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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危险化学品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遵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结合当前涂料生产企业实际，在研究和

消化吸收国家有关职业安全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主要对涂料生产企业的防火防爆、防静电、防尘防

毒、生产安全和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基本规定，以达到预防和减少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保证职业

安全与健康的目的。

本标准文本格式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编写。

本标准的第４、５、６章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浙江省涂料工业协会、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天正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杭州油漆有限公司、浙江环球制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女集团制漆有限公司、杭州灯塔涂

料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南方涂料工业有限公司、浙江环达漆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飞轮造漆责任有限公

司、浙江鱼童发达造漆有限公司、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单位：中国涂料工业协会、四川省涂料工业协会、福建省涂料工业协会、广东顺德涂料商

会、浙江华特实业集团华特化工有限公司、浙江飞鲸漆业有限公司、永康金闪闪漆业有限公司、浙江顺虎

德邦涂料有限公司、杭州传化涂料有限公司、杭州一韦涂料化工有限公司、台州厦光涂料有限公司、浙江

博星涂料化工有限公司、杭州浙大凯得丽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遂昌神牛涂料有限公

司、浙江明泉工业涂装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华隆涂料有限公司、福建百花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腾龙

工业有限公司、福州金风涂料有限公司、泉州市信和涂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新华、胡义铭、包晓跃、华永康、叶晓秧、包天雄、胡志成、姚生铭、岳望坤、

黄添源、崔保忠、林雄、陈观其、方永年、王春伟、叶峰、吴东升、袁泉利、邱玉清、梁新方、程外亮、郁继民、

蒋方群、周克尧、曹震靖、胡志旺、王君瑞、曹银祥、李祥超、魏进、卢志强、周显亮、王炳华、沈秉强、

纪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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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涂料生产安全涉及学科门类多，专业性强。加强安全标准化的实施，对于保障涂料生产的安全和监

督管理，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保持本标准与其他国家安全标准的整体协调，是本标准努力的目标。本标准在涂料生产企业有关

安全方面，凡涉及安全、卫生、储存、运输、包装等国家有标准的，均采用国家标准；国家有多个标准时，采

取通用标准为主，衍生标准为辅的原则；国家有新标准时，采用新标准；当新标准条款未规定内容时，老

标准的条款有规定内容并在有效期内，采用老标准的条款，实现新老标准过渡，保持标准间的整体协调。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同行各单位结合企业实际，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Ⅲ

犃犙５２０４—２００８



涂料生产企业安全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料生产企业基本安全技术措施，包括工厂总平面规划、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电气

安全、生产装置安全、工业管道安全、安全标志、防尘防毒、防噪声、防护用品、涂料生产安全和安全管理

等方面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溶剂型涂料、水性涂料、粉末涂料等不同类型（包括涂料用

树脂、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和非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的涂料生产企业。

油墨、黏合剂、树脂生产企业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２７０５　涂料产品分类和命名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

ＧＢ４０５３．１　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４０５３．２　固定式钢斜梯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４０５３．３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４０５３．４　固定式工业钢平台

ＧＢ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Ｔ５２０６．１　色漆和清漆词汇　第一部分 通用术语

ＧＢ／Ｔ５２０６．２　色漆和清漆词汇　第二部分 树脂术语

ＧＢ６９４４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ＧＢ７２３１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ＧＢ／Ｔ８１９６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ＧＢ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Ｔ９７５０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ＧＢ／Ｔ１１６５１　劳动防护用品选用规则

ＧＢ１２１５８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ＧＢ１２２６８　危险货物品名表

ＧＢ１２４６３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３３９２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ＧＢ／Ｔ１３４９１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ＧＢ１３４９５　消防安全标志

ＧＢ１５５７７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ＧＢ１５６０３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ＧＢ１６１７９　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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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７９１４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ＧＢ１７９１５　腐蚀品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ＧＢ１７９１６　毒害品商品储藏养护技术条件

ＧＢ１８０７０　油漆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ＧＢ１８２１８　重大危险源识别

ＧＢ／Ｔ１８６６４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６　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２００５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６０—１９９２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１８７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３１６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ＧＢＺ１—２００２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２部分：物理因素

ＧＢＺ１５８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ＪＴ６１７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ＪＴ６１８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ＨＧ／Ｔ２４５８　涂料产品检验、运输和贮存通则

ＨＧ／Ｔ２０６７５　化工企业静电设计规程

ＨＧ／Ｔ２３００１　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标准

ＨＧ２３０１１　厂区动火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２　厂区设备内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３　厂区盲板抽堵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４　厂区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５　厂区吊装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６　厂区断路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７　厂区动土作业安全规程

ＨＧ２３０１８　厂区设备检修作业安全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５２０６．１、ＧＢ／Ｔ５２０６．２、ＧＢ６９４４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涂料　犮狅犪狋犻狀犵

涂于物体表面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或特殊性能（如绝缘、防腐、标志等）的固态涂膜的液体或固体

材料之总称。早期大多数以植物油为主要原料，故有“油漆”之称。现在合成树脂已大部分或全部取代

了植物油，故称为“涂料”。

注：在具体的涂料品种名称中可用“漆”字表示“涂料”，如调和漆、厚漆等。

３．２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　犮狅犪狋犻狀犵狅犳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

符合ＧＢ６９４４危险货物特征的涂料产品，列入ＧＢ１２２６８《危险货物名录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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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如涂料产品中（包括涂料用树脂），在其闭杯试验闪点不高于６０．５℃，或开杯试验不高于６５．６℃的产品，属于

危险化学品第３类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判据见ＧＢ６９４４。

注２：不符合本条特征的涂料产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即非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

４　一般规定

４．１　总则

４．１．１　新建、扩建、改建企业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现有企业应采取综合预防、治理措施，达到本标准

要求。

４．１．２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进行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

和职业卫生评价的建设工程项目，其安全、卫生、消防、环保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４．１．３　企业应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４０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０５年本）》的规定，淘

汰落后的涂料生产工艺。

４．２　工厂总平面规划

４．２．１　新建、改建、扩建企业总平面设计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８７、ＧＢＺ１和 ＧＢ１８０７０的要求。其内部设施

（包括厂房、仓库等建筑物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疏散、厂区消防车道、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等）的

防火间距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

４．２．２　企业总平面规划应根据其生产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结合地形、风向等条件，按功能集中、分区明

确的原则布置。

４．２．３　厂区内行政辅助区与生产区之间应有明显的隔离带，生产区内不应设立职工宿舍。厂区所有的

单体功能分区应明确，应按有害与无害分开的原则分区设置。

４．２．４　厂区应根据生产性质和环境特点进行绿化美化设计，其绿化用地系数应符合有关规定。厂区绿

化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６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２．１０条的要求，生产区不应种植含油脂较多的树木。厂区

的绿化不应妨碍消防作业。

４．２．５　厂区出入口不宜少于２个，主要人流入口宜与主要货流入口分开设置。生产危险化学品的涂料

产品和树脂的涂料生产企业，其工厂主要出入口不应少于两个，宜位于不同方位。

甲、乙、丙类厂房和仓库的安全疏散门不应少于两个。当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第３章第３．７．２条

