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CCS

团 体 标 准

T/CCASC xxx—2023

氯碱工业 规程设置/编写标准

（征求意见稿）

Chlor-alkali industry code setting preparation/standard

2023-**-**发布 2023-**-**实施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 发布



II

目 次

目次 .................................................................................................................................................................. II
前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编写原则 ....................................................................................................................................................... 1

4.1 合规合法 ............................................................................................................................................1
4.2 可操作性 ............................................................................................................................................1
4.3 可追溯/可证实性 ...............................................................................................................................1
4.4 简明准确、通俗易懂 ........................................................................................................................1

5 总体要求 ....................................................................................................................................................... 2
6 工艺规程 ....................................................................................................................................................... 2

6.1 编写大纲 ............................................................................................................................................2
6.2 内容编写要求 ....................................................................................................................................2

7 操作规程 ....................................................................................................................................................... 4
7.1 编写大纲 ............................................................................................................................................4
7.2 内容编写要求 ....................................................................................................................................5

8 检修规程 ....................................................................................................................................................... 7
8.1 编写大纲 ............................................................................................................................................7
8.2 内容编写要求 ....................................................................................................................................7

9 其他规程 ....................................................................................................................................................... 8
附录 A（资料性） 工艺指标一览表 .............................................................................................................9
附录 B（资料性） 其他规程编写大纲 ....................................................................................................... 11
附录 C（资料性）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范 .......................................................................................13
参考文献 ......................................................................................................................................................... 15



III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氯碱工

业协会（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186号电子科技中心 1105室；邮编：300192；电话：022-27428255），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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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 规程设置/编写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氯碱企业工艺规程、操作规程等规程的编写原则、管理要求、编写大纲及内容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氯碱企业开展相关规程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界定的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规程 code of practice

为产品、过程或服务全生命周期的有关阶段推荐良好惯例或程序的文件。

［来源：GB/T 20000.1—2014，5.6，有修改］

4 编写原则

4.1 合规合法

规程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国家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规程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4.2 可操作性

规程中规定的履行程序的行为指示应清晰、明确、具体、容易操作或履行。意味着只要执行规

程中规定的行为指示，并且遵守阶段/步骤之间的转换条件或程序最终结束条件，就可以顺利地履行

完成规程中确立的程序。

4.3 可追溯/可证实性

规程中规定的程序是否被履行，要能够通过溯源材料的提供或有关证实方法得到证明或证实。

意味着规程中需要描述对应的追溯/证实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法都一定要实施。

4.4 简明准确、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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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规程应做到概念清晰、文字精简、语言简明、用语前后一致，不同岗位操作规程的结构、格

式应统一，内容全面。

4.4.2 应考虑操作人员的教育和知识水平以及操作技能，确保操作人员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规程的

各类要求。

5 总体要求

5.1 企业应建立相应的规程管理及使用制度。

5.2 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将相关规程独立设置或合并设置。

5.3 规程编制前应成立编制小组，编制小组成员宜包括但不限于与规程内容相关的生产、技术、电

仪、安全、环保、设备、岗位操作等人员，宜鼓励员工参与相关规程的编制。

5.4 规程文件主要由封面、发布页、审批页、前言、目录、正文、附件等组成。

5.5 规程的编号、审批、发放、更改、标识、使用、保管、销毁应符合程序文件的管理要求。

5.6 企业应每年对规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确认，生产现场应放置最新版审批后的规程。

5.7 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及时对规程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进行修订：

a)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程、标准有废止、修订或新颁布时；

b) 生产设施新建、改建、扩建时；

c) 工艺、技术路线，装置设备和控制方式发生变更时；

d) 重大事故、重复事故或事故原因为操作性因素时；

e) 正常情况，每三年进行一次；

f) 其他需要评审的情况发生时。

6 工艺规程

6.1 编写大纲

工艺规程一般围绕主要产品编写，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工艺综述，

b) 产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介绍、废弃物处置，

c) 工艺原理及过程指标，

d) 产品质量标准和主要原料技术规格，

e) 原辅料消耗标准，

f) 联锁及其功能，

g) 安全环保技术及防护，

h) 职业卫生防护，

i) 公用工程，

j) 附件资料。

6.2 内容编写要求

6.2.1 产品工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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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产品工业发展概述、主要工艺路线、企业釆用的工艺路线及装置简述等内容。

