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作业指导书

引言

01总则

为指导规范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安全受控，防止次生事故的发生，中国化工

施工企业协会特制定本指导书。

02基本原则

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规范拆除作业程序，严格拆除前的安全生

产条件确认，加强对拆除作业过程的安全管控，防止化工装置拆除施工发生各

类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

1.范围

本指导书规定了化工装置拆除作业前、作业过程及作业完毕的程序要求。

本指导书适用于具有化工装置拆除施工能力等级的企业、需要拆除化工装置的企

业、政府安全监管和相关方。

2.述语和定义

2.1化工装置

本指导书所指化工装置涵盖油田地面设施、石油（气）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

生物化工、医药化工、国防化工等有机和无机化工厂、园区的车间或者全工厂、园区

等。

2.2拆除



是指对建成并已运行及正在运行的废旧化工装置、过火化工装置、事故损毁化工

装置等，以及建成尚未运行需整体关停整治的化工装置拆除。

2.3拆迁

是指对化工装置拆卸后异地安装继续使用。

3.化工装置拆除施工风险特征

化工生产所使用的原材料、中间体、产品等绝大部分是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化

工工艺流程复杂，塔、釜、槽、罐等设备较多，各类管道纵横交错，事故损毁及过火

化工装置事故后部分结构存在不稳定性。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3.1火灾风险

爆炸（火灾、泄漏）事故后、正常（紧急）停车后由于化工装置清洗、置换不彻

底，装置很可能残留有易燃易爆物质未清理干净，拆除动火时有可能发生次生火灾、

爆炸事故。

3.2中毒风险

设备或管道内的有毒有害物质未清理或未置换干净，个体防护用品未能有效穿戴，

拆除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溅（溢）出造成人员中毒。

3.3灼烫风险

装置内残留的酸、碱等腐蚀性化学物质溅出造成人员灼烫。

3.4坍塌、物体打击风险

过火或损毁后的砼（钢）结构、化工设备等存在不稳定性，拆除过程中因结构受

力不均造成结构坍塌或部分小构件掉落造成物体打击事故。



3.5高处坠落风险

拆除高、大设备或在平台上、孔洞边、不稳定结构、管道支架上拆除作业时，防

护措施不到位，有可能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3.6环境污染风险

装置过火损毁后，遗留、废弃的危险化学品处置不当，有可能发生残留有害气体

泄漏等环境污染事故。

3.7石棉及其制品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拆除时石棉制品处理不当，有可能对人造成健康危害。

3.8触电危险因素。

拆除过程可能存在触电等危险因素。

4.化工装置拆除的基本安全要求

针对化工装置拆除施工作业的特点，必须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拆除作

业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4.1建立拆除安全领导组织机构，由工厂（业主）牵头，安全专家、技术专家及拆除

