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浙江合力革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浙江合力革业有限公司 DMF 回收处理装置及储罐区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其他

项目简介

浙江合力革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1 日，位于浙江丽水市莲都区

水阁工业园区遂松路 312 号，主要从事合成革、革制品生产加工和购销；公司

所需原料、设备及公司产品的自由进出口业务。目前拥有 9 条合成革生产线（湿

法生产线 4 条、干法生产线 2 条、PVC 生产线 2条、水性生产线 1条）及 DMF

回收处理装置 1 套、罐区一、罐区二等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现有从业人员

498 人，成立了安环部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注册安全工程师 1 人、专

职安全管理员 2 人。

表 6-1 本项目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存在的问题 整改意见 整改落实情况

原先储罐区与周边的防

火间距不符合《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2018 年版）》

的规定，DMF、丙酮、乙

酸甲酯卸料均布置在配

电室（DMF 控制室）边上，

均处于爆炸危险区域内。

在厂合适位置重新

按国家有关标准设

置储罐区。

已整改，已在厂区西

侧及西北侧分别建设

了两个罐区，其中罐

区一为埋地罐区（内

设 49m3DMF、乙酸甲

酯、丙酮埋地储罐各 1

只 ）， 罐 区 二 内 设

300m3 的 DMF 内浮顶

储罐 2 只，与周边的

防火间距均符合《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2018 年版）》的规

定 。

原储罐区无消防救援车

行车道。

原先储罐区内各储罐之

间间距不足，与围堤间距

不足。

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

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企业已委托具有相

关资质的单位对在

役化工装置进行安

全设计诊断。

已整改，温州市工业

设计院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出具了

《浙江合力革业有限

公司在役化工装置安

全设计诊断报告》。



DMF 回收装置与东北空

压、配电房的防火间距不

足。

空压、配电房与DMF

回收装置相邻面空

置 10m 建筑物作为

防火间距。

已整改，1）企业已重

新建造配电房，已把

原变压器及配电室搬

到新配电房；2）企业

已把二楼 DMF 回收装

置机柜间向东北侧迁

移了 10m；3）该房空

置后只作为空压机房

使用；4）该房与 DMF

回收装置相邻空置了

10m 作为防火间距。

DMF 回收装置与东南侧

机修、厕所的防火间距不

足。

空置原机修、厕所。

已整改，企业已空置

原机修、厕所，并承

诺不再投入使用。

DMF 回收装置区东北侧

靠近塔顶水罐的 81m3 水

罐实际为二甲胺溶液储

罐，与配料房、空压、配

电房的防火间距不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018 版）》的规定。

停止使用 81m3 二

甲胺溶液收集罐，

在 DMF 回收装置重

新设置二甲胺溶液

收集储罐。

该企业已在 DMF 回收

装置区东南侧废液中

转罐旁设置了一个

1.9m3 二甲胺溶液收

集罐，但尚未投入使

用，目前还在使用

81m3 二甲胺溶液收集

罐。

罐区二与北侧废水在线

监测房防火间距不足。

拆除并迁移 DMF 罐

区二北侧废水在线

监测室。

已整改，已移除 DMF

罐区二北侧废水在线

监测室内所有电气设

备，迁移后废水在线

监测室后与 DMF 储罐

相距约 19m。

罐区一与东北侧和东南

侧厂内次要道路间距不

足 10m。

罐区一东北侧和东

南侧道路设防撞

柱，防撞柱与埋地

罐间距应达到10m。

已整改，企业已在罐

区一东北侧和东南侧

道路地面上画了道路

边界线，已设防撞桶

隔离，罐区一与道路

边界线的间距不小于

10m。

罐区二与厂内次要道路

间距不足，不符合《建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4（2018 年

版）第 4.2.9 条。

罐区二东南侧道路

设防撞柱，防撞柱

与储罐间距应达到

10m。

已整改，该企业已在

罐区二东南侧道路地

面上画了道路边界

线，已设防撞桶隔离，

罐区二储罐与道路边

界线的间距不小于

10m。



残液蒸发罐和甲酸分解

罐上的联轴器未安装防

护装置。

残液蒸发罐和甲酸

分解罐上的联轴器

