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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站着火应急处置演习方案 

为了提高运行人员处理紧急事故的能力，消防人员快速反应处置能力，

避免制氢站因着火导致爆炸造成设备损坏及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发生，为

此建立起在一套完善的快速抢险和应急处理机制，从而保障企业财产及职

工人身安全，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秩序。为了保证演习顺利进行，

特编制此方案，并对演习的过程和处理方法进行总结考评。 

一、 演习内容  

制氢站着火应急处置演习 

二 、演习时间、地点 

2022.04.01 上午 09:30  制氢站 

三 、演习目的 

1、 高效有序地做好电厂制氢站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置作业，避免或最大

程度地减轻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职工和电厂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2、 演习在制氢装置运行期间，氢系统管路发生泄漏并发生摩擦着火后，

考验值班员对事故发生时判断的及时性及分析能力；考验应急人员对制

氢站着火后的处置能力；检验应急人员对着火初期的预控能力，增强运

行人员对制氢站着火后所产生危害的认识程度，提升职工的责任心和自

我保护意识。提高应急人员对事故处理的果断应对能力，如何在最短的

时间内控制、消除火灾，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最大程度降低对人身

伤害及企业的经济损失。 

3、 演习在制氢站着火后，检验运行人员与其它各专业应急小组相互之

间的配合能力；检验应急小组对事故处理过程中的组织协调能力，如何

快速消除火灾，恢复生产。 



4、 同时评估我厂应急准备状态，及时检查应急预案中的不足，及时消

除和完善；检查在执行过程及行动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有助于在今后

的事故处理中及时应对。 

5、 检查应急物资的准备状况，及时进行补充。 

四、安全措施及要求 

1、 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行，当值运行人员必须认真坚守岗位，严守本职

工作，做到生产运行与演习相互区别，不产生干扰。 

2、 各演习人员应严格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

的灭火工作。 

3、 演习人员所使用对讲机的频道与正常运行当值对讲机的频道不可设

置同一频道。 

4、 演习时领导小组成员通讯工具必须保持畅通，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

现场。 

5、 演习人员必须清楚了解制氢站运行状况。 

6、 演习人员必须熟悉制氢站着火后的应对方法及对安全防护用品的使

用。 

7、 在演习过程中，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制氢站。参加演习人员手机不得

带入制氢站。 

8、 制氢站着火，易引发氢气爆炸事故，及时疏散周围人员，避免发生

对周围群众造成伤害事件。 

9、 参与抢险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做好火场受伤人员救护，抢救准

备，必要时，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救援。 

五 、演习内容 



  1、演习前的设备运行方式 

假设#1 制氢装置电解槽正在运行向 #4 氢储罐充氢，电解槽运行压力

3.0MPa，#4 氢储罐压力为 1.4MPa。 

2、现场演习模拟状态 

制氢站值班人员在监盘时发现制氢站在线监测报警仪氢含量超标突然

报警，立即到现场检查发现#1 制氢装置电解槽干燥器出口管处管路泄漏，

并伴有蓝色火苗。值班员立即汇报值长氢站电解槽干燥器氢气出口管着火，

并立即拨打厂内 119 火警电话，并向班长和化学专工汇报，值长向应急救

援领导小组汇报，通知消防队立即赶往现场，并通知安监部、办公室、设

备管理部和生产管理部，汇报生产厂长；化学专工汇报运行部主任现场情

况，并立即赶往现场。 

3、演习方案 

演习期间请演习人员于演习前 10 分钟到达制氢站现场，关闭手机，所

有人员听从演习总指挥刘宪谦专工安排。 

09:30 安监部刘宪谦专工在现场对演习预案进行推演，并对演习过程中

的关键环节进行具体指导。 

09:50 安全总监刘海生现场讲解应急处置演习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安

全生产一定要以人为本，紧急处置过程中值班员作为事故第一发现人一定

要第一时间汇报值长，第一时间通知消防队，调动更充分的救援资源，不

允许一个专业、一个部门明目救援，造成事故扩大化，甚至出现人身伤害

情况。 

10:00 化学专工崔伟强介绍演习基本概况：氢气发生爆炸有三个必备条

件，一是氢气在空气中体积含量在 4-75%之间，二是混合气体必须存放在一



定容器中，三是着火能。引爆能量最低仅为 0.02MJ 的能量。氢气在高速流

动时接触空气会发生氢气着火的情况。 

电解槽氢气泄漏并着火的处理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防止氢气泄