和第３．８．２条规定时可设一个。生产区建筑物的安全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

用推拉门、卷帘门，通道和出入口应保持通畅。甲、乙、丙类厂房（仓库）的安全疏散门应为防火门。

４．２．６　长度不大于５０ｍ的可燃液体设备的平台或其他设备的框架平台应设置不少于两个通往地面

的非燃烧材料扶梯，作为疏散通道。但长度不大于８ｍ的甲类气体或甲、乙Ａ（闪点大于等于２８℃至闪

点小于等于４５℃）液体设备的平台或长度不大于１５ｍ的乙Ｂ（闪点大于４５℃至小于６０℃）、丙类液体

设备的平台，可只设一个扶梯。

４．２．７　厂区、仓库区应设置消防车通道。占地面积大于３０００ｍ
２ 的甲、乙、丙类厂房，易燃液体的储罐

区、装卸区以及危险化学品库区或占地面积大于１５００ｍ２ 的乙、丙类仓库，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当地

形条件受限制时，也可设尽头式消防车道。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道或有回车场，供一般消防车使

用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１２ｍ×１２ｍ。

４．２．８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４．０ｍ。供消防车停留的空地，其坡度不宜大于３％。

消防车道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作业的障碍物。

４．３　厂房（仓库）防火防爆

４．３．１　同一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该厂房或防火分区内的生产火灾

危险性分类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当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中第３．１．２条时，可按照火灾

危险性较小的部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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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生产（仓库）火灾危险性分类和火灾危险性举例见本标准附录Ａ。

４．３．２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树脂、粉末涂料的生产和包装车间以及仓库等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

房的泄压面积和设施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第３．６节的规定。

４．３．３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树脂、粉末涂料等有爆炸危险的甲类厂房（仓库）与周围民用建筑

物（包括厂区内具有民用特征的建筑物，如办公楼、总控制室、研究所、浴室等）之间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２５ｍ，距重要的公共建筑不应小于５０ｍ；甲类厂房（仓库）距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不应小于３０ｍ，与

架空电力线的最近水平距离不应小于电杆（塔）高度的１．５倍。乙类厂房（仓库）距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

点不应小于２５ｍ。

４．３．４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宜独立设置。厂房内不应设置员工宿舍。办公室、休息室等不应设

置在甲、乙类厂房内。当必须与本厂房贴邻设置时，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３．００ｈ的非燃烧体防爆墙隔开和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

４．３．５　当甲、乙类生产装置的明火加热炉与该生产装置组成同开同停的联合装置时，该甲、乙类生产装

置的厂房面向明火加热炉一面为封闭的非燃烧材料实体墙时，加热炉与厂房的防火间距可小于第４．３．３

条的规定，但不应小于１５ｍ。

４．３．６　电热媒炉（包括电锅炉房）可布置在装置边缘的同一建筑物内，应用非燃烧材料的实体防护墙隔

离。其门窗之间的距离及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８的有关规定。

４．３．７　当专用控制室、中控化验室必须与设有合成树脂（或涂料研磨或调漆）等甲、乙类生产设备的房

间布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时，应用防火墙隔开，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防火墙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其门

窗之间的距离应按ＧＢ５００５８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３．８　散发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以及有粉尘、纤维爆炸危险的乙类厂房，应采用

不发火花的地面。采用绝缘材料作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散发可燃粉尘、纤维的厂房内表面

应平整、光滑，并易于清扫。

厂房内不宜设置地沟，必须设置时，其盖板应严密，地沟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可燃蒸气及粉尘、纤

维在地沟积聚的有效措施，且与相邻厂房连通处应采用防火材料密封。

使用和生产甲、乙、丙类液体的厂房内的管、沟不应与相邻厂房的管、沟相通，该厂房的下水道应设

置隔油设施。

４．３．９　甲类仓库应单层独立设置。甲、乙类仓库不应设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甲、乙类仓库内不应设置

办公室、休息室，并不应贴邻建造。

４．３．１０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

４．４　储罐区

４．４．１　储罐区的设立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第４章的规定。

储存甲Ｂ（闪点小于２８℃）和乙Ａ（闪点大于等于２８℃至闪点小于等于４５℃）类的液体，宜选用浮顶

或浮舱式内浮顶罐，不应选用浅盘式内浮顶罐。储存沸点低于４５℃的甲Ｂ（闪点小于２８℃）类液体，应

选用压力储罐。

储罐应成组布置并符合下列规定：在同一罐组内，宜布置火灾危险性类别相同或相近的储罐；沸溢

性液体的储罐，不应与非沸溢性液体储罐同组布置；液化烃的储罐，不应与可燃液体储罐同组布置。可

燃液体储罐不宜与化学药剂等储罐布置在同一罐组内；有毒物料应单独布置在一个罐区内。

４．４．２　甲、乙类液体的轻便容器（如桶、瓶）存放在室外时，应设置防晒棚或水喷淋（雾）等防晒设施。甲

类液体贮罐应设防日晒的固定式冷却水喷淋系统或其他降温设施，甲、乙类液体贮罐阀门冬季应有防冻

措施。

４．５　消防设施

４．５．１　厂区的消防给水和灭火设备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第８章的有关规定。

４．５．２　厂区、储罐区应设室外消火栓。建筑占地面积大于３００ｍ
２ 厂房（仓库）应设室内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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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　厂区应有消防给水系统。厂区的消防用水可由给水管网、天然水源、消防水罐或消防水池供给。

利用天然水源时，其保证率不应小于９７％，且应设置可靠的取水设施。

４．５．４　厂区应按ＧＢ５０１４０的规定根据火源及着火物性质，配备适当种类、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并定

期检查，保持有效状态。

扑救汽油、甲苯、二甲苯、甲醇、丙酮、煤油等甲、乙、丙类液体应选用干粉、抗溶性泡沫、二氧化碳型

灭火器或系统。生产区内每一个灭火器配置场所内的灭火器不应少于两个（采用自动灭火系统除外）。

甲、乙类厂房（仓库）灭火器配置应按严重危险等级场所配置，灭火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划分和灭火器

配置按照ＧＢ５０１４０—２００５附录Ｃ。

４．５．５　企业应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合成树脂车间、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和包装车间、危险化学品仓

库等建筑物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可根据单位生产规模

和实际，选择移动式或固定式检漏报警仪（设施）。

４．６　防雷、防静电

４．６．１　防雷

４．６．１．１　厂区的各类建筑物、露天装置、贮罐应设置防雷设施。防雷措施及防雷装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７

的要求。防雷设施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安装和监测。

４．６．１．２　具有爆炸危险环境的第一类防雷建筑物应装设独立避雷针、架空避雷线（网），使被保护各建

筑物及风帽、放散管等突出屋面的物体均处于接闪器的保护范围。独立避雷针、架空避雷线（网）应有独

立的接地装置，每一引下线的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１０Ω。

４．６．２　防静电

４．６．２．１　生产区可能产生静电危害的物体应采取工业防静电接地措施，并应符合 ＧＢ１２１５８和

ＨＧ／Ｔ２０６７５的规定。

使用、贮存、输送、装卸、运输易燃溶剂、溶剂型涂料及树脂、产生可燃性粉料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

