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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XX 石化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认证类型：炼化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HSE 管理体系综合评议

审核人员：组长：辛华

组员：马佳 吕光玉 赵鹏峰 孙静梅 曹建洛 罗林 于翔（实习）

一、案例发生背景

1、认证范围：车用汽油、车用乙醇汽油调合组分油、普通柴油、石脑油、船用燃

料油、航煤组分油、油浆、聚丙烯、延迟石油焦、石油酸、硫酸铵、农用尿素、乙腈、

腈纶短纤维和丝束、腈纶高收缩短纤维、腈纶高收缩丝束、腈纶毛条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工业硫磺、液化石油气、工业丙烷、工业氧、氩、工业氮、工业用苯乙烯、工业用丙烯

腈、液体无水氨的生产。

2、审核地址：（略）

3、审核时间：2013 年 11 月 11 至 14 日

二、企业基本情况

XX 石化公司是中国石化的大型炼油、化工、化纤联合生产企业。始建于 1947 年 7

月，前身为 XX 炼油厂，1983 年改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XX 石油化工总厂。2007 年转

制成中国石化有限公司 XX 分公司。

XX 石化公司石化炼油综合配套能力近千万吨/年。拥有常减压装置、催化裂化装置、

煤气化、合成氨、丙烯腈、乙苯-苯乙烯装置等多套原油加工生产装置。同时拥有液态

烃码头、油品码头、铁路专用线、油品输转、锅炉、发电机组等多项配套设施。

该分公司生产活动处于高温、高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条件下进行，稍有不

慎，就可能发生各种故障及环境、安全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和生命财产损失。分公司编

制了总体应急预案及多个专项应急预案，为紧急事件发生，制定匹配应对措施。应急预

案的适宜性、有效性凸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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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思路

大型综合炼油化工企业生产装置塔罐林立，各种压力管道纵横交织，具有高温、高

压，产品危险化学品种类多，重大危险源（罐区）占据空间大特点。由于以上高危因素，

企业严格要求生产装置区域、辅助及配套生产设施防火、防静电、防晃电等，防止安全

事件、污染事件及次生事件发生。一旦出现涉及生产、安全环保的突发事件，分公司各

单位要按属地要求，实施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因此，管理体系各项应急预案

是否符合分公司实际、应急预案针对应急前、中、后三环节是否具有适宜性，能否取得

良好的应急效果，成为本次审核的关注重点之一。

四、审核过程及审核发现

经查，石化公司制定了总体应急预案、14 个专项应急预案、180 个灭火作战预案。

各二级单位均编制了相应专项预案并进行了备案和演练。现场审核预案的适宜性时，审

核员发现 2013 年 5 月该公司曾发生了一次停电事故，涉及单位启动了应急预案，炼油

一部、热电部、化工部按照装置停车等紧急事故应急预案进行了应急处置，及时控制了

事故扩大，未发生次生事故。在应急后处置环节、装置恢复运行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反

映出应急预案在恢复方面的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

进一步追踪发现，石化公司网架结构改造后的应急预案在恢复方面的规定应按《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要求加以完善，而此次应急后企业并没有及时对预案进行相应补

充完善。审核组经过讨论认为，这是针对此类高风险企业应急管理的改进机会，故依据

GB/T24001-2004、GB/T28001-2011 标准中 4.4.7“组织应定期评审其应急准备和响应程

序,必要时对其进行修订,特别是当事故或紧急情况发生后”的要求开具了不符合报告。

五、企业对不符合项的整改

针对审核组提出的此项不符合，公司相关作业部按标准要求补充进行了预案评审并

改进。

化工部 11 月 20 日组织召开了《停电事故预案》补充评审会，针对此次停电事故发

生后，未能对预案适宜性实施评审的不符合项进行反思，对《停电事故预案》进行了补

充评审。工艺组丶安全组丶设备组丶综合组、以及当班班组参加会议。评审认为：1）、

停电事故发生后，化工部启动预案，按照原定的步骤组织紧急处理，整个停工过程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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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未发现次生事故，预案符合现场应急处置要求； 2）、对停电事故发生后处理过

程进行了回顾，并同《化工停电事故预案》进行比对。按照标准中 4.4.7 条款，将预案

的评审纳入明年化工部工作计划，每年按要求执行。

热电部 2013 年 12 月 2 日组织召开了技术分析会，对本次停电事故应急处理过程，

以及作业部黑启动（全厂全停）预案进行了分析评审。分析认为在事故发生后，当班人

员能够遵照黑启动预案进行装置全面启动恢复，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产，事故处理

过程符合预案原则要求，适宜当时生产实际。同时，针对网架结构改造全部完成，对该

部现状的新黑启动预案进行了修订，制订了恢复方案。

热电部新制订的恢复方案根据国家经贸委 2001 年颁布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规定，按照《安徽电网黑启动与局部电网全停恢复方案》要求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生产方式：恢复初始状态

汇报程序：机、电、炉班长---工艺总调----作业部领导

恢复步骤：21 项

注意事项和要求：

1．除氧给水岗位在恢复过程中注意控制好高除加热蒸汽母管参数，尽快调整恢复

高除水位丶压力丶温度正常，及时投用运行机组三级抽汽，根据给水压力调整好给泵运

行方式，保证给水压力正常。

2．注意监视电气 2#控制室蓄电池组丶两套 UPS 蓄电池组丶站用直流系统运行情况，

及时调整蓄电池组电压正常。

3．全停恢复一般选择逐线路逐装置送电的方式，原则上不采用两条及以上线路丶

两段及以上母线丶两台及以上变压器同事送电的方式。

4．恢复过程中，厂内电网可能存在多个故障点，送电钱应对送电设备进行严格的

外部检查，确定开关丶刀闸丶保护丶自动装置的状态，确定各设备完好。

5．实际恢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负荷丶低电压或其他的系统扰动，情况可能是

复杂多变的，各专业要同心协力，不折不扣的执行调度指令，恢复稳定运行。

审核组长对该分公司不符合项纠正、纠正措施进行书面验证，验证结果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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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效与体会

1、通过审核发现，从沟通到企业举一反三整改过程，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了石化

公司电力系统全停后的恢复方案，保证了分公司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本要求。也

使 XX 石化热电厂在全停后能快速有序地恢复运行和对石化公司供电供汽（气）供水；

2、审核过程不能拘于一般解答，特别是对风险行业要以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追

根朔源，此案例从一次停电追踪到预案的适宜性，达到企业的改进，实现了增值审核，

也为 XX 石化公司 8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安全、稳定运行，减少次生事故发生提

供了有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