漏空间因氢气聚集发生爆炸，二是电解槽运行中压力高，氢气向外泄漏，

不能降低压力，以免造成回火发生爆炸。因此，处理重点是把泄漏点的火

扑灭，并采取措施防止再燃，然后迅速停机泄压。 

10:03 制氢站值班人员在盘时发现制氢站在线监测报警仪氢含量超标

突然报警，立即到现场检查发现#1 制氢装置电解槽出口总门后逆止门下口

氢气泄漏，漏气声音明显，并伴有蓝色火苗。值班员立即汇报值长：内容

如下着火位置：#1 电解槽氢气出口总门逆止门后；氢气泄漏情况：能听见

氢气向外泄漏的声音；具体情况：能看到蓝色火苗；人员情况:制氢站只有

一人值班，制氢站周围无人员作业；已采取的措施：确认排风扇工作正常，

打开门窗；并拨打厂内消防电话 119。值长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汇报，通知

消防队立即赶往现场。汇报安监部主任和生产厂长制氢站发生着火，请求

启动应急预案。 

10:04 值班员向班长和化学专工汇报电解槽火情情况，班长令值班员立

即关闭#1、2、3、5、6、7 氢气储罐进出口手动门，不要进行其它操作，打

开电解间屋门，确认电解间屋顶风机启动，打开氢站东西大门，撤至氢站

大门外，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氢站。  

10:04 化学专工接到班长电话后立即汇报运行部杨主任，氢站火情情况。 

10:10 应急救援小组人员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由生产副厂长根据现场

情况，下达启动我厂《制氢站着火现场处置应急预案》命令，并安排安监

部立即按照预案通知各个相关部主任紧急处置。 



10:16 化学专工到现场后指挥运行值班人员处置情况并接受任务：安排

班长到氢站外路口看守，禁止人员靠近；巡视氢站周围，停止周围一切施

工、检修、明火作业；其他人撤出氢站门外。 

10:17 化学专工和孙立成与检修人员至电解间查看电解槽火情。 

10:18 化学专工向运行部主任、应急救援组长及相关领导汇报电解槽

火情，分析着火原因并迅速制定灭火方案：电解槽干燥器出口总门后逆止

门下口，发生氢气泄漏，因为电解槽压力大，漏氢速度快，摩擦生热，漏

点处氢气起火。这种情况下要加强室内通风，及时排除未燃尽氢气，防止

电解间氢气浓度大发生爆燃，其次电解槽不能进行任何操作，防止压力波

动造成氢气回火爆炸，只能维持打下电解槽压力并稳定运行。然后三个人

持二氧化碳灭火器从不同方位对准着火点进行扑救，在着火点周围隔绝空

气，使火苗熄灭。然后冷却泄漏部位，防止再起火。迅速停机处理。 

10:20 由应急救援组长向消防队下达灭火命令，消防队负责人接到灭火

命令后，应根据火情迅速选择最恰当的位置，立即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

行灭火，控制火势，直至扑灭，同时加大室内通风，防止室内氢气聚集发

生爆炸。火情扑灭后继续用灭火器或水对漏氢部位降温防止火情复燃。值

班员停止氢罐充氢，电解槽紧急降压至零。着火点 50范围设置隔离带并疏

散周围群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如果制氢站有爆炸声，并可能因爆炸造

成人员伤害时，立即疏散无关人员，扩大警戒区，要消除泄漏区域附近的

所有火源，特别要注意关闭无线通信设备，防止次生事故的发生。如制氢

站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立即启动专项《人身伤亡事故应急预案》。在火情

严重难以控制时，要及时拨打北京市 119 报警求助。 

10:25 制氢站着火已被有效的扑灭并根据现场恢复情况，由运行部主任



向应急救援组长汇报，应急救援组长宣布应急处理情况终止。 

10:25 专业技术组人员（化学专工）负责安排人员检查氢站设备，防止

火情再次出现，检修人员进行消缺，消防人员负责在氢站继续警戒，以防

火情再次出现。 

10:37 氢站火情处理完毕稳定后，各小组汇报人员已清点结束，人员集

合完毕。 

10:50 设备部负责人向应急救援组长汇报现场已处置完毕，缺陷已消除，

系统已正常，请求演习结束。恢复正常生产。应急救援组长宣布演习结束，

进行现场点评。 

八、氢气理化特性和氢气泄漏着火应急处理要点等 

1、氢气理化特性 

氢气：H2，密度 0.07，无色无臭气体，空气中爆炸范围 4.1%—74.1%。

属于甲类危险火灾危险物质，是一种可燃，易爆气体，爆炸范围极广，点

火能量小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或明火即爆炸。气

体比空气轻，在室内使用和储存时，漏气上升滞留屋顶不易排出。 

2、泄漏着火应急处理要点 

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灭火方法及灭火

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切断气源。灭火方法: 喷水冷却容

器，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如有可能，将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漏气

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

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消防退水要集中收集并处理，清查有无危险废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