装置（反应釜、稀释罐或釜、分散机、研磨机、配料缸、调漆缸、拉缸、贮罐、输送泵、灌注设施和易燃液体管

道以及过滤器、流量计等管道附件等）、装卸场所以及产生静电积聚的生产设施都应有防静电接地措施。

各专设的防静电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００Ω。

４．６．２．２　控制易燃液体和有机粉料的投料速度。

４．６．２．３　装、卸和输送易燃液体时，采取以下措施防止静电急剧产生：

ａ）　在输送和灌装易燃液体过程时，应防止液体的飞散喷溅。从底部或上部入灌的注入管末端应

设计成不易使液体飞散的倒Ｔ形状或另加导流板，或在上部灌装时，使液体沿侧壁缓慢下流。

ｂ）　对罐车等大型容器灌装易燃液体时，宜从底部进油。若不得已采用顶部进油时，则其注油管

宜伸入罐内离罐底部不大于２００ｍｍ。在注油管未浸入液面前，其流速应限制在１ｍ／ｓ以内。

ｃ）　油罐汽车在装卸过程中应采用专用的接地导线（可卷式），夹子和接地端子将罐车与装卸设备

相互连接起来。接地线的连接应在油罐开盖以前进行。装卸工作完毕后，应静置２ｍｉｎ以上，

才能拆除接地线。

４．６．２．４　在重点防火、防爆区的入口处，应设置人体静电消除装置（接地裸露金属体如栏杆、金属支架等）。

４．６．２．５　易燃易爆甲、乙类厂房内转动设备的皮带应采用防静电皮带。当皮带具绝缘性时，皮带的接

头不应使用金属材料。皮带罩应接地，且固定牢固，不应与皮带发生碰刮的状况。

４．６．２．６　不宜采用非金属管输送易燃液体。当用软管输送易燃液体时，应使用导电软管或内附金属

丝、网的导电橡胶管，且在相接时注意静电的导通性。

４．７　电气安全

４．７．１　树脂生产车间、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生产及包装车间、危险化学品仓库等甲、乙类爆炸性气体

环境的电气装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第２章规定。粉末涂料的粉碎、包装车间及仓库等爆炸性粉

尘环境的电气装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第３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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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　１０ｋＶ以下架空线路不应跨越易燃易爆厂房、库房、储罐等爆炸性气体环境。

４．７．３　树脂反应聚合系统的动力、仪表、照明和冷却系统等应有备用电源，并应具备防止停电的安全

措施。

４．７．４　生产工艺采用直接电加热方式的，其电气装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６和ＧＢ５００５８的规定。

４．７．５　树脂生产车间、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生产及包装车间、粉末涂料的粉碎、包装车间及仓库、危

险化学品仓库等易燃易爆甲、乙类作业场所使用的电动机、低压变压器、低压开关和控制器（开关、断路

器，控制开关及按钮，配电盘，控制箱，操作箱等）、照明灯具、信号报警装置等应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电线套管应采用低压流体输送镀锌焊接钢管，不应采用绝缘导线或塑料管明设。所有电气设备应进行

有效接地。

４．７．６　甲、乙类仓库内宜使用低温照明灯具，并应对灯具的发热部件采取隔热等防火保护措施；不应设

置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配电箱及开关宜设置在仓库外。

４．８　生产装置安全

４．８．１　生产设备的安全卫生功能应符合ＧＢ５０８３的规定。

４．８．２　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伤亡事故和职业危害的生产设备，特别是锅炉、有机热载体炉（以下简称热

媒炉）、反应釜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电梯、电动葫芦、供垂直运输物品的升降机、叉车等特种设备应由

持有专业生产许可证的单位设计、制造、安装和检验。

锅炉、热媒炉、反应釜等压力容器及其压力管道、电梯、电动葫芦、供垂直运输物品的升降机、叉车等

特种设备应当符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３７３号令）的规定，应当对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

全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做好记录。

４．８．３　各设备之间、管线之间、以及设备、管线与厂房、建（构）筑物的墙壁之间的间距，应符合有关设计

要求和建筑规范要求。

４．８．４　设备本身应具备必要的防护。对有爆炸危险的设备，还应具备泄压、防爆等装置。各种外露的

传动设备或危险部位，应有便于观察传动运行的安全防护装置，机械设备上安装的各种防护罩按照

ＧＢ／Ｔ８１９６。

４．８．５　在设备、设施、管线上有发生坠落危险的部位，应配置便于人员操作、检查和维修的扶梯、平台、

围栏和安全系挂装置等附属设施。扶梯、平台和栏杆的设置应符合 ＧＢ４０５３．１、ＧＢ４０５３．２、

ＧＢ４０５３．３、ＧＢ４０５３．４的规定。

４．８．６　易燃易爆甲、乙类场所建（构）筑物配置的钢质扶梯、平台等应覆盖耐火层。涂有耐火层的构件，

其耐火极限时间不应低于１．５ｈ。当耐火层选用防火涂料时，应采用有利于防烃类火灾的防火涂料。

４．９　工业管道安全

４．９．１　工业金属管道的材料、组成件的选用、布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３１６的规定。管道布置应满足便于生

产操作、安装和维修的要求，采用架空敷设，规划有序、布局整齐。输送易燃流体的管道不应布置在室内

的吊顶内及建（构）筑物封闭的夹层内。

４．９．２　工业管道应涂识别色（如水管道识别色为艳绿色、水蒸气管道识别色为大红色、易燃液体管道识

别色为棕色），工业管道的识别色、识别符号、安全标识应符合ＧＢ７２３１的规定。

４．１０　相关安全装置

４．１０．１　凡工艺上有放空的设备均应设放空装置，并定期检查其有效性。用于间歇排放的可燃气体排

气筒顶或放空管口，应高出１０ｍ范围内的平台或建筑物顶３．５ｍ以上，并应有防静电接地措施，不应

将导出管置于下水道等限制性空间内，以免引起爆炸。放空管应选用金属材料，不应使用塑料管或橡皮

管。释放压力大于等于０．１ＭＰａ的放空管线应采用不锈钢材料。

４．１０．２　易燃液体不宜使用玻璃管液位计。当使用玻璃管液位计时应加护套等保护措施。

４．１０．３　树脂反应釜温度控制装置应有冗余设计，宜使用两套控制仪器，并定期校验。树脂反应釜的安

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应完整、齐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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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安全标志

４．１１．１　生产区应按ＧＢ２８９４的规定设置安全标志，或在建（构）筑物及设备上按ＧＢ２８９３的规定涂安

全色。

４．１１．２　厂房（仓库）的紧急通道和出入口，应设置明显的醒目标志。生产区入口及其他产生火花的场

所应有“禁止烟火”的安全标志。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应按ＧＢＺ１５８的规定设置醒目的警示