应安装防护装置。

已整改，残液蒸发罐

和甲酸分解罐上的联

轴器处已安装了防护

网罩。

DMF 回收装置区的二层

平台防护栏杆处未设置

踢脚板。

本项目 DMF 回收装

置区的二层平台防

护栏杆处设置不低

0.1m 高的踢脚板。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的二层平台防护栏

杆已设置了0.1m高的

踢脚板。

残液蒸发罐封闭间未设

置事故风机可燃气体报

警并与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联锁。不符合《工业建

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 计 规 范 》（ GB

50019-2015 ） 第 6.4.6

条。

增设事故风机并与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联锁。

已整改，釜残排放室

内已安装防爆型送

风、排风设施，整个

房间处于微负压状

态。

DMF 回收装置区部分管

道上法兰连接处螺栓未

装齐全。

DMF 回收装置区内

所有管道上法兰连

接处的螺栓应安装

齐全。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管道上法兰连接处

的螺栓已安装齐全。

输送二甲胺溶液的泵布

置在 1.9m3 二胺溶液收

集罐的围堤内。

输送二甲胺溶液的

泵应布置在 1.9m3

二胺溶液收集罐的

围堤外。

已整改，已把输送二

甲胺溶液的泵迁移到

围堤外。

输送二甲胺溶液的泵的

地脚螺栓未安装。

输送二甲胺溶液的

泵的地脚螺栓应安

装齐全并紧固到

位。

已整改，输送二甲胺

溶液的泵的地脚螺栓

已安装齐全，并紧固

到位。

DMF 回收装置内部分设

备、螺栓、管道生锈腐蚀。

对 DMF 回收装置内

腐蚀生锈的设备、

螺栓、管道进行防

腐蚀处理。

尚未完成整改

罐区一氮封装置只设置

了一只 40L 的氮气钢瓶，

数量不足。

应改为杜瓦瓶来供

应氮封装置的用

气。

尚未完成整改

喷淋塔旁的硫酸稀释桶

围堰、地面未做防腐措

施。

喷淋塔旁的硫酸稀

释桶围堰、地面应

经防腐处理。

已整改，酸洗塔旁的

硫酸稀释桶的地面和

防火堤堤身内侧已张

贴了耐酸碱瓷砖。



浙江防雷安全检测有限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回收系统防雷

（防静电接地）装置定期

检测报告未包含二甲胺

溶液储罐、二甲胺焚烧

炉、残液蒸发罐、甲酸分

解罐、闪蒸罐、DMF 回收

控制室等设备的防雷（防

静电）接地装置。

企业应重新委托具

有相关资质的单位

对 DMF 回收装置区

进行防雷防静电检

测，检测点应增加

二甲胺溶液储罐、

二甲胺焚烧炉、残

液蒸发罐、甲酸分

解罐、闪蒸罐、DMF

回收控制室等位

置。

已整改，浙江防雷安

全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年4月24日出具

了 DMF 精馏控制室、

DMF 罐区操作室防雷

接地装置定期检测报

告，该报告包含了这

些设备的防雷防静电

接地装置。

DMF 回收装置区部分管

道法兰连接处未用金属

导线跨接。

DMF 回收装置区内

所有管道法兰连接

处用金属导线跨

接。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内管道法兰连接处

均已用金属导线跨

接，防静电经浙江科

安检测有限公司检测

合格。

焚烧炉处可燃气体探测

器、电磁阀等电气设备的

线路套管敷设不防爆要

求。

焚烧炉处可燃气体

探测器、电磁阀等

电气设备的线路套

管改为防爆套管敷

设。

已整改，企业已把焚

烧炉处可燃气体探测

器、电磁阀等电气设

备的线路套管改为了

防爆套管敷设。

DMF 回收装置区内部分

防爆套管脱落。

对 DMF 回收装置区

内所有防爆套管逐

一检测，脱落的防

爆套管全部重新连

接或换新。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内所有防爆套管已

全部连接到位。

DMF 回收装置区东北侧

过道处门禁装置和空调

不防爆。

DMF 回收装置区东

北侧过道处不防爆

的门禁装置和空调

应改为防爆型或者

移至火灾爆炸危险

区域外。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东北侧过道处不防

爆的门禁装置和空调

已拆除。

空压、配电房二楼 DMF

回收装置的机柜间出口

门上的应急照灯不防爆。

空压、配电房二楼

DMF 回收装置的机

柜间出口门上的应

急灯改为防爆型。

已整改，已改为防爆

型。

丙酮罐人孔操作井内输

送泵防爆套破损。

更换丙酮罐人孔操

作井内破损的输送

泵防爆套。

已整改，更换掉丙酮

罐人孔操作井内破损

的输送泵防爆套。



罐区一和罐区二的电气

防爆安全未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检测合格。

罐区一和罐区二电

