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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S Zorb 装置焙烧炉 NOx 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一、演练情况

1.演练时间: 2022 年 3 月 3日 13:40

2.演练地点：F301 焙烧炉旁

3.演练形式：实战演练

4.演练目的: 焙烧炉 NOx 泄漏现场应急处置演练

5.演练情景设置：C303 引风机机械故障突然停运并暂时无法恢复，

导致 F301 焙烧炉炉头有大量黄烟（NOx 气体）泄漏。

二、演练情况分析及结论

1.演练准备：

1） 成立指挥小组、救援小组、应急小组、物资组、分析小组把每

个人的职责任务落实到位。

2）参演人员按预案演练方案要求，随时做好现场处置准备，并熟悉

处置程序。

3）物资准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2套)、对讲机 4个、担架一个、医

疗箱一个、警戒绳等。

4）相关人员提前进行预案演练方案培训，提前熟悉程序能够有效完

成上下联络，保证信息畅通，沟通有效性。

2.演练实施情况：

2022 年 3 月 3日 13:40 点，C303 引风机机械故障突然停运并暂时无

法恢复，导致 F301 焙烧炉炉头有大量黄烟（NOx 气体）泄漏，中控发现

C303 引风机故障报警向班长汇报。

班长宗义根：“请立即启动 301 焙烧炉 NOx 泄漏现场处置方案，S Zorb

车间中控陆照超，你立即安排，中控开启气动 HRC-1052 关闭气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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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1053，同时让费迪明、梅誉立即佩戴空气呼吸机和便携式有毒有害

气体监测仪，赶往 F301 炉头现场，打开小旋风前蝶阀，尾气引入超重力

中并通知现场相关人员立即撤离，闪蒸岗位人员请你按照《F301 焙烧炉

NOx 泄漏应急处置方案》展开自救，停止作业，我马上向车间主任汇报。”

车间主任：“车间其他人员立即撤离至疏散点，我宣布，立即启动

F301 焙烧炉 NOx 泄漏应急预案。”

场景：班长接报确认情况后立即组织车间人员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同时让费迪明、梅誉、立即佩戴空气呼吸机和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监测

仪，赶往 F301 炉头现场，打开小旋风前蝶阀。同时费迪明、梅誉立即将

晕倒人员用担架搬离现场至安全集结区，由余传明救护，做现场检查后，

拨打 120 送医院拍片检查。唐凯负责设置警戒线对泄漏区进行隔离，严

格控制人员进入。 班长宗义根带领其他人员跑向安全集结区，随后用

随身携带的对讲机向主任报告：“主任，我是班长宗义根，车间 5 名人

员已撤离至集结区，人员余传明已对人员进行了急救，现已拨打 120，待

送医处置。现场有毒有害气体监测情况正常。”

车间主任：“明白。”

场景：班长落实完应急现场处置，将情况汇报给车间主任

班长继续实施应急预案处置，防止事故扩大：“余传明、唐凯你们

立即使用立即建立隔离、防护区，对现场人员进行疏散，现场伤员等待

120 救护，做好伤员陪护工作，安排人员唐凯迎接 120 救护进入厂区，同

时拉好警戒线，严格限制出入。

场景：余传明、唐凯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疏散，迅速将伤员撤

离，对伤员进行救护，就医，安排人员陪护。

车间主任：“检查现场，确认是否已完成泄漏处置，对现场环境实

施实时监控。”

场景：余传明、唐凯仔细排查现场，费迪明通知车间安全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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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联系化验室人员进行现场可燃气体和含氧量监测。

化验室人员用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E-6000）检测含氧量、可燃

气体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检测结果合格。

班长：“主任，现场应急处置及救援已结束，本次事故除人员伤害，

已送医救治外，未造成环境影响和次生灾害，根据现场监测结果，也未

对周边、空气造成危害，目前舆情平稳，未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班长：中控人员陆照超启动引风机 C303，打开气动阀 HRC-1053 关闭

气动阀 HRC-1052，关闭小旋风蝶阀，恢复正常生产状态，班组做好事故

记录

车间主任：“班长，请将本次事故舆情汇总后报生产车间由生产车

间审核后对外发布”

班长：“明白，立即执行。”

车间主任：“各救援小组注意，我是现场总指挥，F301 焙烧炉 NOx

泄漏泄漏应急处置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我宣布应急终止。

3.演练总结和存在的不足

总结：通过应急预案的学习，可以了解到班组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

及处理能力都是很高的，同时也是能看出在过程中有些许不足，这就证

明了应急预案学习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应急预案学习中发现问题并解决

问题，我们可以在真实出现突发事件时处理问题少出错不出错，减少突

发事件带来的损失，保障公司和个人的利益。

存在的不足：新的空气呼吸器穿戴不顺畅。

三、改进建议

组织对新的空气呼吸器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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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实战演练照片

