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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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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抚顺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抚顺市清原助剂厂有限公司、抚顺市检验检测认证

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韩杨、陈春、陈曦、宋晓光、胥红玉、鲍翰君、于淼、陈松、贾富智、王婧、

胡建中、施岩、孟祥德、代堪亮、盛金、谭淑樱、张超、王楠、毕恺、王蕊、王琳、孙健、王煜烨、侯

婷婷、王雅楠、张立博。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5-2号），联系电

话：024-86893258。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抚顺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西段17-1号），

联系电话：024-57737089。



DB21/TXXXX—2023

3

过氧化氢异丙苯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过氧化氢异丙苯生产企业的设计要求、工艺原理、生产过程、生产设备维护和保养、

生产安全、数据采集和检测采样。

本文件适用于以异丙苯为原料的过氧化氢异丙苯生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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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1部分: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2部分:钢斜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过氧化氢异丙苯 cumenehydroperoxide

过氧化氢异丙苯，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化学式为C9H12O2，为无色至浅黄色液体，易溶于乙醇、丙酮、

酯类、烃类和氯烃类，微溶于水，主要用作聚合催化剂。分子量152.19。

分子式：C9H12O2

相对分子质量：152.19（按2021年国际相对分子质量）

3.2

单机试车 rotating equipment/machinery run-in

空载或用安全介质对现场安装的单台动设备、机组实施规定的运转测试，以检验除受工艺介质影响

外的机械性能、制造和安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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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求

4.1 厂址选择

企业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应符合 GB 50489、GB 50187、GB 55036、GB 55037 的有关规定。

4.2 工艺设计

4.2.1 过氧化氢异丙苯工艺装置

新建的过氧化氢异丙苯项目采用的技术及设备，应是目前国内或国际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施。应充

分考虑安全设施、环保设施和消防设施与工艺装置的结合。同一性质的生产工艺设备，宜集中布置，并

充分考虑操作、检修、安全通道等的间距要求。

4.2.2 装置规模

装置规模应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相关规定。

4.2.3 环境保护

应有防止大气污染的除尘装置，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应满足GB 16297的要求；应有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设施，排放物应满足GB 18599的要求；应有水循环利用系统和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工业废水达标排放；

噪声应满足GB 12348的要求。

4.2.4 经济技术指标

经济技术评价指标应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

5 工艺原理

5.1 方法提要

以异丙苯为原料，经空气氧化制得过氧化氢异丙苯。

5.2 主反应

过氧化氢异丙苯的主反应方程式见图1。

图 1 主反应方程式

5.3 主要副反应

过氧化氢异丙苯的主要副反应方程式见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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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要副反应方程式 1

图 3 副反应方程式 2

6 生产过程

6.1 生产过程概述

原料异丙苯经罐区内异丙苯储罐由泵打入异丙苯中间罐内，异丙苯中间罐的物料经泵打入氧化塔，

进入氧化塔的异丙苯量为塔高三分之一左右，在打入异丙苯的同时，在塔的下部由空气压缩机通入空气,

以便异丙苯和空气得到充分的接触发生反应，塔内经热水加热至反应温度，空气中的氧气与异丙苯反应

得到15-20%左右的过氧化氢异丙苯氧化液，反应后的气体从氧化塔的上部经冷却器冷却后，进入尾气吸

收装置，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后排入大气中。

20%过氧化氢异丙苯氧化液物料进入精馏塔内进行真空分离，得到最终产品过氧化氢异丙苯。

6.2 生产过程控制

6.2.1 原料质量要求

生产需要的原料为异丙苯，应满足以下要求。

表 1 原料异丙苯的质量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 无色透明液体

异丙苯含量(质量分数)/% ≥ 99.7

非芳烃,(质量分数)/mg/kg ≤ 300

丁苯(质量分数)/% ≤ 0.1

乙苯(质量分数)/% ≤ 0.2

6.2.2 工艺流程图

过氧化氢异丙苯的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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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艺流程示意图