气防爆安全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检测合

格。

已整改，企业已提供

由浙江科安检测有限

公司于2024年4月30

日出具的罐区一、罐

区二防爆电气装置电

气防爆安全检测报

告，报告结论为“所

检项目符合规范要

求”。

罐区一未可燃气体探测

器。

罐 区 一 按

GB/T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

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设计标准》的

规定安装可燃气体

探测器。

已整改，罐区一已安

装了安装可燃气体探

测器，安装符合要求。

罐区二未可燃气体探测

器。

罐 区 二 按

GB/T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

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设计标准》的

规定安装可燃气体

探测器。

已整改，罐区二已安

装了安装可燃气体探

测器，安装符合要求。

DMF 回收装置区可燃气

体探测器数量不足，半径

覆盖范围不满足要求。

DMF 回收装置区按

GB/T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

体和有毒气体检测

报警设计标准》的

规定安装可燃气体

探测器。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可燃气体报警器检

测探头保护半径已符

合要求。

DMF 回收装置区二层残

液蒸发罐处 2 只可燃气

体探测器安装高度过高。

DMF 回收装置区二

层残液蒸发罐处 2

只可燃气体探测器

的安装高度应距离

操作平台高度0.4m

左右。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二层残液蒸发罐处

两只可燃气体探测器

的安装高度已做调

整，符合《石油化工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第 6.1.2 条的规范要

求。

DMF 回收控制室内未设

可燃气体探测器点位图。

DMF 回收控制室内

应设可燃气体探测

器点位图。

已整改，企业已在 DMF

回收控制室内张贴了

可燃气体探测器点位

图。



二甲胺焚烧炉的燃气管

道上未安装高低压报警

装置。

二甲胺焚烧炉的燃

气管道上应安装高

低压报警装置。

已整改，企业已在二

甲胺焚烧炉的燃气管

道上安装了高低压报

警装置。

DMF 回收控制室内灭火

器配备不足。

DMF 回收控制室内

再配备 2 具 7kg 二

氧化碳灭火器。

已整改，企业已在 DMF

回收控制室内增设了

2 具 7kg 二氧化碳灭

火器。

DMF 内浮顶储罐的进出

口管道未采用柔性连接。

DMF 内浮顶储罐的

进出口管道改为采

用柔性连接。

已整改，DMF 内浮顶储

罐的进出口管道已采

用柔性连接。

罐区一未安装应急淋洗、

洗眼器。

罐区一安装应急淋

洗、洗眼器，保护

半径为 15m。

已整改，罐区一已安

装了应急淋洗、洗眼

器，服务半径符合要

求。

罐区二未安装应急淋洗、

洗眼器。

罐区二应安装应急

淋洗、洗眼器，保

护半径为 15m。

已整改，罐区二已安

装了应急淋洗、洗眼

器，服务半径符合要

求。

DMF 回收装置区未安装

应急淋洗、洗眼器。

DMF 回收装置区安

装应急淋洗、洗眼

器，保护半径为

15m。

已整改，DMF 回收装置

区已安装了应急淋

洗、洗眼器，服务半

径符合要求。

硫酸稀释桶旁未安装应

急淋洗、洗眼器。

硫酸稀释桶旁应安

装应急淋洗、洗眼

器，保护半径为

15m。

已整改，硫酸稀释桶

旁均已安装了应急淋

洗、洗眼器，服务半

径符合要求。

罐区一各管道未按《工业

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

符号和安全标识》GB7231

的规定涂识别色、标介质

名称及流向箭头。

罐区一各管道应按

《工业管道的基本

识别色、识别符号

和 安 全 标 识 》

GB7231的规定涂识

别色、标介质名称

及流向箭头。

已整改，罐区一各管

道已按《工业管道的

基本识别色、识别符

号 和 安 全 标 识 》

GB7231 的规定涂识别

色、标介质名称及流

向箭头。

罐区二各管道未按《工业

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

符号和安全标识》GB7231

的规定涂识别色、标介质

名称及流向箭头。

罐区二各管道应按

《工业管道的基本

识别色、识别符号

和 安 全 标 识 》

GB7231的规定涂识

别色、标介质名称

及流向箭头。

已整改，罐区二各管

道已按《工业管道的

基本识别色、识别符

号 和 安 全 标 识 》

GB7231 的规定涂识别

色、标介质名称及流

向箭头。



DMF 回收装置区各管道

未按《工业管道的基本识

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

