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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工安全技术（第2版）（修订版）》是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修订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化工安全技术学科的发展及教学需
求和生产实际修订而成的。
注重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通过事例讲解安全技术的原理、知识和方法。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工安全技术（第2版）（修订版）》的主要内容
包括：化工企业的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防火防爆技术、电气安全技术、压力容器及锅
炉、化工安全检修、职业卫生与防护、重要的法律法规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工安全技术（第2版）（修订版）》适用于应用
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教育，可作为相关科研、管理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供企业、单位相关专业
人员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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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着火与燃烧 可燃物质在有足够助燃物（如充足的空气、氧气）的情况下，由点火
源作用引起的持续燃烧现象，称为着火。
使可燃物质发生持续燃烧的最低温度，称为燃点或着火点。
燃点越低，越容易着火。
 可燃液体的闪点与燃点的区别是：在燃点时燃烧的不仅是蒸气，而且是液体（即液体已达到燃烧温度
，可提供保持稳定燃烧的蒸气）；另外，在闪点时移去火源后闪燃即熄灭，而在燃点时则能持续燃烧
。
 控制可燃物质的温度在燃点以下是预防发生火灾的措施之一。
在火场上，如果有两种燃点不同的物质处在相同的条件下，受到火源作用时，燃点低的物质首先着火
。
用冷却法灭火，其原理就是将燃烧物质的温度降到燃点以下，燃烧才会停止。
 3.自燃和自燃点 可燃物质受热升温而不需明火作用就能自行着火的燃烧现象，称为自燃。
可燃物质发生自燃的最低温度，称为自燃点。
自燃点越低，则火灾危险性越大。
 化工生产中，由于可燃物质靠近蒸气管道、烟道气等高温物质，而被加热或过度烘烤，在密闭容器中
加热温度高于自燃点的可燃物一旦泄漏，即可发生可燃物质自燃。
 三、燃烧速度 1.气体的燃烧速度 火焰在可燃介质中的传播也称燃烧速度，它是燃烧过程最重要的特征
，决定着燃烧过程的强度，在火灾条件下也是决定火灾蔓延速度和损失严重程度的重要参数。
可燃气体燃烧不需要像固体、液体那样经过熔化、蒸发过程，而是在常温下就具备了气相的燃烧条件
，所以燃烧速度较快。
可燃气体的组成、浓度、初始温度、燃烧形式和管道尺寸对燃烧速度有重要影响，分析如下。
 （1）气体的组成和结构 组成简单的气体比组成复杂的气体燃烧速度快。
氢的组成最简单，热值也较高，所以燃烧速度快。
可燃气体的燃烧速度也和它的结构有关，如乙炔分子中含有不饱和键，它的燃烧速度较快。
 （2）可燃气体含量从理论上说，可燃气体浓度为化学计算含量时，混合气体的热值最大，燃烧温度
最高，燃烧速度也最快。
但实际上，燃烧速度最快时，可燃气体浓度稍高于化学计算含量。
 （3）初始温度可燃混合气体的燃烧速度随初始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混合气体的初始温度越高，则燃
烧速度越快。
 （4）燃烧形式 由于气体分子间扩散速度比较慢，所以采取扩散燃烧形式的气体燃烧速度是比较慢的
，它的速度取决于气体分子间扩散速度。
混合气体因可燃气和助燃气已混合均匀而构成预混气，它的燃烧速度取决于本身的化学反应速率。
混合气体的燃烧速度要比扩散燃烧的速度快得多。
 （5）管道一般情况下，火焰传播速度随着管道直径的增加而加快。
当管道直径增加到某个极限尺寸时，速度不再增加。
反之，传播速度随着管道直径的减小而减慢，当管径减小到某种程度时，火焰在管道中就不能传播。
 2.液体的燃烧速度 液体的燃烧速度在工业上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以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内燃烧掉
的液体质量来表示，叫做液体的质量燃烧速度；另一种是以单位时间内燃烧掉的液体的高度来表示，
叫做液体燃烧的直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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