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重的。值得引起我们对制氢设备安全运行的高度

重视, 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以下是笔者的几点

认识, 供同行业参考:

(1) 制氢设备的气体输送连接管密封性要好。

检修后的阀门、仪表的气源管道要进行气密性检

查, 尤其是氢气管道, 以防止氢气漏出形成局部爆

炸的混合气。

( 2) 连有氢、氧气气源的电器、仪表应选防爆

设备或加防爆设施, 杜绝一切可能引起的火源。

( 3) 开机阶段, 一定要先手动取样分析, 待产

品合格后再投运有气样的仪表仪器。

( 4) 电器开关的操作不能过于频繁, 以防止产

生火花。

( 5) 制氩设备配套的制氢机的氧气纯度变化值

得重视。在制氢过程中, 氢气的分子小, 一旦隔膜

出现问题, 首先是氢分子向氧室渗透, 引起氧气纯

度下降。我厂的 1
#
制氢机停下大修最初表现出的

问题也是从氧气纯度下降开始。

( 6) 制氢设备是危险性极大的设备, 凡出现

氧、氢纯度长时间不好的现象, 必须停产检修。不

能因经济效益上的原因强行开车, 以防发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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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离设备行业 2000年度生产运营情况

  2000 年度, 气体分离设备行业的生产、利润和经济效

益稳步发展, 新订合同额同比增长 7成, 订货形势喜人。

全行业完成不变价工业总产值 105686 万元, 现价工业

总产值 94976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 414% 和 7159%。工业增

加值 3173913 万元, 同比增长 18130%。

全行业共生产成套空气分离及液化设备 122 套, 其中,

大中型空分设备 19 套, 氧容量 167045m3 / h, 同比增长

1101 65% ; 小型空分设备 52 套, 氧容量 10930m3/ h, 同比增

长106142% ; 制氮设备17 套, 氮容量 19280m3 / h, 同比增长

151 38% ; 氩提取设备 6 套, 氩容量 1724m3/ h, 同比下降

4165% ; 低温液体 (液化) 设备 28 套。

全行业低温液体贮存运输设备生产 653 台, 同比多生

产128台, 生产的贮槽、槽车均比上年同期多。全行业主

要单销产品生产了 312台 , 同比多生产34台。

全行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107517 万元, 同比增长

2114% ; 出口创汇 75817 万美元。实现利税 2754 万元, 同

比下降 53186%。行业累计订货 20154516万元, 2000 年新订

合同 15266911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34% 和 70% , 共订大中

型空分设备 39套, 同比多订 27 套。

行业存货为 6365016 万元, 同比下降 4138%。应收账款

净额7705313 万元, 应付账款 3071516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21 46%和 18167%。

全行业生产的空分设备套数增加,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

高, 产品产销衔接好转, 但盈利能力下降。经济效益综合

指数为431 86% , 同比下降 1171个百分点。空分设备产值率

为 54151% , 与上年同期持平。

国家考核的七项经济效益指标分别为: 总资产贡献率

11 64% , 同 比下降 11 49 个百分点; 资本保值增值 率

991 62% , 同比下降 218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66141% , 同

比增长 2116 个百分点; 流动资产周转率 0152 次, 同比慢

01 13次; 成本费用利润率- 3141% , 同比增长 012 个百分

点; 全员劳动生产率 16760 元/人, 同比增长 34193% ; 产品

销售率 102137% , 同比增长 4127 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

率提高和产品产销衔接好转, 是行业减少从业人数 2616 人

和努力开拓市场、降低产品库存量的结果。

产品成本费用方面。产品销售成本和销售费用增加,

销售利润下降, 分别为: 销售成本 8389215 万元, 同比增长

81 61% ; 销售费用 3887 万元, 同比增长 16114% ; 销售利润

1855215万元, 同比下降 211 89%。

综上所述, 2000 年度, 全行业生产和订货形势喜人,

劳动生产率提高。行业盈利能力和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气体分离设备行业协会)

长沙发生氢气罐爆炸事故

2001年 7 月 5日晚, 湖南省长沙市高桥大市场西大门发生一起氢气罐爆炸事故, 使 10名过路行人在爆炸中受伤, 其中

2 人重伤。

( 310004, 杭州东新路 90号, 杭氧标准化室)  项红 摘自 2001年 7月 18日 5化工安全与环境6

#45#

陈海良: 一起由分析仪引起制氢设备爆炸事故的分析及预防 事故与安全技术

深冷技术  2001年第 4期         Cryogenic Technology  l 4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