6.2.3 主要设备

氧化塔；精馏塔；空气压缩机组；真空机组；其他附属设施。

6.2.4 操作程序

6.2.4.1 化工开车工序

工艺装置的开车程序为：

1) 原料岗位开车前应确定原料备料充足。

2) 通过进料泵将原料打入氧化塔内进行氧化反应，产品含量达到要求后，出料。

3) 氧化液出料，进入氧化罐。

4) 氧化液进行精馏。

5) 检验产品含量达到标准要求。

6) 包装 通过计量设备包装。

6.2.5 停车程序

6.2.5.1 正常停车

正常停车应逐步减少物料的加入，直至完全停止加入，待所有物料反应完毕后，开始处理设备内剩

余的物料，处理完毕后，停止供汽、供水，降温降压，最后停止转动设备的运转，使生产完全停止。停

车后，装置、设备依次进行吹扫、清洗，对某些需要进行检修的设备，要用盲板切断该设备上物料管线，

以免可燃气体、液体物料漏过而造成事故。检修设备动火或进入设备内检查，要把其中的物料彻底清洗

干净，并经过安全分析合格后方可进行。

6.2.5.2 局部紧急停车

局部紧急停车应立即通知上一步工序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把物料暂时储存或向事故排放部分（如中

间储罐、放空等）排放，并停止入料，转入停车待生产的状态（绝对不允许再向局部停车部分输送物料，

以免造成重大事故）。同时，立即通知下步工序，停止生产或处于待开车状态。此时，应积极抢修，排

除故障。待停车原因消除后，应按化工开车的程序恢复生产。

6.2.5.3 全面紧急停车

全面紧急停车事前是不知道的，操作人员要保护好设备，防止事故的发生和扩大。对有危险的设备，

如高压设备应进行手动操作，以排出物料。对于自动化的生产装置，在车间内备有紧急停车按钮，并与

关键阀门联锁。当发生紧急停车时，操作人员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按这个按钮。为了防止全面紧急停

车的发生，备用电源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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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紧急停车应确定切断电动设备的电源，注意来电时的安全开车；若停电时间较长，可按正常停

车操作或启动发电机组；若短时间停电，来电后可按正常程序开车；停电时，各控制仪表均失去调节作

用，改用现场手动操作。

6.2.6 开停车方案

开停车方案内容应载入生产车间的岗位操作规程中，同时，根据生产工艺条件的变化随时进行修订。

7 生产设备维护和保养

7.1 加强设备巡回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7.2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操作人员应做到“懂结构、懂原理、懂性能、懂用途”、“会使用、

会维护保养、会排除故障”以免损坏设备，造成事故。

7.3 应做到“定人、定点、定质、定量、定时”进行设备润滑，确保设备长周期运行。

7.4 消除设备及管道跑、冒、滴、漏及堵塞现象，如有发现应及时处理。

7.5 坚持“维修为主、检修为辅”原则，做到周到地、有计划地维护保养及计划检修。

7.6 积极利用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等替代落后的、能耗大的、效率低的设备和零部件。

7.7 正确使用各种电器设备和各种仪表。

7.8 保持设备、管道等的环境卫生，做到文明生产。

8 生产安全

8.1 操作人员在未取得上岗操作证前，不准上岗作业。

8.2 系统电器设备停车超过 24h，应进行电器设备绝缘测试，合格后方可启动。

8.3 启动功率超过 90kW 电器设备时，应有专业人员现场监护，方可启动。

8.4 不应湿手触摸电器开关或用湿布擦拭电器。

8.5 检查运转设备的运行状况时，应脱去手套，女工上岗应将长头发盘于帽内。

8.6 设备的转动部位应保持防护罩完好，不应在防护罩上坐人和堆放任何杂物。

8.7 大型机电设备的启动装置，应安装在金属等不可燃物体上。

8.8 开启式启动设备不应安装在有爆炸或火灾危险的气体或粉末环境里。

8.9 设备接地应牢固可靠。

8.10 液体管道低点排凝阀应保证严密性，可设两道排凝阀，排出液体应进入密闭系统。

8.11 设备管路检修前，应进行彻底清洗和置换。

8.12 净化后的尾气排放高度、排放速率应符合 GB16297 的二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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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应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防毒面具、防护手套、耐酸胶鞋、护目镜、氧气呼吸器、防护

衣及洗眼液、防护液等应急药品。

8.14 楼梯、平台、操作通道以及其他易于滑倒的地面应有防滑措施。

9 数据采集和检测采样

日常生产过程中各工段的生产记录和根据需要测定的数据，是过氧化氢异丙苯生产的主要评定依据

之一，数据应存档备查。生产过程中每两小时采集一次氧化液样本，检测含量并记录检测数据。反应结

束采集一次成品样本，检测含量并记录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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