标识和中文警示标志。

４．１２　职业危害控制

４．１２．１　防尘防毒

４．１２．１．１　涂料生产过程和设备，应尽量考虑机械化和自动化，加强密闭，避免直接操作，并应结合生产

工艺采取通风措施，使生产场所有害物质及粉尘的浓度符合ＧＢＺ２．１和ＧＢＺ２．２的规定。

生产场所空气中主要有毒物质及粉尘容许浓度见本标准附录Ｂ。

４．１２．１．２　有毒性危害的生产环境，应设置淋洗器等卫生防护设施，其服务半径应小于１５ｍ。应根据

作业特点和防护要求，确定配置事故柜、急救箱或个体防护用品。

４．１２．１．３　尘毒危害严重的厂房和仓库等建（构）筑物的墙壁、顶棚和地面均应光滑，便于清扫。必要时

设计防火、防腐等特殊保护层及专门清扫设施，以便清洗。

４．１２．１．４　以剧毒物品为生产介质的设备，产生母液、污水的收集槽，不应使用敞口设备，确因排渣、清

渣需要，设备应设封闭排渣装置。

４．１２．１．５　使用剧毒物品的投料区域，应采用密闭、负压或湿式的作业；对在不能密闭的尘毒逸散口，应

采取局部通风排毒和除尘等措施。设备布置应相对独立。对地面冲洗水及污水应作独立收集，作无害

化处理。在有毒液体容易泄漏的场所，应用不易渗透的建筑材料铺砌地面，并设围堰。

４．１２．２　防噪声

４．１２．２．１　应从声源上控制生产过程和设备噪声，以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代替高噪声的工艺和设备。

４．１２．２．２　生产过程和设备的噪声应采取隔声、消声、隔振及管理等综合措施。作业场所噪声声级的卫

生限值，应符合ＧＢＺ１—２００２第５．２．３．５条的规定。

４．１２．３　防高温防寒

４．１２．３．１　当室内作业地点气温等于或大于３７℃时应采取局部降温和防暑措施，并应减少接触时间。

在炎热季节对高温作业的工人应供应含盐清凉饮料（含盐量为０．１％～０．２％）。

４．１２．３．２　当室内作业地点温度近十年最冷月平均温度等于或小于８℃的月份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应

设置局部采暖设施。设置采暖设施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第１０．２条的规定。甲、乙类厂房和甲、乙

类仓库内不应采用明火和电热型散热器采暖。下列厂房不应采用循环使用的热风采暖：

ａ）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可燃粉尘、可燃纤维与采暖管道、散热器表面接触能引

起燃烧的厂房；

ｂ）　生产过程中散发的粉尘受到水、水蒸气的作用能引起自燃、爆炸，或产生爆炸性气体的厂房。

４．１２．４　防护用品

４．１２．４．１　对作业人员应采取个体防护措施，配备专用的劳动防护用品。易燃易爆场所作业人员应配

用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鞋、防毒口罩、工作手套等。不同岗位作业人员配用的劳动防护用品应符合

ＧＢ／Ｔ１１６５１的规定。

４．１２．４．２　生产场所应配备呼吸防护器以及其他应急防护用品。呼吸防护器配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６６４

的规定。

５　涂料生产安全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企业应根据所生产的涂料产品编制生产工艺技术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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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生产应按照工艺技术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规程执行。工艺技术指标和中间控制指

标的更改应有生产技术部门会同安全技术部门审核同意，企业负责人的批准。

５．１．２　生产车间应根据生产需要规定原料的存放时间、地点和最高允许存放量。相禁忌的原料不应存

放在同一区域，应划定区域分类隔开或分离贮存。生产车间的生产物料、产品、半成品的堆放，应用黄色

和白色标记在地面上标出存放地点，堆放整齐，保证通道畅通。

５．１．３　树脂生产设备、加热设备、分散设备、辅助设备（过滤机、离心机、各类泵、空气压缩机、通风机、电

动葫芦）等生产设备应按照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５．１．４　生产含有易燃液体色漆的研磨设备应使用封闭式砂磨机，使用的配料缸、调漆缸、拉缸等敞开式

设备应加盖防止易燃液体挥发。

５．１．５　当生产树脂的反应釜、稀释罐（釜）等生产设备属于压力容器的，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

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应定期校验、检修，并记录。

５．１．６　树脂生产设备（包括反应釜、稀释罐（釜）、过滤机、冷却（凝）器、放空管等）、加热设备、制漆分散

设备、辅助设备（离心机、各类泵、空气压缩机、通风机、电动葫芦等）等生产设备及其所属管线及附件均

应有防静电接地。对拉缸等移动式设备及工具的静电接地连接，应采用连接器与接地支线（接地干线）

相连接。不应采用接地线与被接地体相缠绕等方法进行连接。

５．１．７　设备在灌装、循环或搅拌等工作过程中，不应对易燃液体进行取样、测温等现场操作。设备停止

工作后，应静置一段时间才允许进行上述操作。

５．２　色漆生产

５．２．１　配料

５．２．１．１　配料时投料量应准确。在搅拌机运行时，不应用手打捞容器里的杂物，避免引起机械伤害

事故。

５．２．１．２　当班配料应当班研磨，未经研磨的色浆不应在车间存放。当班配置的华兰、炭黑、甲苯胺红、

铬黄（绿）等颜料的色浆不能进行研磨时，应在下班前对配好料的色浆采取防聚热措施，单独存放，以防

自燃引起火灾。

５．２．２　研磨

５．２．２．１　应熟悉易燃液体的安全使用和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

５．２．２．２　轧制硝化纤维素（以下简称硝化棉）漆片时，应使用含水量不小于２５％、不含乙醇的硝化棉，

并应控制炼胶机滚筒冷却水出水温度，以防自燃。

５．３　硝化棉溶解

５．３．１　硝化棉溶解岗位生产作业不应使用铁器类撞击易产生火花的工具，应使用铜、铝或木质工器具

等不易产生火花的工具，以防止铁器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火灾。溶解罐等设备应采取有效防静电接地，硝

化棉溶解罐周围的地面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如敷设铝板等），以防止静电火花引发火灾爆炸。

５．３．２　硝化棉溶解时，配料计量应准确，应控制好加料速度，应轻拿、轻放，做到边加料边溶解，投料不

应过快，以防止投料过快，使未溶硝化棉与搅拌桨摩擦产生静电起火爆炸。

５．３．３　硝化棉要做到随用随领，剩余的生产用硝化棉应用包装盖密闭，不应在车间存放，应及时送回

仓库。

５．４　树脂生产

５．４．１　投料

５．４．１．１　投料前所用的原料应检验合格，不合格的原料不允许投料。投料计量应准确，应按工艺技术

要求注意投料顺序和加料速度，轻拿轻放，防止液体物料四溅或固体粉料飞扬，保持岗位的环境卫生。

５．４．１．２　反应釜的装料量应根据所生产树脂品种的工艺技术要求和物料性质来确定装料量，但不应大

于釜体容积的７０％，以防物料外溢出釜。反应釜最低液面应高于反应釜壁的加热面，搅拌时液面应有

效淹没温度仪接触点。反应釡应导线接地，以防止加料时产生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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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加热与温度控制

