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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二氧化碳捕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烟气二氧化碳捕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总论、厂址及自然和社会条件、建设规模

及总工艺流程、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自动控制、公用工程、非标准设备、总图运输、建筑和结

构、消防、节能、环境保护、安全、职业安全卫生、组织机构和定员及人员培训、投资估算、财务评

价及附件。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烟气二氧化碳捕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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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1316-2018  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工程设计标准 

BS ISO 27917  二氧化碳捕获  运输和地质储存-词汇 -交叉术语（Carbon dioxide capture, 

transportation and geological storage. Vocabulary. Cross cutting terms）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316-2018 和 BS ISO 279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捕集纯化  capture and purification 

利用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将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分离、提纯使之达到一定性能指标要求的过程。主要

包括烟气预处理、二氧化碳吸收与解吸、二氧化碳压缩、二氧化碳脱水和二氧化碳液化等工序。 

[来源：GB/T 51316-2018，2.0.2] 

3.2   

化学吸收法  chemical absorption method 

化学吸收剂在吸收塔内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化学反应，生成化合物，并在再生塔内经升温后释

放出吸收的二氧化碳，完成二氧化碳与其他气体分离的方法。 

[来源：GB/T 51316-2018，2.0.4] 

3.3   

固体吸附法  solid adsorption method 

利用多孔性固体吸附剂将二氧化碳气体中的水分吸附于其表面，随后通过再生气加热及冷吹等工序

对吸附组分解吸，达到二氧化碳与水分离的目的，从而满足二氧化碳气体的水露点要求的方法。 

[来源：GB/T 51316-2018，2.0.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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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捕集率  CO2  capture efficiency 

    吸收（吸附）塔/吸收（吸附）反应器入口气和出口气中 CO2 总量的差值，与塔/反应器入口气中

CO2 总量的百分比。 

注：CO2 总量可以是质量。 

3.5   

再生能耗  regener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解吸塔/解吸反应器分离出CO2的过程中，消耗的蒸汽或电量所折算的热值。 

3.6  

膜分离法  membrane separation 

4  总论 

4.1  立项文件 

立项文件应包含下列文件： 

a）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书； 

b）项目建设单位的委托书和与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签订的合同； 

c）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 

d）资源报告及批复文件； 

e）有关投资、协作、经营、市场、外部建设条件等方面的意向性协议或文件； 

f）其他与项目有关的文件； 

g）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气源资料与气象资料。 

注 1：序 a）和 b)应列出文件名称、发文单位、文件编号及发文时间，主要立项文件应作为附件。序 c）~g)应列

出文件名称、发文或编制单位、协议参与单位、文件编号及发文时间，必要时全文或部分摘录作为附件。 

注 2：必写的包括 a）、b）、g），可写的包括 c）、d）、e）、f）。 

4.2  项目背景和建设的必要性 

4.2.1  项目背景 

项目背景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建设单位概况，包括企业名称、性质、目前规模及发展规划等； 

b） 简要说明建设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工程的建设目的； 

c） 说明项目的提出、前期准备工作及决策过程； 

d） 说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见和要求，包括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对建设本项目的意见，以

及相关部门或单位对项目的协作意向及主要内容。 

4.2.2  建设的必要性 

应从国家或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文件、资源和市场情况、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说明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a） 简要说明建设本项目对国家、地方政府、建设单位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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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二氧化碳资源和市场当前和未来的情况，以及建设本项目给地方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说明建设本项目的必要性； 

c） 说明本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济效益。 

4.3  目的和工程范围 

4.3.1  目的 

项目研究目的应如下： 

a） 根据立项文件说明研究的理由； 

b） 说明研究的总体目标。 

4.3.2  工程范围 

4.3.2.1  工程界限 

应明确工程边界条件。对不属于本项目研究范围，但与本项目有直接关系，需分摊投资的工程项

目，应对其规模、分摊投资比例和数额以及与本项目的关系等内容予以说明。 

4.3.2.2  工程内容 

应说明建设的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工程项目的研究范围，工程项目研究范围应包括主体工程（即

