配送人员在配送同时，应向客户提供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使用说明、应

急处置等宣传材料，并向用户宣传安全使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知识，做好安全使用提示。 

7.4.4 配送就位后，应核对用户使用信息，对用户安全使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好

记录。 

7.4.5 配送人员不应私自在家中、车库、租用房屋等违规场地存放钢瓶，以及相互倒瓶灌装瓶装民用

醇基液体燃料。 

7.4.6 在配送过程中发现钢瓶泄漏、燃烧等险情时，配送人员应就近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处置。 

8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用户储存及使用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用户储存 8.1 

8.1.1 不应在大型商业城市综合体、高层民用建筑、地下室、半地下室、起居室等场所储存和使用民

用醇基液体燃料。 

8.1.2 居民用户使用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存量不应大于 50 kg。 

8.1.3 商业和集体用户使用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料总重量不应大于 800 kg； 

b) 当燃料总重量大于 200 kg 时，未使用的钢瓶应设置在独立储瓶间内。 

8.1.4 商业和集体用户使用瓶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储瓶间应设置在相对独立，不影响人员疏散的位置； 

b) 不应设置在楼梯间或贴邻楼梯间的部位；  

c) 独立储瓶间不应堆放其他杂物，通风良好； 

d) 储瓶间应设置防止液体溢散的门槛，门槛应选用非燃烧材料，门槛内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 1

个最大钢瓶的容积； 

e) 独立储瓶间按规范要求设置带声光报警功能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并具备远传报警功能；

可燃气体探测器选用应符合 GB 15322.1，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高度宜距离地面 0.3 m～0.6 m； 

f) 独立储瓶间的电气线路及设备应符合 GB 50058 要求； 

g) 应按储瓶间面积每 50 m
2
配置不应少于 2具 MF/ABC5 型干粉灭火器；储瓶间面积小于 50 m

2
时，

按 2具 MF/ABC5 型干粉灭火器配置； 

h)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人员需定期与用户对独立储瓶间进行检查，并认真做好记录； 

i) 独立储瓶间外醒目位置应张贴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警示标识及警示语； 

j) 储瓶间应采用砖墙和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墙和楼板耐火极限应满足 GB 50016 有关要

求。 

8.1.5 设在室外的钢瓶应放置在通风良好且便于搬运的地方，放置应牢固可靠，应设置防雨防晒设施

和粘贴安全警示标识。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使用管道 8.2 

8.2.1 钢瓶与灶具之间连接管应采用带防护套的不锈钢波纹软管，应符合 GB/T 14525 要求，接头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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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连接或卡套连接，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管道连接处，不应使用绝缘材料作为密封措施，必须使用的，

应设置专用的静电跨接线。输送民用醇基液体燃料不锈钢波纹管的使用寿命不超过 3年。 

8.2.2 输送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超过 5 m 的管道应沿墙或架空敷设，不应穿越卧室、卫生间、堆放易燃

易爆品的房间、有腐蚀介质的房间、发电间、配电间、变电室、通风机房、计算机房、电缆沟、暖气沟、

烟道和风井等与民用醇基液体燃料使用无关的房间及地方。 

8.2.3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钢瓶与炉具连接管道穿过建筑物隔墙时设置防护套管。 

用户使用安全 8.3 

8.3.1 不应采用向钢瓶内加压缩气体和自流的方式向燃烧器具供液。 

8.3.2 使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房间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商业和集体用户可燃气体探测

器选用应符合 GB 15322.1，居民用户可燃气体探测器选用应符合 GB 15322.2，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高

度宜距离地面 0.3 m～0.6 m。   

8.3.3 使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场所，应按面积每 50 m
2
配置不少于 2 具 MF/ABC5 型干粉灭火器；面

积小于 50 m
2
时，按 2具 MF/ABC5 型干粉灭火器配置。 

8.3.4 同一房间内不应使用两种或以上的燃料。 

8.3.5 用户不应以任何方式私自向钢瓶内灌装醇基液体燃料或其他燃料。 

8.3.6 任何用户只能使用符合本文件要求的钢瓶，不应使用其他材质的容器盛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灶具安装 8.4 