施工方的相关人员组成；

4.2选择拆除施工合格供应商企业进行拆除作业；

4.3制定拆除安全管理制度；

4.4拆除作业危害识别与确认；

4.5拆除作业方案的编制及审核、批准；

4.6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及交底；



4.7现场的安全警示标识；

4.8作业工艺条件的确认；（包括：化工介质排除、清扫、吹扫、置换情况；与全厂

系统的物理隔断情况）

4.9实行“作业许可证”制度；

4.10每一个工艺系统（包括公用、工艺）设备（管线）首次打开条件确认；

4.11作业现场全程安全监护，由业主、监理及施工三方负责；

4.12定期、定人、定岗安全检查监督；

4.13建立日作业安全记录档案，每日安全例会制度。

5.化工装置拆除的工作职责

5.1工厂（业主）方职责

5.1.1负责装置事故后拆除前处置及拆除过程中的全面组织协调和监督；

5.1.2办理装置拆除有关手续；

5.1.3落实具有拆除施工能力的队伍；

5.1.4组织制定拆除方案；并对拆除方案组织相关技术、生产、安全、环保专家等

方进行审核；

5.1.5化工装置事故后危险物料的处置；

5.1.6装置危险物处置完成后，对装置进行清洗、置换；做好装置的安全隔离工作；

5.1.7负责拆除过程中的安全监管；

5.1.8处置拆下的设备设施及材料。



5.2拆除施工方职责

5.2.1制定装置拆除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拆除方案；

5.2.2对拆除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

5.2.3对已清洗、隔离、置换、残余物料处理、配电系统处置等工作完成后，配合

业主联合验收，合格签字确认后进入拆除程序；

5.2.4拆除过程中严格执行动火、吊装、登高等作业办理作业票制度；

5.2.5加强对拆除现场的安全监管；

5.2.6做好安全警示标识、标志，落实对拆除现场安全措施及监护。

5.3监理方的职责

5.3.1协助业主选择具有拆除施工能力的队伍；

5.3.2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拆除施工组织设计、各专项拆除方案；

5.3.3对施工单位派驻现场的施工人员的资质和设备能力进行审查；

5.3.4审查拆除装置危险物料的处置方案；

5.3.5装置危险物处置完成后，；做好装置的安全隔离工作进行监管；

5.3.6参与作业工艺条件的确认；（包括：化工介质排除、清扫、吹扫、置换情况；

与全厂系统的物理隔断情况）

5.3.7参与每一个工艺系统（包括公用、工艺）设备（管线）首次打开条件确认；

5.3.8拆除过程中全程安全监管；



5.1.9监督拆下的设备设施及材料的处置。

6.化工装置拆除流程

6.1建立安全拆除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拆除作业的安全管理和组织领导，在拆除作业开始前成立专门的领导小

组，明确各自职责，包括：

6.1.1拆除指挥组：由熟悉拆除装置的管理人员组成，具体协调指挥现场所有拆

除工作。负责办理各种作业票证，负责确认拆除物质、区域的标识，负责现场施工条

件的确认；指挥组以业主人员为主，施工单位参与，监理单位监管。

6.1.2拆除协调组：由设备管理相关专业部门承担，负责拆除全过程管理，控制

工程进度，协调工厂方与施工单位的关系，监督拆除施工方案的执行，并做好拆除物

质出厂证办理工作；以业主人员为主，施工单位参与，监理单位监管。

6.1.3拆除调度组：负责拆除装置内物料、共用工艺管线系统的检查、排放吹扫、

确认工作，确保装置具备拆除条件；以业主人员为主，施工单位参与，监理单位监管。

6.1.4拆除技术组：负责现场设备、管线等拆除条件的确认，施工方案编制，安

全技术交底，负责各种技术资料的整理和交付；以施工单位为主，业主指导，监理单

位监管。

6.1.5拆除安全组：负责拆除施工作业期间的安全工作，对施工安全、用电、动

火、设备内作业等全面安全管理，对施工方案进行确认。以施工单位为主，业主指导，

监拆单位监管。

6.2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针对装置拆除安全管理的特点，施工单位应制定实施专门的装置拆除“现场安全

管理规定”、“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规定”、“现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现场设备内作业安全管理规范”、“现场起重作业安全管理规范”等专业安全规范，

为拆除作业现场管理提供依据。

6.3拆除作业风险及危害识别

6.3.1施工单位在装置拆除作业前必须进行危害识别并编制《危害风险源识别表》，

危害识别按照区域模块和作业模块的划分分别进行。区域模块的危害识别重点分析系统自

身存在的危险因素，如装置、设备、管道内存有的危险物质；作业模块的危害识别重点分

析每种作业形式自身存在的风险，如动火作业造成火灾、高处作业造成坠落、设备内作业

中毒等；要针对不同区域的工艺特点对不同作业形式的潜在危险进行具体分析。

6.3.2通过危害识别，明确每个区域模块内潜在的危害，为编制整体拆除方案提供依据。

6.3.3针对整体危险识别中确定风险度较高的作业风险项目，对作业过程进行危险分析，

评价具体作业可能存在的风险，必须有专业人员制定专项拆除方案。

6.3.4危害识别工作要贯穿在拆除作业全过程，在每一项作业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危害识

别，并充分考虑物的不安全因素和人的不安全行为。

6.3.5规范拆除工作程序

为使拆除工作安全、有序的进行，应规范从装置停车到拆下设备、管道、材料的

处置等整个拆除过程的工作程序，按“5W1H”责任清单来明确每个环节都要做哪些工

作，由哪个部门或哪个人来做。工作程序一旦明确下来，参与拆除工作的部门、人员

都要严格按要求去做。

7.事故后危险物料的处置

7.1由于爆炸（火灾）或损毁后的化工装置一般属于非计划性停车，应对停车后的

拆除装置遗留下来的原料、中间体、废料等危险化学品情况进行评估、梳理、统计，

形成清单后报技术部门，由业主技术部门组织生产、安全、环保等职能部门及有关车

间进行评审，明确具体的处置方案。对于可回收、利用的原料、中间体等，由生产部



门调配到其他装置使用，对于无法使用、报废的危险物料，办理危险固废转移手续，

交给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防止危险废物失控流向社会。

8.对拆除装置进行清洗、置换

8.1装置内危险物料处置完成后，业主生产车间在清洗、置换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制