５．４．２．１　树脂生产过程的反应温度应按生产树脂的工艺技术要求控制，不应超过所用主要原料的自燃

点温度。应定时采样测定树脂的酸值和黏度值等工艺控制指标，以防止胶化、自燃。

５．４．２．２　发生物料溢锅时，应立即进行处理。轻者可加适量硅油消泡剂等，降低其表面张力，使生产恢

复正常。物料溢锅严重时，应立即停止加热，降温进行处理。

５．４．２．３　生产过程发生物料胶化时，应立即采取降温处理措施。物料发生胶化时，可采取加解聚剂等

措施中止胶化的续展，至生产情况恢复正常后才能继续生产。

５．４．２．４　树脂反应过程中，如遇突然停电或停水时，应立即停止加热，通入二氧化碳（或氮气）等惰性气

体代替机械搅拌，以防止胶化。并应视生产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或紧急出料。

５．４．２．５　树脂反应过程中，如遇反应釜内物料起火时，应立即停止加热，切断电源，通入二氧化碳（或氮

气）等惰性气体，隔绝空气及时扑熄。

５．４．３　树脂的出料

５．４．３．１　树脂物料在出反应釜（罐）前应进行冷却，出料温度应符合其工艺技术的要求。

５．４．３．２　树脂反应釜（罐）内物料排完时，应根据生产安排及时进行配料或注入清洗液，防止反应釜

（罐）壁残存物料发生自燃。

５．４．４　树脂的稀释（溶剂型）

５．４．４．１　树脂稀释作业时应注意控制温度，稀释温度不宜超过所用稀释溶剂的初沸点。应控制注入树

脂的速度，以防止静电的产生。如工艺有特殊高温要求的，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

５．４．４．２　稀释罐（釜）的物料排完时，应根据生产安排及时进行配料或注入清洗液，防止稀释罐（釜）壁

残存物料发生自燃。

５．４．４．３　稀释罐（釜）的装料量应根据所生产树脂品种的工艺技术要求和物料的性质来确定装料量，但

不应大于稀释罐（釜）容量的８０％，以防止物料外溢。

５．５　粉末涂料

５．５．１　粉碎包装车间应设置除尘和粉尘回收装置，并应加强排风，控制粉尘浓度处于粉尘爆炸浓度范

围以外。粉尘防爆应符合ＧＢ１５５７７的规定。

５．５．２　车间地面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应经常检查设备的静电接地情况。

５．５．３　包装好的粉末涂料产品，应尽快送到单独的储存室，及时清除地面和回收装置内的堆积粉尘，以

防止粉尘火灾引燃而发生爆炸。

５．６　其他

其他工序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应按所生产涂料产品的工艺技术规程、生产工艺操作规程和安全操

作规程。

５．７　锅炉、热媒炉

５．７．１　锅炉、热媒炉应符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３７３号令）规定，应对其安全附件、安全装

置、测量调控装置及附设仪器仪表定期进行校验、检修、并做好记录。

５．７．２　热媒炉及导热油的使用应符合《有机热载体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原劳动部１９９４．０５．０１）

规定。

５．７．３　热媒炉所用的导热油使用前应检验合格。使用中的导热油每年至少应检测一次，使用两年以上

时，应每半年检测一次，当其符合质量技术指标时方可继续使用。

５．７．４　导热油的热油输送泵及输送管道等设施应符合安全使用要求，应有防止导热油泄漏的措施。

５．８　包装、检验、贮存与运输

５．８．１　包装

５．８．１．１　涂料产品的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４９１的要求。

５．８．１．２　灌装包装场地应平整、无油迹、保持清洁、通风良好。易燃易爆物品包装场地不应设地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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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不应在地坑中进行灌装包装。

５．８．１．３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所用的包装物应使用有资质企业生产的包装物和容器，运输包装材料

应符合ＧＢ１２４６３的规定。

５．８．２　包装标志

５．８．２．１　产品包装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５０的要求。

５．８．２．２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应在包装上标注国家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标记和编号；已列入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发放目录的涂料产品，还应标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标记和编号。

５．８．２．３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应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加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涂料产品完全一

致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应在包装内附有与包装内涂料产品完全一致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５．８．３　检验

５．８．３．１　企业应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的要求进行检验，保证出厂的产品符合标准的

技术要求。

５．８．３．２　企业应有满足质量检测的场所设施和仪器。检验场所的化学分析室、恒温恒湿室、高温室、精

密仪器室（天平室）等应符合安全使用的要求。检验易燃危险化学品场所的电气防爆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８

的有关规定。

５．８．４　贮存

５．８．４．１　产品贮存应按其性质分类，分批堆放，并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应保持通风、干燥，防止日

光直接照射。夏季温度过高应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

５．８．４．２　列入ＧＢ１２２６８的危险化学品应储存在专用的仓库中。

ａ）　危险化学品贮存场所的建筑结构、电气、通风、调温、消防设置及贮存量等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３、

ＧＢ１７９１４、ＧＢ１７９１５和ＧＢ１７９１６的规定。

ｂ）　甲、乙类危险化学品仓库应符合第４．３．９条的规定。不应在易燃易爆物品仓库内进行产品

分装。

ｃ）　硝化棉不应与其他类别的物品同贮，应单独隔离限量贮存。生产区不宜设立硝化棉仓库。

ｄ）　剧毒品应在专用仓库内单独隔离，限量储存。剧毒品储存应执行双人收发、双人记账、双人双

锁、双人运输、双人使用的“五双”制度，并应安装电子监控报警器。

５．８．５　运输

５．８．５．１　产品运输应防止雨淋、日光曝晒和避免碰撞措施，并应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５．８．５．２　危险化学品运输应具有运输危险化学品货物经营资质，应专车专用，车辆应设有消防安全设

施及阻火器，并有明显标志。

５．８．５．３　汽车运输和装卸危险货物作业应符合ＪＴ６１７和ＪＴ６１８要求。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应符合ＧＢ１３３９２的规定。

５．８．５．４　本标准未作明确规定的其他运输工具，应执行国家相关规定。

５．９　厂区动火、设备检修等作业安全

５．９．１　动火作业应按照ＨＧ２３０１１的规定执行。

５．９．２　设备内作业应按照ＨＧ２３０１２的规定执行。

５．９．３　设备检修作业应按照ＨＧ２３０１８的规定执行。

５．９．４　盲板抽堵作业安全、高处作业安全、吊装作业安全、断路作业安全、动土作业安全及吊装作业安

全应分别按照ＨＧ２３０１３、ＨＧ２３０１４、ＨＧ２３０１５、ＨＧ２３０１６、ＨＧ２３０１７的规定执行。

５．１０　生产废物料的处理

５．１０．１　涂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毒、有害废气、废水（液）、废渣和其他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国家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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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２　生产区的排水应实行清污分流，含有易燃液体及有害物质的污水不得直接排入下水道，应排入

污水处理装置。处理易燃液体污水的装置应有防爆设施。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水质达到ＧＢ８９７８

（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指标）的规定后方可排放。

５．１０．３　生产区排放的有毒、有害废气应采取有效的净化措施，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规定后方可排放。

５．１０．４　生产区（包括实验室）产生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应符合《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２７号）的规定。应委托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并应当向其提供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品名、数量、成分或组成、特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技术