8.4.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灶具应符合 GB/T 37433 的要求，应配置熄火保护装置。 

8.4.2 钢瓶与灶具之间间距不应小于 1 m（有隔墙除外）。 

8.4.3 灶具与墙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100 mm。 

8.4.4 灶具的边缘与木质门、窗、家具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200 mm。 

8.4.5 由配送单位和用户共同对灶具、电器等相关设施定期进行检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8.4.6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管路与灶具连接安装后，用户应进行泄漏检查。 

9 信息化系统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应建立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应具备民用醇基液体燃料9.1 

灌装、配送站储存、配送、用户使用、钢瓶回收、钢瓶检测等环节全过程信息追溯功能；数据保存期限

不应少于 1年，且应异地实时备份。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追溯管理信息系统和电视监视系统应具有接入所在地相关监管部门业务信息9.2 

系统的接口。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监测、监控和车辆定位系统应接入有人值守的营业室内。 9.3 

10 安全运行管理 

企业安全运行管理 10.1 

10.1.1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和配送站应依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含有

“醇基液体燃料”许可品种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10.1.2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配送站的储存场所应按照 GB 15603 进行管理。 

10.1.3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配送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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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及运行、维护、抢修等操作规程； 

b) 建立用户使用档案； 

c) 建立用户设施报修制度、用户宣传制度、用户日常安全检查制度等； 

d) 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e) 建立购销台账、醇基液体燃料经营档案，数据保存不应少于 1年； 

f) 对每位用户入户安全检查每半年不应少于 1次。 

10.1.4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站应对钢瓶壁厚、外观及附件（阀门、吸气阀、阻火器、泄压阀）等进

行全面检测，检瓶前应对钢瓶内余液集中回收。第一次检测为新瓶使用后的第 4年，之后每 2年检测一

次，当检测壁厚低于 1.0 mm 时判定为不合格且不应继续使用。钢瓶本体出现凹陷，或不能直立放置，

或阀门歪斜等明显变形的，应当返修。无法恢复到设计指标的钢瓶应当报废。吸气阀等附件按不低于半

年一次的频率检查有效性和完整性。 

10.1.5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应定期对员工进行事故预防、急救知识的培训。 

10.1.6 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应与用户签订《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安全使用责任书》，并出示含有“醇

基液体燃料”许可品种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对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终端用户按本文件进行安

全评估，未达到安全使用条件的不应供应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并指导和帮助用户及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

进行整改。 

10.1.7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应具备安全技术说明书、产品合格证。并在民用醇基液体燃料包装（包括外

包装件）上粘贴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安全技术说明书应符合 GB/T 16483 和 GB/T 17519 相关要求；

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符合 GB 15258 和 GB 30000.7 相关要求。 

用户安全管理 10.2 

10.2.1 应使用符合标准要求的燃烧器具。 

10.2.2 钢瓶、管路等设施检查泄漏时不应使用明火照明。 

10.2.3 发现室内设施和燃烧器具异常，及时关闭阀门，并及时通知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 

10.2.4 钢瓶出现渗漏时，应立即停止使用，按照应急处置要求阻止泄漏，及时通知民用醇基液体燃料

经营单位进行处置。 

11 职业卫生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应配备符合 GB 39800.2 有关要求的个体防护装备。作业人员应按要11.1 

求穿戴防护用品。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应负责对员工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建立职业卫生监护档案。 11.2 

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经营单位应配有应急用药品箱。 11.3 

调配、灌装民用醇基液体燃料的场所，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公示栏，公布职业病防治相关规章制度、11.4 

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在

醒目位置设警示标识。作业场所甲醇的职业接触限值应符合要求。 

距调配站的储罐区、灌装间、卸车设施、瓶库、调配装置等场所 15 m 范围内应设置洗眼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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