6.2.2 产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介绍、废弃物处置

6.2.2.1 宜有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产品用途、包装、标志及运输等内容的介绍。

6.2.2.2 应有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料、辅助原料、中间产品、副产品、产品的规格参数介绍。

6.2.2.3 应有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的产生情况及处置路径概述情况，可列表说明，参见表 1。

表 1 主要原辅料、产品及废弃物概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产量/消耗量（t） 最大存储量/t 物态 储存/处置方式 储存地点 备注

主要原辅料

中间产品

副产品

产品

三废

6.2.3 工艺原理及过程指标

6.2.3.1 将产品按照从原料到产品加工顺序过程的主要物态变化分为几个中间产品，宜分别编写中

间产品的生产原理、工艺流程、过程控制指标、生成中间产品的主要设备介绍。

6.2.3.2 宜有辅助生产工艺的生产原理、工艺流程、工艺控制指标、生成中间产品的主要设备介绍。

6.2.3.3 过程指标、报警宜出现在工艺指标一览表中，工艺规程、操作规程的其它内容，分析化验

规程不宜出现指标。工艺指标一览表的编写参见附录 A。

6.2.4 产品质量标准和主要原料技术规格

应有产品质量标准和主要原料技术规格的相关内容，并且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6.2.5 原辅料消耗标准

6.2.5.1 产品的原辅料消耗标准设置应以保证生产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前提，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相

关标准要求。

6.2.5.2 产品的原辅料消耗标准设置依据主要来源于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资料、设备相关说明文

件、行业相关消耗标准等。



4

6.2.6 联锁及其功能

应有生产本产品所涉及的工艺联锁和安全联锁（包括紧急停车系统）的介绍，包括联锁名称、

联锁等级、联锁逻辑因果关系图（或联锁逻辑描述）以及联锁控制的危害，包括报警和联锁设定值

等。

6.2.7 安全环保技术及防护

6.2.7.1 对于有毒有害、可燃气体火灾检测保护系统等，应有测量原理简介，测量精度、报警值，

监测点分布图等介绍。

6.2.7.2 应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介绍，内容主要包括存储体积或充装系数、特殊情况的容积（例

如：7级以上大风，气柜使用容积不超过容积的 50%）、物料安全流速、空间含量、爆炸极限等。

6.2.7.3 应有中毒、燃烧爆炸、烧伤、机械伤害及其防护的相关内容。如中毒的防护有密封设备、

排气通风、齐全的劳动防护用品等。

6.2.7.4 环境保护技术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污染源及污染物；

b) 治理污染物的（废固、废气、废水）工艺原理、生产设施介绍，排放标准。

6.2.8 职业卫生防护

应有涉及相关工序的职业危害因素内容，包括职业卫生标准，防范措施与注意事项，劳动防护

用品与安全保障等。

6.2.9 公用工程

宜有介绍公用工程的相关内容，如供水（生产水、生活水、纯水、消防水、各种循环冷却水）

的生产原理、生产能力规模、使用方向及主要使用量、管线设备平面布置图、关键控制点及控制参

数等。

6.2.10 附件资料

对规程内容有补充作用的附件资料，如：装置平面布置图、记录样表、能量平衡图、物料平衡

图、水平衡图等。

7 操作规程

7.1 编写大纲

操作规程宜按装置/工段/车间为单位编制成册，充分体现其针对性，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目的与范围，

b) 装置概述，

c) 工艺流程简述，

d) 操作程序，

e) 巡检规范及巡检标准，

f) 常见异常工况排查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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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人机界面操作指南，

h) 设备结构、性能、原理及操作，

i) 危险有害因素与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j) 附件资料。

7.2 内容编写要求

7.2.1 目的与范围

宜有目的、范围等相关内容的介绍。

7.2.2 装置概述

7.2.2.1 装置概述宜以工序为单位，介绍本装置主工艺的设计规模、设计能力、主要应用技术情况

等。

7.2.2.2 装置包含子装置的，应对所包含的子装置进行说明。

7.2.3 工艺流程简述

7.2.3.1 工艺流程简述以装置概述中的装置或子装置为单位逐个进行，装置名称应包含设计给出的

装置编号。

7.2.3.2 描述装置主要物料通过一定的生产设备或管道，即从原材料投入到本装置到成品产出，按

顺序描述连续进行加工的全过程。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装置的生产原理、反应方程式、工艺流程描述、