资料。

６　安全管理

６．１　安全管理体系

６．１．１　企业应以保证涂料生产过程安全、卫生为目标，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应的安全管理

体系。

６．１．２　企业应结合实际，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并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实行标准化管理。企业的

安全管理可按照ＨＧ／Ｔ２３００１的要求执行。

６．２　机构、人员和培训

６．２．１　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生产企业应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其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经安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６．２．２　非危险化学品的涂料产品生产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当从

业人员在３００人以下的，可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６．２．３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具备与本企业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应配备

有安全上岗资质的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有合成树脂生产工艺的涂料生产企业，还应配备相当

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并具有相应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管理人员。

６．２．４　企业应按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组织作业人员上岗前、在岗期间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其健

康状况应符合工作性质要求。有职业禁忌者，不应从事涂料生产作业。

６．２．５　作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技术教育和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电工，锅

炉工，起重工，压力容器操作工，电焊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驾驶员、装卸管理员、押运员等）应经专门的

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

６．２．６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向作业人员告知其危险和预防、控制及防护方法，并应向作业人员进

行安全技术的培训（包括预防、控制及防止危险方法的培训和紧急情况处理或应急措施的培训）。

６．２．７　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时，应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

安全防护措施，并应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６．３　应急救援

６．３．１　应对本企业涂料生产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危险源辨识。根据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物质性

质，Ⅰ、Ⅱ级（极毒、高毒）毒物的特性，及生产、使用、储存的量来分析确定本企业的危险因素、确定危险

源和重大危险源，制订本单位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

组织演练。涂料生产的危险、有害因素见本标准附录Ｃ。

６．３．２　应对本企业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并定期监测、评估、监控，应将其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

报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备案。企业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按照ＧＢ１８２１８的要求执行。

６．３．３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写应符合《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单位版）》（安

监管危化字［２００４］４３号）的要求。

６．４　现场安全管理措施

６．４．１　作业人员上岗作业应遵守劳动纪律、工艺纪律和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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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加强明火管理，厂区不应吸烟。

６．４．３　机动车辆一般不应进入易燃易爆生产区及易燃易爆化学品库区。当需要进入易燃易爆场所时，

机动车辆应配装阻火器、灭火器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措施。

６．４．４　易燃易爆场所作业人员不应穿着能产生静电火花的化纤织物工作服和带铁钉的鞋；不应使用铁

质工具及撞击会产生火花的其他工具；不应使用打火机、手机、相机等发火和电子设备；不应在水泥地面

拖动、滚动桶装物品；不应使用易燃溶剂等擦洗设备、地坪、工具和衣物等。

６．４．５　作业人员上岗作业应正确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应紧扎衣袖。女工上岗作业应戴好工作帽，不

应将长发露在帽外，以免被机械卷入造成伤害事故。

６．４．６　有毒有害岗位作业人员，工作结束后应更换工作服，清洗后方可离开作业场所。不应在有毒有

害岗位饮食。

６．４．７　使用的各类溶剂原料容器应加盖封闭存放，不应无序乱堆；应随时将粘有涂料等易燃物质的棉

纱、抹布等物放入带盖的装有阻燃液体的金属箱（桶）内，当班清除，不应乱抛、乱放；应及时清理作业场

所的废物、油迹、漆垢等，保持环境的整洁卫生。

６．５　安全管理措施未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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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涂料生产企业火灾危险性分类和举例

犃．１　火灾危险性分类、防爆等级及危险等级

犃．１．１　涂料生产（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按照ＧＢ５００１６第３．１．１条和第３．１．３条，见表Ａ．１。

表犃．１　生产（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或仓库 使用、产生下列物质生产或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特征

甲

１．闪点小于２８℃的液体；

２．爆炸下限小于１０％的气体（使用、生产）；

３．爆炸下限小于１０％的气体，以及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小于１０％的固

体物质（储存物品）；

４．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５．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６．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

化剂（生产）；

７．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储存物品）；

８．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９．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大于等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使用、生产）

乙

１．闪点大于２８℃，但小于６０℃的液体；

２．爆炸下限大于等于１０％的气体；

３．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４．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５．助燃气体；

６．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闪点大于等于６０℃的液体雾滴（使用、生

产）；

７．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燃的物品（储存物品）

丙
１．闪点大于等于６０℃的液体；

２．可燃固体

　　说明：上表危险特征中除注有（使用、生产）或（储存物品）的外，其余不分使用、生产和储存物品

犃．２　防爆等级的划分

犃．２．１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按照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第二章的规定划分。

犃．２．２　爆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域按照ＧＢ５００５８—１９９２第三章的规定划分。

犃．３　涂料生产车间火灾危险性分类

犃．３．１　合成树脂生产车间

溶剂型树脂、固体树脂和水性树脂（包括乳液）生产车间火灾类别为甲类或乙类易燃易爆作业场所，

属爆炸性气体环境。

犃．３．２　涂料研磨、包装生产车间

ａ）　溶剂性涂料研磨、包装等生产车间的火灾类别为甲或乙类易燃易爆作业场所，属爆炸性气体危

险环境；

３１

犃犙５２０４—２００８



ｂ）　粉末涂料（易燃固体树脂）粉碎、包装等生产车间的火灾类别为乙类易燃易爆作业场所，属爆

炸性粉尘环境；

ｃ）　水性涂料（水性树脂及主要原料，其闭杯试验闪点大于６０℃）的研磨、包装车间属丙类火灾危

险环境。

犃．３．３　涂料生产（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见表Ａ．２。

表犃．２　涂料生产（仓库）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作业分类 生产或储存 涂料生产或储存物品
火灾危险

