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生产的“血液”——原油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应用原油的国家之一。地壳上层部分地

区有原油储存。原油也称石油，是多种烃类（烷烃、环烷烃、芳香烃）

的复杂混合物，并含有少量的硫、氧和氮的有机化合物。不同地区所

产原油的组成成分和外观可以有很大差别。

原油经直接蒸馏或二次加工过程，可制得汽油、煤油、柴油、润

滑剂、石蜡和沥青等，并可利用石油产品制成溶剂、树脂、塑料、合

成橡胶、合成纤维等。

【理化特性】

原油是一种从地下深处开采出来的可燃性黏稠液体，带有刺激性

气味，颜色为黄色、褐色乃至黑色，其胶质、沥青质含量越高颜色越

深。性质因产地而异，多数密度为 0.8～1.0 g/cm3，黏度范围很宽（有

的 50℃运动黏度为 1.46 mm2/s，有的却高达 20000 mm2/s），凝固点

差别很大（-60～30℃），沸点从常温到 500℃以上，闪点-20℃～100℃，

爆炸极限 1.1%～8.7%。不溶于水，溶于苯、乙醚、三氯甲烷、四氯

化碳等有机溶剂。

【燃爆危害】

易燃，蒸气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

起燃烧爆炸。

案例 1：一家专业清洗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进入油罐内进行人工

清除残余淤渣作业。作业中发现淤渣排放槽与料斗的连接位置不正确，



站在料斗附近的一名工人想通过打磨排放槽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打

磨时产生的火花点燃了排放槽中的可燃混合气引起回火，火焰烧进油

罐车的顶部，当场将油罐内的两名工人烧死。

事故原因： ①在允许人员进入油罐之前，没有在油罐车内做气

体检测以确定环境是否安全；②没有消除清淤作业点附近的火源（例

如，打磨作业产生的火花）；③在整个清淤作业期间没有提供合格的

消防措施。

原油淤渣会散发出可燃气体！

案例 2：某公司 402#原油储罐（直径 46m，高 19.3m，总容量为

30 000 m3）于 1995 年投入使用，一直未检修。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中

央雨排管破漏、蒸汽盘管泄漏，计划安排进行大修。为准备大修，将

罐内原油倒空停用。由于多年使用，罐底残留水、泥、沙、油等沉淀

物高 0.4m 左右。罐底清理工作交由专业公司进行。在作业过程中，

该公司职工在防爆区域使用了不防爆的电气开关，在停泵时开关产生

的火花遇油泥挥发出并积聚的轻组分，发生了爆燃，导致火灾发生。

在防爆区要使用防爆等级达到要求的器材！

【活性反应】

与硝酸、浓硫酸、高锰酸钾、重铬酸盐等强氧化剂接触会剧烈反

应，甚至发生燃烧爆炸。

【健康危害】

原油蒸气浓度高时，吸入后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并可出现头疼、

恶心和头昏等症状。吸入石油开采或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可



引起急性硫化氢中毒。长期和反复接触原油可导致皮肤损害。原油在

分馏、裂解和深加工过程中的产品和中间产品表现出不同的毒性。

【急救措施】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

吸氧。如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行心肺复苏术（如为硫化氢中毒，禁止

作口对口人工呼吸）。参照急性硫化氢中毒处理。

【包装与储运】

包装标志：易燃液体。

用油罐、油罐车、油船、铁桶、塑料桶等盛装，盛装时，切不可

充满，要留出必要的安全空间。储存于阴凉、通风处，储存温度不超

过 37℃。远离火种、热源，炎热季节应采取喷淋、通风等降温措施。

罐储时要有防火防爆技术措施。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轻装轻卸，防

止容器受损。

【灭火方法】

消防人员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佩戴空气呼吸器，在上风向灭火。

喷水冷却燃烧罐和临近罐，直至灭火结束。处在火场中的储罐若发生

异常变化或发出异常声音，须马上撤离。着火油罐出现沸溢、喷溅前

兆时，应立即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

【泄漏应急处置】

根据液体流动和蒸气扩散的影响区域划定警戒区，无关人员从侧

风、上风向撤离至安全区，消除所有点火源。应急人员应戴全面罩防

毒面具，穿防静电服。使用防爆等级达到要求的通讯工具。采取关闭



阀门或堵漏等措施截断泄漏源。如果槽车或储罐发生泄漏，可通过倒

罐转移尚未泄漏的液体。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泄漏物，防止流入河流、

下水道、排洪沟等地方。收容的泄漏液用防爆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

集器内。用砂土吸收残液。如果海上或水域发生溢油事故，可布设围

油栏引导或遏制溢油，防止溢油扩散，使用撇油器、吸油棉或消油剂

清除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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