工艺流程简图、主要原辅材料标准等。

7.2.3.3 流程描述涉及设备的应包含设备名称和位号，位号应加括号表示，位号中包含的为区分生

产线的各类尾注均不体现。

7.2.3.4 流程描述中不宜涉及控制指标。

7.2.4 操作程序

7.2.4.1 操作清单

7.2.4.1.1 操作项目按子装置为单位形成清单，依次编写。

7.2.4.1.2 根据操作分类表将各类操作内容识别为若干操作项目，建立本岗位操作项目清单。

7.2.4.1.3 操作规程中应依次编写：开车操作、正常操作、临时操作、正常停车、紧急停车、异常

情况操作和其它辅助类操作。

7.2.4.2 操作程序

7.2.4.2.1 列出每个装置的所有操作清单，并进行风险分析，根据风险辨识需要编入操作规程的操

作。

7.2.4.2.2 根据操作项目清单逐一编写操作程序。每一项操作宜包括操作前准备、操作步骤、注意

事项三部分。实际编写过程中操作前确认、注意事项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7.2.4.2.3 操作前准备宜包括物料、公用介质、电气仪表、设备设施、安全设施、环保设施、联锁、

人员、通讯、应急物资和上下游工序的联系确认。

7.2.4.2.4 每一项操作里面应包括若干个具体的操作步骤（或操作动作），按顺序编写完成本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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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所有步骤。复杂操作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子系统分别编制。操作步骤中写入的指标应和指标一览

表一致。

7.2.4.2.5 注意事项应根据以往操作经验、季节性特点或事故总结，增加风险提示和操作过程的特

殊要求。

7.2.4.3 紧急停车

7.2.4.3.1 紧急停车操作应全面分析辨识紧急停车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及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确保

安全紧急停车。

7.2.4.3.2 紧急停车操作应至少包含：中断供水、冷却介质中断、危险气体报警仪多处报警、有毒

化学品泄漏，带压容器压力失控、断电、恶劣天气等，关键设备的轴震动、位移等。

7.2.4.3.3 对于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装置，应设有紧急停车按钮。

7.2.4.3.4 对于自动化程度较低的生产装置，应确定停掉某一关键设备或关掉某一阀门，装置可以

紧急停车的操作步骤。

7.2.4.4 其它

生产系统原始开车时，应专门编制原始开车方案，内容应涉及原始开车的安全检查、吹扫、打

压、单机试车、联动试车等。

7.2.5 巡检规范及巡检标准

7.2.5.1 巡检规范针对现场外操。要明确巡检路线，巡检点或设备，制定巡检内容。

7.2.5.2 巡检内容包括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泄漏、噪音、异味、电流、电压、振动等。对每

一项巡检内容要有处于正常的标准规范。巡检内容涉及指标的应有指标范围，但不应与过程指标重

复。

7.2.6 常见异常工况排查与处理

7.2.6.1.1 异常工况辨识应参考装置设计评价资料、HAZOP分析报告、设备相关说明资料。

7.2.6.1.2 异常工况应至少包括关键设备运行指标偏离、泄漏等

7.2.6.1.3 异常工况达到紧急停车的，应编入紧急停车操作；造成事故的应关联相关应预案。

7.2.6.2 异常工况排查及处理表的编写参见表 2。

表 2 XX 岗位异常工况排查及处理

常见异常工况描述 可能原因 可能后果 操作/处置措施

7.2.7 人机界面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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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界面内容宜包含以下内容：系统导航窗口、画面翻阅操作、系统报警窗口查看（仪表工查

看）、参数调整设置窗口、操作面板窗口、趋势组画面、操作组画面、单点趋势画面。

7.2.8 设备结构、性能、原理及操作

7.2.8.1 规程中应有所属装置的机、泵、换热器、釜、窑、炉等设备的性能参数，工作原理，结构

及简图,本机联锁，开停操作步骤及基本维护要求。一般情况下来源于设备说明书。

7.2.8.2 主要描述设备的启停操作。设备的负载操作、负荷切换操作应编制在操作程序里。

7.2.9 危险有害因素与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7.2.9.1 参照 GB 6441，综合考虑起因物、引起事故的诱导性原因、致害物、伤害方式等，识别危