类别

爆炸性或

火灾环境

树脂制造

涂料成品

制造②

溶剂型树脂
油脂、天然、酚醛、醇酸、氨基、硝基、环氧、烯类、过氯乙烯、丙

烯酸、聚酯、聚氨酯、元素有机、橡胶等树脂

固体树脂 环氧、酚醛、聚酯、石油树脂、松香改性树脂等固体树脂

水性树脂
水溶性环氧酯、水溶性聚酯树脂、水溶性醇酸树脂、水溶性丙

烯酸树脂、聚氨酯乳液、丙烯酸乳液、苯丙乳液、硅丙乳液等

溶剂型涂料

（其闭杯试验闪点小于等于６０℃）

油脂漆类、天然树脂漆类、酚醛树脂漆类、沥青漆类、醇酸树

脂漆类、氨基树脂漆类、硝基漆类、烯类树脂漆类、过氯乙烯

树脂漆类、丙烯酸酯树脂漆类、聚酯树脂漆类、环氧树脂漆

类、聚氨酯树脂漆类、橡胶漆类、元素有机漆类、其他成膜物

类涂料等

辅助材料
（其闭杯试验闪点小于等于６０℃）

稀释剂、防潮剂、催干剂脱漆剂、固化剂、其他辅助材料

水性涂料

（其闭杯试验闪点大于６０℃）

乳胶漆、水溶性醇酸树脂漆类、水性聚氨酯树脂漆类、水性丙

烯酸酯类树脂漆类、水性环氧树脂漆类、水性氟碳树脂漆等

粉末涂料

固体树脂

环氧、聚酯等粉末涂料及酚醛树脂、石油树脂、松香改性树脂

等易燃固体树脂的粉碎、包装

甲或乙①

甲或乙

丙

乙

爆炸性气体

环境

火灾环境

爆炸性

粉尘环境

仓库与

贮存

溶剂型

固体

水性涂料

（其闭杯试验闪点小于等于６０℃）

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涂料产品仓库、易燃液体原料仓库及贮

罐区、废溶剂回收

甲或乙

铝粉、松香等易燃固体仓库 乙

易燃固体树脂、粉末涂料产品仓库 乙

不属于易燃固体的原料、树脂等 丙

（其闭杯试验闪点大于６０℃）乳胶漆、水性聚氨酯树脂漆类、

水性丙烯酸酯类树脂漆类、水性环氧树脂漆类、水性氟碳树

脂漆等水性涂料产品仓库

丙

爆炸性

气体环境

爆炸性

粉尘环境

火灾环境

火灾环境

　　注：① 以上均指工厂设备都在其设计参数范围内的工作状态。表中水性树脂火灾危险性甲或乙类是根据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表３．１．１划分，仅指水性树脂合成反应的生产过程，并非指最终产品。水性树脂及其水

性涂料的最终产品（除其闭口杯试验闪点小于等于６０．５℃外）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辨别见

ＧＢ６９４４。

② ＧＢ／Ｔ２７０５对涂料产品分类分类方法有２种。方法１：是以涂料产品的用途为主线，并辅以主要成膜物的分

类方法，如建筑涂料、工业涂料、通用涂料及辅助材料；方法２：除建筑涂料外，按涂料产品的主要成膜物质分

类，如油脂树脂漆类、酚醛树脂漆类、沥青漆类、醇酸树脂漆类、氨基树脂漆类、硝基漆类、烯树脂漆类、丙烯

酸酯树脂漆类、聚酯树脂漆类、环氧树脂漆类、聚氨酯树脂漆类、元素有机漆类、橡胶漆类以及辅助材料等。

本表涂料产品分类采用方法２，主要考虑能体现涂料的化学特性。本表中涂料和树脂的定义见

《ＧＢ／Ｔ５２０６．１色漆和清漆词汇第一部分　通用术语》和《ＧＢ／Ｔ５２０６．２色漆和清漆词汇第二部分　树脂术语》。

③上表中未列名的生产或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按照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表３．１．１或表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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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涂料生产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及粉尘容许浓度

表犅．１　涂料生产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及粉尘容许浓度

序号 品 名 ＣＡＳＮＯ

最高容许

浓度／

（ｍｇ·ｍ
－３）

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短时间接触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一）生产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品名按照拼音开头字母Ａ、Ｂ、Ｃ、Ｄ顺序排）

１ 氨 ７６６４４１７ — ２０ ３０

２ 苯（皮） ７１４３２ — ６ １０

３ 苯乙烯（皮） １００４２５ — ５０ １００

４ 吡啶 １１０８６１ — ４ １０

５ 丙醇 ７１２３８ — ２００ ３００

６ 丙酮 ６７６４１ — ３００ ４５０

７ 丙烯酸（皮） ７９１０７ — ６ １５

８ 丙烯酸甲酯（皮） ９６３３３ — ２０ ４０

９ 丙烯酸正丁酯 １４１３２２ — ２５ ５０

１０ 丙烯酰胺（皮） ７９０６１ — ０．３ ０．９

１１ 抽余油（６０℃～２２０℃） — ３００ ４５０

１２ 滴滴涕（ＤＤＴ） ５０２９３ — ０．２ ０．６

１３ 丁醇 ７１３６３ —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４ １，３丁二烯 １０６９９０ — ５ １２．５

１５ 对苯二甲酸 １００２１０ — ８ １５

１６ 对硝基苯胺（皮） １０００１６ — ３ ７．５

１７ 二丙二醇甲醚（皮） ３４５９０９４８ — ６００ ９００

１８ 二甲苯（全部异构体）

１３３０２０７；

９５４７６；

１０８３８３

— ５０ １００

１９ 二氧化氮 １０１０２４４０ ５ １０

２０ 二氧化氯 １００４９０４４ ０．３ ０．８

２１ 二氧化碳 １２４３８９ ９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２ 二异氰酸甲苯酯（ＴＤＩ） ５８４８４９ — ０．１ ０．２

２３ 二月桂酸二丁基锡（皮） ７７５８７ — ０．１ ０．２

２４ 氟化物（不含氟化氢）（按Ｆ计） — ２ ５

２５ 镉及其化合物（按Ｃｄ计） ７４４０４３９ — ０．０１ ０．０２

５１

犃犙５２０４—２００８



表犅．１（续）

序号 品 名 ＣＡＳＮＯ

最高容许

浓度／

（ｍｇ·ｍ
－３）

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短时间接触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２６

汞

金属汞（蒸气）

有机汞化合物（皮）（按 Ｈｇ计）

７４３９９７６ —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２７ 钴及其氧化物（按Ｃｏ计） ７４４０４８４ — ０．０５ ０．１

２８ 环己酮（皮） １０８９４１ — ５０ １００

２９ 环己烷 １１０８２７ — ２５０ ３７５

３０ 环氧丙烷 ７５５６９ — ５ １２．５

３１ 环氧氯丙烷（皮） １０６８９８ — １ ２

３２ 甲醇（皮） ６７５６１ — ２５ ５０

３３ 甲苯（皮） １０８８８３ — ５０ １００

３４ 甲酚（皮） １３１９７７３ — １０ ２５

３５ 甲基丙烯酸 ７９４１４ — ７０ １４０

３６ 甲基丙烯酸甲酯 ８０６２６ —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７ 甲醛 ５００００ ０．５ — —

３８ 间苯二酚 １０８４６３ — ２０ ４０

３９ 糠醛（皮） ９８０１１ — ５ １２．５

４０

苛性碱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１３１０７３２

１３１０５８３

２

２

—

—

—

—

４１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８４７４２ — ２．５ ６．２５

４２ 邻苯二甲酸酐（苯酐） ８５４４９ １ — —

４３ 硫酸钡（按Ｂａ计） ７７２７０６０ — １０ ２５

４４ 氯苯 １０８９０７ — ５０ １００

４５ 马来酸酐 １０８３１６ — １ ２

４６ 煤焦油沥青挥发物（按苯溶物计） ６５９９６９３２ — ０．２ ０．６

４７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按 ＭｎＯ２） ７４３９９６５ — ０．１５ ０．４５

４８ 萘 ９１２０３ — ５０ ７５

４９ 尿素 ５７１３６ — ５ １０

５０

铅及无机化合物（ｐｂ计）

铅尘

铅烟

７４３９９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３

—

—

—

—

５１ 氢化锂 ７５８０６７８ — ０．０２５ ０．０５

５２ 氰化物（ＣＮ计）（皮） ４６０１９５ １ — —

６１

犃犙５２０４—２００８



表犅．１（续）

序号 品 名 ＣＡＳＮＯ

最高容许

浓度／

（ｍｇ·ｍ
－３）

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短时间接触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５３ 溶剂汽油（油漆溶剂油） ８０３２３２４ — ３００ ４５０