识》GB7231 的规定涂识

别色、标介质名称及流向

箭头。

DMF 回收装置区各

管道按《工业管道

的基本识别色、识

别符号和安全标

识》GB7231 的规定

涂识别色、标介质

名称及流向箭头。

尚未全部完成整改。

罐区一未张贴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

在罐区一张贴各类

明显相应的安全警

示标志。

已在罐区一张贴了部

分安全警示标志，但

罐区一出入口处没有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

罐区二未张贴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

在罐区二张贴明显

各类安全警示标

志。

已在罐区二张贴了部

分安全警示标志，但

罐区二出入口处没有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标志。

DMF 回收装置区未张贴

安全警示标志。

在 DMF 回收装置区

应张贴相应的安全

警示标志。

已在 DMF 回收装置区

张贴了相应的安全警

示标志。

DMF 回收装置区未张贴

相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

周知卡或安全警示牌。

DMF 回收装置区张

贴相应的危险化学

品安全周知卡或安

全警示牌。

已整改，企业已在 DMF

回收装置区张贴了相

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

周知卡。

焚烧炉处未张贴相应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周知卡

或安全警示牌。

在焚烧炉处张贴相

应的危险化学品安

全周知卡或安全警

示牌。

已整改，企业已在焚

烧炉处张贴了相应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周知

卡。

DMF 回收控制室未安装

应急灯。

DMF 回收控制室安

装应急灯。

已整改，DMF 回收控制

室已安装了应急灯。

空压、配电房二楼 DMF

回收装置的机柜间未安

装应急灯。

空压、配电房二楼

DMF 回收装置的机

柜间安装应急灯。

已整改，已在 DMF 回

收装置的机柜间安装

了应急灯。

有限空间作业装备中未

配备对讲机、手持扩音

器。

企业应再配备 2 台

防爆对讲机和 2 台

手持扩音器。

已整改，企业已增设 2

台防爆对讲机和 2 台

手持扩音器。

二甲胺溶液收集储罐的

地面未做防腐防渗处理。

二甲胺溶液收集储

罐的地面经防腐防

渗处理。

已整改，新建的 1.9m3

二甲胺溶液收集罐南

面及围堤已张贴耐酸

碱瓷砖。

门卫未配备汽车排气管

阻火器。

在门卫配备各型号

的汽车排气管阻火

器。

已整改，已在门卫配

备了汽车排气管阻火

器。



罐区二的防火堤上排水

设施未设置可控制开关。

罐区二的防火堤上

排水设施应增设可

控制开关。

已整改，罐区二的防

火堤上排水设施已增

设了可控制开关。

DMF 回收装置区入口处

未安装人体导除静电装

置。

在 DMF 回收装置区

入口处安装人体导

除静电装置。

已整改，已在 DMF 回

收装置区入口处安装

了人体导除静电装

置。

罐区一入口处未安装人

体导除静电触摸球。

在罐区一入口处安

装人体导除静电触

摸球。

已整改，已在罐区一

入口安装了人体导除

静电触摸球。

罐区二入口处未安装人

体导除静电触摸球。

在罐区二入口处安

装人体导除静电触

摸球。

已整改，已在罐区二

入口安装了人体导除

静电触摸球。

辅助用房操作室内未设

置灭火器。

辅助用房操作室内

配备 7kg 二氧化碳

灭火器 2 具。

已整改，辅助用房操

作室内已配备了 7kg

二氧化碳灭火器2具。

罐区一未按 18m 一处来

增设 MFT/ABC50 型推车

式灭火器。

罐区一按 18m 一处

来增设 MFT/ABC50

型推车式灭火器。

已整改，已在罐区一

按 18m 一处来增设了

MFT/ABC50 型推车式

干粉灭火器。

罐区二未按 18m 一处来

增设 MFT/ABC50 型推车

式灭火器。

罐区二应按 18m 一

处 来 增 设

MFT/ABC50 型推车

式灭火器。

已整改，已在罐区二

按 18m 一处来增设了

MFT/ABC50 型推车式

干粉灭火器。

未制定齐全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

按照企业现状制定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

尚未完成整改。

未按《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一条、《浙江省安全生

产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修订完善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职责。