险有害因素，以便岗位人员安全工作。

7.2.9.2 危险有害因素包括：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触电、淹溺、灼烫、火灾、高处坠

落、坍塌、容器爆炸、中毒、窒息、腐蚀、其他爆炸、起重伤害、其他伤害。

7.2.9.3 识别出的每一项危险有害因素后应有安全操作注意事项，安全操作注意事项一般包括佩戴

劳动防护用品、禁止进入、禁止用手触摸、严禁携带、及时撤离等。

7.2.10 附件资料

对规程内容有补充作用的附件资料，如：装置平面布置图、记录样表、能量平衡图、物料平衡

图、水平衡图等。

8 检修规程

8.1 编写大纲

检修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目的与范围；

b) 引用的标准；

c) 设备结构及原理；

d) 设备检修周期及检修内容；

e) 检修项目及质量标准；

f) 试车与验收；

g)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h) 通用检修技术规范；

i) 常用工器具、量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j) 附件资料。

8.2 内容编写要求

8.2.1 目的与范围

8.2.1.1 宜有编制目的相关内容的介绍。

8.2.1.2 规程中需明确设备类型及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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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引用的标准

规程中需说明所引用的标准及设备生产厂家的说明书。

8.2.3 设备结构及原理

规程中应有设备结构简图、性能参数、工作原理，各零部件的结构图、作用及功能介绍。

8.2.4 设备检修周期及检修内容

8.2.4.1 规程中应规定设备小修、中修、大修检查周期和检查内容，一般情况下来源于设备说明书

或相关标准规范。

8.2.4.2 规程中应规定设备长期停用检查周期及检查内容。

8.2.5 检修项目及质量标准

8.2.5.1 检修项目内容包含以下内容：设备各零部件拆解步骤；设备小修、中修、大修检查、测量、

修理、更换内容；

8.2.5.2 质量标准内容包含以下内容：设备基础找平标准、螺栓紧固标准、垫片安装标准、管件连

接安装标准、联轴器找正标准、滚动轴承或滑动轴承安装标准、轴的质量验收标准、密封安装标准、

动静平衡标准、各零部件安装及配合标准、设备及机组运行参数标准等内容。

8.2.6 试车与验收

8.2.6.1 试车内容应包含试车前的准备、检查工作和试车操作步骤。

8.2.6.2 试车验收内容应包括：单机试车、联动试车、带负荷试车时振动、电流、温度、流量、压

力、功率、泄漏量等设备参数的验收标准。

8.2.7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规程中应列表说明设备常见的故障现象，产生故障的原因及处置措施。

8.2.8 通用检修技术规范

通用检修技术规范内容可包含：焊接、气割、打磨、配管、螺栓安装、垫片安装、阀门检查及

维护保养规范、联轴器找正方法、橡胶衬里维修等通用类检修技术规范。

8.2.9 常用工器具、量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常用工器具、量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内容应包含以下内容：各种工器具、量具的结构原理、

使用方法急使用注意事项。

8.2.10 附件资料

对规程内容有补充作用的附件资料，如：装置平面布置图、记录样表、能量平衡图、物料平衡

图、水平衡图等。

9 其他规程

其他规程的编写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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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工艺指标一览表

A.1 工艺指标一览表编写要求如下：

a) 指标名称：一般采用“检测点位置+检测对象+参数名”的形式。部分生产线和其他生产线

同一控制点指标不一样的可以单独制定指标一览表或在指标名称中进行区别。

b) 监测点位置：测点在现场的具体位置。如某台设备进口，某台设备本体，某台塔塔顶，某

台塔第几层塔板。

c) 计量单位：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范参见附录 C。

d) 控制范围：标准格式为 n≤X≤m,其中 X表示指标，n表示控制下限，m表示控制上限。控

制范围包含安全运行范围和经济运行范围，安全控制范围主要是基于系统运行可靠性考虑

制定的控制范围，经济运行范围主要基于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制定的控制范围，一般安全运

行范围宽与经济运行范围。

e) 检测方法：标准格式为 n次/周期，在线仪表应该写成“实时检测”，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

