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工中试项目安全风险管控指南》行业标准 

编制说明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4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

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3〕

18 号），其中提出《化工中试项目安全风险管控指南》的标准制定计划，标准计划号为：2023-0371T-HG。本

标准是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由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安全生产办公室牵头，中国中化控股集团昊华气体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

化工科学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甘肃省化工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多家单位共同起草。 

二、目的、意义 

化工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产品、工艺、设备都需要不断的更新，而中试是其中试验阶段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其风险管控不但对中试本身意义重大，也对将来的规模化生产提供 HSE 管控的重要依据，因此，

该标准制定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制定的必要性 

1.形势要求 

创新是化工发展的灵魂，近年来，我国化工行业发展迅猛，因此试验装置也越来越多，中试实验室作为整

个试验过程的关键环节，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随着试验装置的增多，试验室事故也越来越多，如：2021

年 3月 31日，中科院化学所发生水热釜爆炸事故，1人死亡；2018 年 12月 26日，北京交通大学市政环境工

程系学生在学校东校区 2号楼环境工程实验室，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期间，实验现场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 3名参与实验的学生死亡；2016年 9月 21日 10时 30分左右，上海市东华大学实验室发生一起爆炸

事故。1名学生受轻微擦伤；另外 2名学生因实验爆燃致化学试剂高锰酸钾等灼伤头、面部和眼睛，面部灼伤

面积均在 5%左右，眼部不同程度受伤，其中 1名学生已接受眼部手术。2015年 12月 18日上午 10时 10分左

右，清华大学化学系何添楼二层的一间实验室发生爆炸火灾事故，一名正在做实验的博士后当场死亡。事故原

因为没有意识到氢气有泄漏，高温实验引发氢气爆炸。2015年 6月 17日下午 16:30分左右， 苏州大学物理楼

二楼实验室在处理锂块时发生爆炸，苏州消防调集 7辆消防车参与救援；2011年 4月 14日下午 15:4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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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第一实验楼 B座 103化工学院一实验室三名学生在做常压流化床包衣实验过程中，实验物料

意外发生爆炸，3名学生受伤。 

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对行业创新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更是造成了十分恶

劣的社会影响。 

为了遏制此类事故的发生，保护科研人员安全、保证中试试验的正常开展，推动化工行业创新并为以后扩

大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依据，安抚民心及稳定社会舆论，因此，中试阶段的 HSE风险管控就显得尤其重要。目前

目前在该领域相关标准、指南等几乎是空白，因此，制订相应标准、技术指南已成为目前十分迫切的现实需求。 

2.技术要求 

中试 HSE工作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保证中试试验的安全进行，另一个是为规模化生产提供 HSE相关设计

依据和管理依据，是一项涉及研究、技术和管理的综合性工作，具有难度大、技术性高、综合性多等特点的综

合性工作。因此该工作中，不但需要科研人员直接参与，还需要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安全、环保、职业

卫生等多学科背景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而科学、规范的中试 HSE风险管控指南的制定，能够为中试装置安全、

环保的顺利开展提供指导。 

四、编制过程 

1.制定标准调研阶段（2023年 4月—2023年 9月）   

2023年 4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安全生产办公室组建了标准工作组，标准组根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3〕18号）的要

求，采取线上调研的方式，面向全行业开展问卷调研，全面了解行业在化工研发中试安全风险管控方面的现状、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制定标准工作方案会阶段（2023年 9月）   

2023年 9月，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标准工作组根据调研情况以及标准聚焦的问题，研讨制定了标准大

纲、组织架构和进度方案。  

3.制定标准起草阶段（2023年 10月—2024年 9月）  

2023年 10月—2024年 9月期间，标准工作组按照大纲及分工，进行标准的编制工作，期间曾赴中蓝晨光

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开展研讨交流，结合中试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及多位行业专

家的指导建议，及时修改完善文件的内容。2024年 9月，完成了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编制原则   

1.参考《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2.参考国内相关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中试项目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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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提供了在化工中试项目中立项、设计、建设、运行、结题等活动中的安全风险管控的要求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化工中试项目。本文件不适用于国防特品中试项目。详细条款如下：  

4. 通用安全管理   

4.1 一般要求。 

4.2 安全管理责任。 

4.3 安全管理体系。 

4.4 应急管理。 

4.5 安全费用保障。 

4.6 特种作业及特种设备作业。 

5. 立项 

5.1 一般要求。 

5.2 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编写。 

5.3 安全条件论证。 

6. 设计 

7. 建设 

7.1 一般要求。 

7.2 验收。 

8. 运行 

8.1 危险化学品管理。 

8.2 安全信息管理。 

8.3 开停车管理。 

8.4 设备管理。 

8.5 变更管理。 

8.6 作业许可管理。 

8.7 采样安全管理。 

8.8 中试装置产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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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现场管理。 

8.10 生产安全事故、事件、异常工况管理。 

9. 结题 

9.1 一般要求。 

9.2 中试过程工艺技术及安全数据收集。 

9.3 数据、资料和信息安全管理。 

9.4 中试装置处置。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1. 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 

目前国内关于化工研发中试 HSE风险管控的技术标准、指南几乎是空白，只有一些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有

些关联，如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主持编写的《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T/CCSAS 005-2019），该规范

主要内容是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规定了与实验室活动相关的化学品、人员、设备、环境、设施、个

体防护装备等安全管理要求；地标有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布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DB11/T1191.1-2018）工业部分、北京市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DB11/T1191.2-2018）普通高校部

分，该标准适用于化学化工实验室，规定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人员、制度、设施设备、使用管理、

储存、废弃化学品处置和应急的要求等。这些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都对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很多很有建设

性的要求。本指南在制定过程中，可以提炼总结其中技术要点加以采用。 

国外关于化工研发中试通用性的标准或者规范也较少，个别企业或者高校根据本单位性质基于风险建立相

应 HSE风险管控规范。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 

该标准项目没有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中将重点关注国外重点企业和高校的关

于化工中试的 HSE风险管控做法，国外关于风险管控方面有如下特点：一是以风险管控核心，对中试工艺的选

择不仅仅是以能出合格试验产品为主导，也充分考虑中试试验的风险大小和可接受程度，二是以数据为依据，

中试试验前会对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工艺风险进行充分的检测、计算和分析，以数据为基础开展相关 HSE风险

管控；三是全生命周期管控，从立项到试验结束进行全生命周期的 HSE风险管控。这些思想都化工研发中试 HSE

风险管控指南的编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该标准项目是没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本指南在制定过程中将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

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检验检测实验室技术要求验收规范》、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 1部分：总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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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废弃化学品收集技术规范》、《化学品理化及其危险性检测实验室安全要求》、《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规范 第 1部分：工业企业》等中提炼总结其中技术要点加以采用。 

4. 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不会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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