按《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浙江

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三条的规定修

订完善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职责。

尚未完成整改。

未按《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浙江省安全生

产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职责。

按《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浙江

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五条的规定修

订完善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职

责。

尚未完成整改。

未制订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

制订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制度。
尚未完成整改。



未按《财政部、应急部关

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资〔2022〕136

号）》的规定修订完善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

管理制度。

按《财政部、应急

部关于印发企业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资〔2022〕

136 号）》的规定修

订完善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制度。

尚未完成整改。

未制订危险化学品购销

管理制度。

制订危险化学品购

销管理制度。
尚未完成整改。

未制订领导带班值班制

度。

制订领导带班值班

制度。
尚未完成整改。

未制订变更管理制度。
制订变更管理制

度。
尚未完成整改。

企业主要负责人尚未取

得应急管理部门核发安

全合格证书。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

取得应急管理部门

核发安全合格证

书。

企业主要负责人张伟

俊已取得丽水市应急

管理局核发安全合格

证书。

专职安全管理员尚未取

得应急管理部门核发安

全合格证书。

专职安全管理员应

取得应急管理部门

核发安全合格证

书。

专职安全管理员张

三、刘继成已取得丽

水市应急管理局核发

安全合格证书。

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未办理备案登记

手续。

制定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向丽水

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执法部办理备案

登记手续。

尚未完成整改。

残液罐放空管、埋地罐区

放空管未设置阻火器，不

符合《工艺系统工程设计

技 术 规 定 》

（HG/T20570.19-1995）

的第 3.0.1.3 条要求。

放空管、尾气管加

阻火器。

已整改，罐区一已加

装阻火器，残液罐均

已加装阻火器。



在涉及易燃介质管线的

排放口、采样口等排放部

位，未加装盲板、双阀、

管帽等措施不符合《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化工企业泄漏管理的指

导意见》（安监总管三

〔2014〕94 号）及《石

油化工金属管道布置设

计 规 范 》

（SH/T3012-2011）。

排放部位末端加设

盲板、双阀、管帽

等措施。

已整改，排放部位末

端已加装盲板或双

阀。

DMF罐区内DMF储罐底部

进出料未安装串联的双

阀，不符合《阀门的设置》

（HG/T20570.18-1995）

的第 2.0.3 条要求。

DMF 储罐进出料设

双阀。

已整改，DMF 储罐进出

料已采用双阀。

管道穿堤处未严密封闭，

不符合《储罐区防火堤设

计规范》（GB50351-2014）

第 3.1.4 条要求。

应设置套管并应采

用不燃烧材料严密

封闭，或采用固定

短管且两端采用软

管密封连接的形

式。

已整改，罐区二管道

穿堤处已采用防爆胶

泥严密封闭。

压力管道尚未取得《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不符

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国务院令第 373 号、

2009 年修改）的要求

压力管道报检并领

取合格证。

已整改，压力管道已

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证，并提供了压力

管道施工监督检验报

告。

部分区域可燃气体探测

器数量不足，半径覆盖范

围不满足要求。（不符合

GB/T50493-2019 第

4.2.2 条）。

按附图加装可燃气

体探测器。

已整改，企业已加装

可燃气体探测器数

量，现能满足半径覆

盖范围要求（现状气

体探测器要比气体探

测器布置平面图上数

量要多）。



罐组二设置的泡沫系统

不完善，缺少泡沫泵、泡

沫比例混合装置，不符合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

准》（GB50151-2021）第

2.01.11 条，《建筑设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3.10 条第 3

点。

需增设机动泡沫

泵、泡沫比例混合

装置。

已整改，企业已配备

一只型号为 PY8/500

3%的半固定式（轻便

式）泡沫灭火装置（工

作压力 0.6-1.0MPa，

喷射距离≥18m，喷射

时间≥20min）。

该厂消防泵的扬程为

50m，厂区的室外消火栓

采用 SS100/65 型，未采

取有效的减压措施，不符

合《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设计规范》第 7.2.8

条。

室外消火栓采用减

压型，或者室外消

火栓从环网上接出

时设置减压阀，减

压 后 的 压 力 为

0.14MPa。

已整改，室外消火栓

从环网上接出时设置

减压阀，减压后的压

力为 0.14MPa。

消防水池兼做循环水池

用，未见设置保障消防水

量的措施，不符合《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设计

规范》第 4.3.8 条。

建议消防水池和循

环水池独立使用，

或者设置相应措施

保证消防水池的有

效水量。

已部分整改，在 6#车

间旁设有 1 只 330m3

的消防水罐用于 6#车

间专用消防用水，在

DMF回收装置区设有1

只655m3的消防水罐，

作为全厂消防用水，

但 655m3 的消防水罐

与消防水管管道尚未

完成施工。

罐区人孔及密闭卸料点

未设置照明灯具。不符合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

计标准》（GB50582-2010）

第 5.5.1 条。

增设照明灯具。
已整改，罐区一附近

已增设照明灯具。

根据评价结果，浙江合力革业有限公司 DMF 回收处理装置及储罐区现状安全生

产条件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安全生产的问题。企业应按本报告第 6.1 章节所提出

的“整改意见”进行认真的整改，在整改达到要求后，注意安全管理，加强员

工安全技术培训和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并按第 6.2 章节“建议”中的要

求进行必要的防范和完善，本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能符合要求。企业在今后的

安全管理中要对整改后的成果有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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