定出详细的清洗、置换方案；

8.2清洗、置换方案要充分结合装置使用危险物料的特性、工艺流程特点及实施清洗、

置换等几方面考虑，识别出整个清洗、置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方案除了要明确清洗、

置换程序、方法、时间、人员及安全作业措施外，还应明确清洗验收标准、验收人员等；

8.3安全部门组织生产、设备、技术等职能部门对清洗、置换方案进行评审，并办理

审批手续；

8.4安排专业清洗公司或装置原操作人员按照审批的清洗、置换方案对装置内能清洗、

置换的设备、设施、管道等进行清洗、置换，并按动火分析标准进行检测分析；

8.5按照“谁清洗、谁置换、谁负责、谁签字”的原则，做好清洗记录，并在清洗、

置换记录上签字；

8.6清洗、置换工作完成后，用盲板进行物理隔离，工段、车间分别取样分析合格后

进行验收，验收人员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监理单位确认。

8.7为防止下水道内残留的危险物料对拆除过程及环境造成影响，在制定装置的清洗、

置换方案时，要明确对下水道的清理、处置方法。车间在对装置进行清洗、置换时，要同

时将下水道清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9.拆除装置的安全隔离

安全隔离包括装置之间、装置内部设备之间两个方面的隔离。



9.1装置之间的隔离是指隔离装置与外系统的联系，在装置清洗前或清洗完成后，将

待拆装置与其他装置连接的所有管道断开或加装盲板，使待拆装置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防止拆除时其他装置内的物料窜入待拆装置，或待拆装置发生事故而影响到其他装置。

9.2装置内部设备之间的隔离是指在装置清洗、置换完毕后，将装置内部设备与设备

之间的连接管道断开，使每一个设备为一个独立的单体。防止在拆除过程中因清洗、置换

不彻底发生事故而造成相互影响。

9.3装置之间的隔离还应包括下水道系统的隔离，为防止公用下水系统对装置内的下

水道造成影响，在对下水道清理完毕后，要将此装置的下水系统与外系统隔离。

9.4在拆除装置划定的边界处使用彩钢板和防火篷布将拆除区域完全封闭隔离，设置

符合要求的消防通道，将连接装置与外界相连的所有工艺系统断开。各种切断条件必须以

书面形式进行确认，确保有效落实。

10.装置拆除施工前的安全验收

为确保装置拆除施工安全，，在装置清洗、隔离、残余物料处理、配电系统处置及隔离

等工作完成后，企业的生产、安全、环保、设备、电气等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按装

置拆除安全验收标准对装置进行拆除施工前的验收，验收合格方可移交给拆除施工单位，

移交要逐个设备、逐条管线进行，并由业主、监理、施工单位签字确认后进入拆除施工程

序。

11.化工装置拆除施工

11.1装置拆除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及审批

拆除施工单位确定后，待拆装置方对施工方制定的拆除方案进行审核，施工单位要根

据专家意见进行完善，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审批后严格执行。

11.2对拆除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



对从事拆除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包括进场和班组安全教育。进场教育是由待

拆装置企业的培训主管部门组织，对其进入拆除现场前的安全教育、安全交底；班组

教育是根据班组承担的工作任务对作业过程中的危险及技术进行告知，三级教育的侧

重点不同。要重点做好进场前的安全交底，要让拆除施工人员知道待拆装置的危险性

所在，存在什么危险因素，可能发生哪些事故，拆除方案中的安全作业措施及事故应

急处置措施等。

对拆除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重点讲解化工厂区应遵守的规章制度，直接作业环

节的安全知识，各车间、装置的工艺特点、危险物料性质。对安全教育并考试合格人

员发放“安全作业许可证”，实行持证上岗。不能用一次性的入场教育代替作业安全

教育，在拆除作业过程中，随时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交底到每一个作业人员，针

对不同区域模块和不同作业形式，由作业现场安全员告知具体作业潜在的危险因素和

注意事项。

11.3实行“作业许可证”制度

各区域模块开工作业前，必须由设备、生产、技术、安全及拆除组在确认已具备作业

条件的情况下，共同签署“开工作业许可证”后方可开工作业。作业过程中严格执行作业

票证制度，由现场拆除指挥组负责各种作业票的办理，并实行作业票证现场会签制度，安

全管理人员每天在作业现场联合办公，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和审批各类作业票证，共同指定、

确认施工范围、作业对象、限制条件，逐项落实安全措施。

11.4作业工艺条件的确认

11.4.1在每项作业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工艺确认，得到工艺人员同意方可开工作业。