５４ ｎ乳酸正丁酯 １３８２２７ — ２５ ５０

５５ 三氯乙烯 ７９０１６ — ３０ ６０

５６
三氧化铬、铬酸盐、重铬酸盐

（按Ｃｒ计）
７４４０４７３ — ０．０５ ０．１５

５７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按Ａｓ计） ７４４０３８２ — ０．０１ ０．０２

５８ 石油沥青烟（按苯溶物计算） ８０５２４２４ — ５ １２．５

５９ 四氯化碳（皮） ５６２３５ — １５ ２５

６０ 松节油 ８００６６４２ — ３００ ４５０

６１ 碳酸钠（纯碱） ３３１３９２６ — ３ ６

６２

铜（按Ｃｕ计）

铜尘

铜烟

７４４０５０８

—

—

１

０．２

２．５

０．６

６３ 纤维素 ９００４３４６ — １０ ２５

６４ 氧化锌 １３１４１３２ — ３ ５

６５ 一氧化氮 １０１０２４３９ — １５ ３０

一氧化碳（非高原） ６３００８０

非高原 — ２０ ３０

６６ 高 原

海拔２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 ２０ — —

海拔＞３０００ｍ １５ — —

６７ 乙二胺（皮） １０７１５３ — ４ １０

６８ 乙二醇 １０７２１１ — ２０ ４０

６９ 乙醚 ６０２９７ — ３００ ５００

７０ 乙酸 ６４１９７ — １０ ２０

７１ 乙酸（２甲氧基乙基酯）（皮） １１０４９６ — ２０ ４０

７２ 乙酸丙酯 １０９６０４ — ２００ ３００

７３ 乙酸丁酯 １２３８６４ — ２００ ３００

７４ 乙酸甲酯 ７９２０９ — １００ ２００

７５ 乙酸乙酯 １４１７８６ — ２００ ３００

７１

犃犙５２０４—２００８



表犅．１（续）

序号 品 名 ＣＡＳＮＯ

时间加权平均

容许浓度／

（ｍｇ·ｍ
－３）

短时间接触容许

浓度（上限值）／

（ｍｇ·ｍ
－３）

（二）涂料生产场所空气中粉尘容许浓度

１ 沉淀ＳｉＯ２（白炭黑）（总尘） １１２９２６００８ ５ １０

２ 二氧化钛粉尘（总尘） １３４６３６７７ ８ １０

３ 酚醛树脂粉尘（总尘） ６ １０

４ 硅灰石粉尘（总尘） １３９８３１７０ ５ １０

５ 硅藻土粉尘 游离ＳｉＯ２含量＜１０％（总尘） ６１７９０５３２ ６ １０

６

滑石粉尘（游离ＳｉＯ２ 含量＜１０％）

总尘

呼尘

１４８０７９６６

３

１

４

２

７

铝、氧化铝、铝合金粉尘

铝、铝合金（总尘）

氧化铝（总尘）

７４２９９０５

３

４

４

６

８ 膨润土粉尘（总尘） １３０２７８９ ６ １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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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涂料生产的危险、有害因素

犆．１　危险因素

犆．１．１　火灾

火灾发生必须具备氧气、可燃物质、着火源三个条件。

犆．１．１．１　可燃物质

ａ）　各类有机溶剂、在存放、清洗、稀释、加热、研磨、包装时挥发、蒸发的易燃易爆蒸气；

ｂ）　生产作业过程中所用可燃、自燃原材料的存放使用等。如各类油脂、松香、合成树脂、硝化棉、

丙烯酸、苯乙烯、铝粉浆等化学原料等；

ｃ）　污染有机溶剂涂料的废布、纱头、工作服等。

犆．１．１．２　着火源

ａ）　明火：树脂加热明火、作业场所内部或外部带入的烟火、照明灯具灼热表面，设备、管道、电器表

面的过高温度、气焊割明火、机动车排气管喷火、烟囱飞火花等；

ｂ）　摩擦冲击：机械轴承发热，钢铁工具、铁桶和容器与地面相互碰撞或与地坪撞击，带钉鞋与地

坪撞击等；

ｃ）　电器火花：电路开启与切断、短路、过载，线路电位差引起的熔融金属，保险丝熔断、外露的灼热

丝等；

ｄ）　静电放电：有机溶剂（涂料）设备、容器、管道静电积累或容器、管道破裂，倾倒有机溶剂、有机

粉料等；

ｅ）　雷电；

ｆ）　化学能：自燃（桐油、亚麻油、硝化棉、炭黑、漆垢、色浆、玷污涂料的废纱头堆积蓄热），物质混合

剧烈放热反应（树脂反应），加热树脂添加有机溶剂，铝粉受潮产生氢气放热自燃，硝化棉受潮

产生氮气放热自燃等；

ｇ）　日光聚焦。

犆．１．１．３　增加燃烧危险因素

ａ）　密闭空间富氧状态；

ｂ）　火灾时继续通风；

ｃ）　盛装易燃易爆液体的压力容器、管道破裂与容器倾复后的流淌和扩散；

ｄ）　比空气重的有机溶剂蒸气积聚的地方（如地沟等）；

ｅ）　室内气温高。

犆．１．２　爆炸

密闭空间及通风不良处所，易燃气体及粉尘积聚达到爆炸极限，遇到火源瞬间燃烧爆炸。

犆．１．３　设备所致触电

犆．１．４　设备所致人身事故

犆．１．５　酸、碱溅落灼伤、烫伤

犆．２　有害因素

犆．２．１　生产性粉尘

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可造成尘肺等呼吸道疾病等。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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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无机粉尘：滑石粉、碳酸钙、氧化铁红、高岭土等作业；

ｂ）　有机粉尘：固体树脂、粉末涂料等的作业。

犆．２．２　生产性有毒物质

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侵入人体。有的可刺激黏膜（上呼吸道），有的可引起过敏反应或皮炎，

有的造成急、慢性中毒，有的可以或可能致癌、致突变等。

ａ）　有机溶剂（甲苯、二甲苯、有机胺、环己酮、甲醇、二甲醇、乙二醇醚类等）：树脂合成、稀释剂、研

磨、包装等作业；

ｂ）　含有有毒物质的粉尘（苯酐、炭黑、红丹、柠檬黄、铅、铬、镉、锌等）：树脂合成、配料等作业；

ｃ）　其他有毒作业（煤焦沥青、甲苯二异氰酸酯（ＴＤＩ）、甲醛、苯酚、苯胺、甲酚、苯乙烯、丙烯酸、甲

基丙烯酸酯、双酚Ａ、聚醚、双氰胺、环氧氯丙烷、二酚基丙烷、三聚氰氨、四氟乙烯、邻苯二甲酸

酯类等）：树脂合成、研磨、包装等作业。

犆．２．３　有害物理因素

ａ）　噪声、振动：生产作业中所使用的某些设备，如空压机、搅拌机、电动机、砂磨机、球磨机、真空泵

等设备转动；

ｂ）　高温（生产操作温度１２０℃以上）：树脂合成反应等高温作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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