人员撤离 救援受伤人员

关闭阀门 DCS 人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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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演练定性评估表
序

号
评估项目 评估要点（示例） 问题记录

1 △事故预警

当班人员及时发现工艺、设备、仪表等异常

险情信息，并及时报告；

当班人员根据预警信息提前开展应急行动，

如调整工艺操作、联系抢修设备等；

2 信息报告

第一发现人（如外操）在规定时间内向带班

人员（如班长、站长等）、专职应急队伍完

成报警，内容清晰准确；

带班人员（如班长、站长等）在规定时间内

向基层单位（如车间、作业部等）负责人、

生产调度等报告，内容清晰准确；

3
预案启动与

响应分级
基层单位按要求启动相应预案；

4 指挥与协调

根据要求成立现场指挥部，落实人员分工；

现场指挥部及人员标志明显；

承担应急职责人员及时赶到现场，领受任

务；

（根据演练需求）明确紧急集结场地、疏散

路线、组织现场气体检测、采取防水体等污

染防控措施等；

确保通信联络方式畅通（如对讲机、蹲点仪

等）；

5
基层单位初

期应急处置

根据应急预案、操作规程等要求，现场带班

人员（班长、站长等）组织当班人员（义务

应急队员）迅速分工，指令清晰；

当班人员根据要求及时采取工艺处置措施

（如关阀断料、紧急停车），处置程序正确、

规范；

（模拟火灾等事故时）当班人员有效操作现

场应急消防设施（包括使用灭火器等进行初

起火灾扑救、开启消防喷淋、泡沫等固定消

防设施），操作熟练；

现场操作人员个体防护装备齐全（包括按要

求佩戴空气呼吸器、穿着防护服等），符合

演练现场要求；

空气呼吸器穿戴不

熟练

6
△人员搜救

与转移

第一时间开展受伤人员救护，及时转移离开

现场，必要时采取有效急救措施（如心肺复

苏等）；

救援人员急救技能

不熟练

及时联系专职应急队伍或外部医疗机构接

走伤员，救护车及时到达现场，停车位置合

理；

专职医疗人员检测生命体征、包扎伤口、氧

气袋吸氧等操作正确，合理正确使用车上吸

氧、负压吸引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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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采用定性评估方式，重点记录演练发现的问题，主要适用于

基层单位、班组等开展的小型演练。

2.表格中带“△”标示为可选项，如果演练不涉及此项内容，可不

作为评估内容。

3.各板块企业组织的小型演练差异较大，演练单位应参考表中示例

内容明确具体评估要点。

7
警戒与

疏散

负责警戒与疏散人员及时接到信息、快速就

位；

（根据有毒气体泄漏、火灾爆炸等影响范

围）合理划分警戒区域，及时通知并疏散警

戒区域以内无关人员（包括承包商）；

警戒线等设施明显有效，警戒区域有人监控

值守，阻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和危险

区；

疏散人员按照要求（沿上风向、疏散路线等）

有序撤离；

8
应急队伍现

场处置

应急人员及时到场，现场操作人员个体防护

装备齐全（包括按要求佩戴空气呼吸器、穿

着防护服等），符合演练现场要求；

现场堵漏人员：选用工器具齐全且满足要求

（如选用铜制防爆器具、堵漏用具等）；

气防专业人员：搜救并转运伤员，对现场有

毒、可燃气体浓度进行检测；

消防专业人员：消防车辆装备及时展开、消

防车辆站位合理、灭火战术运用合理；

环保专业人员：对大气、水质等环境信息进

行监测，开展污油、污水收集等工作；

9 △应急联动
按照应急预案等要求与地方政府、周边应急

协议单位等进行有效应急联动；

10 资源保障

对讲机、防爆手机等通信系统畅通；

应急信息平台、应急指挥中心及时投用，现

场信息实现互联互通；

各类应急物资齐全（如吸油毡、沙包等）；

11 应急终止
应急响应的解除程序符合实际，与应急预案

中规定的内容相一致；

12
人员集合与

讲评

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清点人数，组织现场讲

评，明确存在的不足和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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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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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问题整改:

检查问题：救援人员急救技能不熟练，新空气呼吸器佩戴不

熟练；

整改措施：组织学习新的空气呼吸器穿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