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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后果的措施对容器失效事故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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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不断被用到工业生产中#这些措施对压力容器失效损失都有减轻作用#

具体的包括监测措施#紧急切断和紧急泄放措施等&本文中对各个措施进一步细化和量化#对失效损失进行更进一

步的准确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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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现代化的手段不断被用到工业生

产中$这些措施都对降低压力容器失效损失有着积极的作

用%比如监测措施$可以提前预警$为进行人员疏散和紧急

停车提供时间&又如紧急切断$不但可以降低介质的损失$也

可以远程操控&紧急泄放措施可以降低设备压力$防止爆炸

事故发生%总之$这些措施都对事故损失有着防范和降低作

用%当然就都有了降低损失的功能$具体的效果和功能在本

文中进行细化和量化%

!

!

降低后果的措施对失效损失影响系数分析

通过对事故原因$以及事故损失的统计分析$结合专家意见

和走访厂家$对各个情况下损失的影响系数给出如下数值%

!C!

!

监测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设置通过工艺参数专门检测介质流失的监测装

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灵敏的泄漏探测器$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摄像头进行泄漏监测$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

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仅依靠人工巡视进行泄漏监测$则由于此项功能

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CD

!

紧急切断措施影响系数
"D

!

"如果设置自动切断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

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人工远程切断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仅依靠人工现场切断$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

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C"

!

紧急泄放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不需要设置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

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自动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人工远程紧急泄放装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

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依靠人工现场紧急泄放$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

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不能紧急泄放$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

的修正系数
@#

为
!

%

!C#

!

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的影响系数
"#

!

"如果不需要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了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未设置介质泄漏后的紧急处置措施$则由于此项

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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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消防措施的影响系数
"$

消防设施对事故的影响包括下面两项&

S

"自备消防设施
@.!

的影响系数

V

"消防队和消防通道
@."

的影响系数

@.

%

)

@.!

L

@."

"

!

+

"

)

!

"

!

"如果不需要消防措施$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

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设置自动消防水喷淋或泡沫喷射装置$则由于此

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仅有人工灭火器$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

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没有消防措施$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

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消防通道通畅$并且设备所属的使用单位具备专

用消防队$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消防通道通畅$但设备所属的使用单位不具备专

用消防队$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消防通道不通畅$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

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CE

!

应急预案和应急能力影响系数
"E

应急预案应急能力的影响系数
@%

决定与以下各项!

S

"应急预案内容完整性和审查更新情况
@%!

V

"应急中心和操作现场的应急设备和工具
@%"

:

"应急预案演习
@%#

!*%*!

!

应急预案内容完整性和审查更新情况量化细则!

!

"如果应急预案内容完整$通过审查$并定期更新$则由

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应急预案内容不完整$但包括指定协调人员及其

相应职责#紧急疏散程序和紧急疏散路线#紧急操作规程#紧

急疏散后对人员的清点#救援和医疗#对火灾和其他紧急情

况的首选处理措施等主要内容$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

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应急预案内容不完整$并且缺少包括指定协调人

员及其相应职责#紧急疏散程序和紧急疏散路线#紧急操作

规程#紧急疏散后对人员的清点#救援和医疗#对火灾和其他

紧急情况的首选处理措施等主要内容$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

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

应急中心和操作现场的应急设备和工具量化细则

!

"如果应急中心和用于操作现场的各类应急设备和工

具放置正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应急中心和用于操作现场的部分应急设备和工

具放置不全或者不正确$则由于此项功能对整个损失影响的

修正系数
@%"

为
&*).

%

!*%*#

!

应急预案演习量化细则

!

"如果定期进行正式应急预案演习$则由于此项功能对

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应急预案演习不定期或不正式$则由于此项功能

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

"如果未定期进行正式应急预案演习$则由于此项功能

对整个损失影响的修正系数
@%#

为
!*&

&

应急预案和应急能力对事故减轻的影响系数
@%

计算方

法!

@%

%

)

@%!

'

@%"

'

@%#

"

!

+

#

)

"

"

D

!

失效损失修正系数的计算公式

降低后果的措施包括监测$紧急切断和紧急泄放#应急

处理#消防设施以及人员的应急能力%上节中对各个相关项

就行了量化处理$但是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首先可以把

六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硬件类$包括前五项&一类是软件

类$人员应急能力%硬件类和软件类属于串列影响$用乘法

表示%但是各个硬件类相关项之间关系复杂%比如监测措

施$可以提前预知介质泄露$这个时候如能紧急切断$对爆炸

事故就能减轻$两个之间可以看成串列关系$需要用乘法综

合两个相关项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每个爆炸事故都是未爆

先漏$突然破环的例子很多$尤其是非常维修的脆性爆炸事

故$一般都没有介质的提前泄露$在这类事故中监测措施就

无法起到作用%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介质都能被监测到$比

如压缩空气的泄露$如果不用流量监测$就无法从外部监测

到%综合以上关系$在查阅资料以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

文给出如下计算式!最大损失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用和意义

在比较准确的预测每台压力容器失效的最大损失基础

上$通过文中对最大损失的修正计算$即完成了每台设备的

风险损失预测%如此$即可构成风险评价的理论基础$每个

使用单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自己单位所属的设

备就行风险预测%对于高风险的设备可以进行重点监控$重

点检验$以及确定购置计划等%对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和压力

容器的安全运行都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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