11.4.2在每个区域模块内首先选择若干各系统最底点，采用拆卸法兰的方式拆除管线

（如没有法兰必须使用手锯锯开连接管线），排空系统内残存的物料，排放出的物料集中回

收处理，并经吹扫、清理处理后方可进行作业。

11.4.3作业前必须由专业检验人员进行可燃气体分析，确保合格。

11.5 拆除施工作业一般顺序



11.5.1 为降低拆除作业风险，以工艺单元、设备坐落位置为依据，针对不同的作

业形式，。将拆除作业划分为相应模块，可以分为动火作业模块、高处作业模块、设

备内作业模块、起重作业模块、临时用电模块等。

11.5.2拆除施工作业基本顺序为：先外后里、先上后下、先小后大、先易后难；

先仪表电气、后管道、再机械、钢结构；逐条进行，边拆除、边清理、边运输。根据

以上原则，确定拆除整体步骤如下：

（1）现场和设备上的仪表拆除；

（2）设备及管道上的仪表拆除；

（3）电器设备拆线及现场开关类的控制器拆除；

（4）设备上的外接管路及各部位管道拆除；

（5）设备上的易损件及大型部件拆除；

（6）设备本身拆除；

（7）设备的支撑梁或钢平台拆除。

11.5.3 拆除施工前，将所有的塔、罐、容器及物料管线必须先打开人孔，然后用手锯

在最底点断口，进行分析确认，测报合格后方可进行拆除施工。

11.5.4大型设备拆除前应先检查拆除范围内地下管网走向及地上井口位置，在地下管

网走行的地面范围内，禁止停放大型吊车或大吨位拖车，以防止造成地下管网的损坏。地

上井口位置要加以覆盖并设立明显标记，防止大型车辆压坏井盖。

11.5.5设备及储罐容器拆除前，先将相连管线断口，所有断口全部用盲板盲断，待分

析合格后方可拆除。设备的拆除原则上采用整体拆除。较大设备可解体的进行解体拆除。



11.5.6储罐及其他容器拆除前要对容器进行分析，合格后可动火拆除的进行解体拆除；

禁止动火的进行整体拆除，所有需清洗的设备，拆除后将管口封闭，运至相关部门清洗。

11.5.7管线拆除，要求所有物料管线全部使用手锯断口，在拆除前，必须经有关人员

确认，并分析合格后进行拆除，原则上不动火拆除。

（1）所有物料的管线，用手工使用钢锯拆除。

（2）无物料管线，如需动火拆除，提前提出申请，经有关部门确认并批准后，并具备

动火条件方可动火。

（3）在拆除管廊上与生产系统平行的管线需要配合吊车进行拆除，以防止管线拆除过

程中碰到运行管线。

11.5.8钢结构拆除采用解体拆除，所有钢结构拆除必须在设备、管线拆除后方可进行，

拆除前须经有关人员的确认，同意后方可进行。

12.拆除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12.1 拆除施工中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工、机具，并有切实的安全措施；

12.2 现场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特别是针对不同情况配备如防毒面

罩、防护眼镜、防酸手套、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等；

12.3 现场配备相应数量的消防等应急器材；

12.4 配备现场医务人员及救护车；

13.拆除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13.1对拆除作业实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安全监护，抽调具有丰富生产检验的人员或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现场作业监督，对安全监护人员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及考试，实行持

证上岗。

13.2严格安全检查监督，拆除过程中，拆除指挥组、安全组严格做好作业现场的安全

监管，每天各专业管理人员进行不间断的安全检查，定期组织各部门进行联合检查，通过



检查制止违章行为、发现安全隐患和潜在危害，及时协调解决拆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

报检查发现的违规行为，督促拆除施工单位落实安全作业措施。

13.3作业环境安全管理，随时清理拆除落地的设备、钢结构及保温材料等杂物，存放

指定地点，并及时清运出拆除现场，保持安全消防通道畅通，拆除过程中形成的孔洞、边

沿应加装盖板或护栏，并设置警示标志，撒漏现场的物料要及时清理干净，拆除现场的排

污管道、下水系统必须封堵，防止污染物进入地下污水管网。

13.4装置拆除作业现场严格杜绝交叉作业，主要包括上、下作业面的交叉作业、不同

作业项目的交叉作业，防止发生工具、特别是拆除部件、材料落料，造成对人身的伤害。

13.5每天召开施工例会，由各作业组负责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建设单位等参加，

共同制定每天的作业计划，讨论研究作业方案，协调拆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遇到重大问

题由各单位主要领导参加，解决作业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确保拆除作业项目的安全有序进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