填写。

f) 设计值：工艺包中给定的控制范围。格式要求和控制范围一致。

g) DCS 仪表位号：属于在线检测的填写相应的检测仪表在 DCS 中显示的位号，此仪表同时

也是 DCS报警的检测仪表。仪表位号中存在区别生产线位号的，这一位省略。

h) 报警工况：带逻辑报警的，填写报警工况和在此工况下对应的报警值。不涉及的划斜线。

i) LL：对应报警低低限。不涉及的划斜线。

j) L：对应报警低限。不涉及的划斜线。

k) 低报级别：报警评估后该指标低限报警的分级。

l) H：对应报警高限。不涉及的划斜线。

m) HH：对应报警高高限。不涉及的划斜线。

n) 高报级别：报警评估后该指标低限报警的分级。

A.2 工艺指标一览表示意参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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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工艺指标一览表

工艺指标一览表

指标名称 指标等级 监测点位置 计量单位 控制范围 监测频率 检测方法 设计值 DCS仪表位号 报警工况 LL L 低报级别 H HH 高报级别

注 1：报警值应根据保护层理论结合保护对象特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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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其他规程编写大纲

B.1 电气运行规程

电气运行规程宜结合电气运行特点建立，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电气设备的运行条件，

b) 电气设备的运行巡检周期、项目及标准，

c) 电气系统及设备的投运和停运操作，

d) 电气系统及设备的异常现象及处理。

B.2 电气检修规程

电气检修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电力设备的技术参数，

b) 电力设备的结构性能，

c) 电力设备的日常维护项目及其标准，

d) 电力设备的检修项目及其标准，

e) 电力设备的故障判断及处理。

B.3 电气预防性试验规程

电气预防性试验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电气预防性试验工作周期及项目，

b) 电气预防性试验仪器原理及性能，

c) 电气预防性试验工作条件及开展流程，

d) 电气预防性试验工作的接线，

e) 电气预防性试验工作的操作步骤，

f) 电气预防性试验报告单的填写及诊断。

B.4 检验/化验规程

检验/化验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规范性引用文件，

b) 测定方法，

c) 检验规则，

d) 检验安全要求，

e) 仪器操作规程（涉及较多大型仪器时，按仪器厂商提供的操作规范编制）。

B.5 仪表维护规程

仪器维护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仪表设备的结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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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仪表设备常见故障的处理，

c) 主要工器具的使用说明，

d) 被测变量和仪表功能的字母代号，

e) DCS维护操作流程（包括组态修改、联锁调整、硬件更换等）。

B.6 仪表检定、校准、期间核查规程

仪表检定、校准、期间核查规程的内容宜包括但不限于：

a) 仪表设备的工作原理，

b) 规范引用的文件，

c) 主要的操作步骤及程序，

d) 数据结果处理，

e) 主要工具的使用说明、控制参数的调整和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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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范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范见表 C.1。

表 C.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范

序号 量 单位名称 符号

1 力 牛 N

2

压力

帕 Pa

3 千帕 kPa

4 兆帕 MPa

5 巴 bar

6 能量 焦 J

7

功率

瓦 W

8 千瓦 kW

9 兆瓦 MW

10

电阻

欧姆 Q

11 千欧 kΩ

12 兆欧 MΩ

13 毫欧 mΩ

14 电荷量 库 C

15 电容 法 F

16 电导 西 S

17
温度

摄氏度 ℃

18 开尔文 K

19

长度

米 m

20 千米 km

21 分米 dm

22 厘米 cm

23 毫米 mm

24

电流

安 A

25 千安 kA

26 毫安 mA

27

质量

克 g

28 千克 kg

29 毫克 mg

30 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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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量 单位名称 符号

31
体积

立方 m3

32 升 L

33

时间

分 min

34 时 h

35 日 d

36 秒 s

37 级差 分贝 dB

38 面积 平米 m2

39 物质的量 摩尔 mol

40

电压

伏 V

41 千伏 kV

42 毫伏 mV

43 视在功率 千伏安 kVA

44 有功功率 千瓦 kW

45 无功功率 千乏 kVar

46

数值进制

千 k

47 兆 M

48 毫 m

49 微 μ

50 纳 n

51 分 d

52 厘 c

英文字母缩写规范

53 酸碱值 pH

54 烧失量 LOSS

55 石灰饱和系数 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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