工艺装置）和配套工程（即辅助生产设施和厂内外公用设施，以及生产管理设施）。 

4.3.3  项目分工 

对由两家以上参与编制工作的项目，应说明各参编单位的分工，明确工作界限。 

4.4  编制原则 

应依据国家、行业和地区的有关政策法规，以及企业相关规定，结合工程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和

要求，制定项目的编制原则： 

a）根据国家、行业和地区的技术、经济政策和法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b）说明确定工程技术水平的原则； 

c）说明工程经济方面应执行的原则； 

d）说明工程在安全、环保、节能和消防等方面应执行的原则； 

e）说明在生产管理、配套建设等方面应遵循的原则； 

f）说明确定主体装置生产过程自控水平和管理水平方面的原则和要求。 

4.5  编制依据 

4.5.1  法规 

应列出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主要法规的名称和编号，单独列出环境保护、安全、职业卫生和节能

专篇应遵循的法规。 

4.5.2  标准和规范 

应列出所遵循的主要标准、规范的名称和编号，单独列出环境保护、安全、职业卫生和节能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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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循的法规。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和规范，应写明外文原名、版次及译名。 

4.6  主要研究结论 

4.6.1  碳源和产品流向 

应说明进入本工程的烟气气源状况、下游市场情况以及主要产品流向。 

4.6.2  建设规模 

应简要说明项目的建设规模。 

4.6.3  工程概况 

应简要说明项目的总体建设情况，包括厂址、水文地质条件、交通状况、占地面积、主体工程、

配套工程的建设方案以及工期进度安排等。 

4.6.4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应包含下列内容： 

a）简要说明工艺技术路线和产品方案，采用的新工艺、新设备、专利技术的情况以及预期达到的

工艺技术水平； 

b）简要说明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化工程工艺采用的技术路线和产品方案，技术路线包括主要包括

化学吸收法、固碳吸附法与膜分离法等； 

c）简要说明各单项工程所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d）如需从国外引进技术，应说明理由和引进方式； 

e）从工艺、自控、环保和节能等方面，简要说明预期达到的工艺技术水平。 

4.7  主要工程量、经济指标和技术参数、技术指标 

4.7.1 主要工程量 

    工艺、自控、电力、通信、消防、暖通、道路、总图、建筑、结构和防腐保温等专业的设计说明，

以及设备、仪表和材料的规格、数量。 

4.7.2 主要经济指标 

应说明项目总体投资估算情况和项目财务评价情况及结论，列出主要经济指标。 

4.7.3  主要技术参数及技术指标 

应列出项目主要技术参数，包括烟气处理量、烟气组成及温度、CO2产品量、吸收剂/吸附剂循环

量、吸收/吸附温和解吸/解吸附温度等。 

应列出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包括捕集率、再生能耗、循环水消耗量、除盐水消耗量、电耗和吸收

剂/吸附剂消耗量等。 

4.8  结论 

应说明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区政策，资源和市场应落实，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良好，

应具备建设条件、应符合环保、安全法规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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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存在问题和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和推荐方案以及存在的风险，应说明在工程建设条件、技术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5  厂址条件 

5.1  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应包括地形、地貌、气象、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和地震情况等。 

5.2  社会人文及经济状况  

5.2.1  社会人文 

对于厂外另建项目，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民族、人口密度和名胜古迹等。 

5.2.2  经济状况 

对于厂外另建项目，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工农业现状、地方经济现状和城市规划要求等。 

5.3  地域条件 

5.3.1  交通运输 

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公路、铁路和水运等运输的现状及发展规划，与厂址相关的运输条件状

况。 

5.3.2  供电 

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变电所的位置，电网的电压等级和可供利用的负荷量。 

5.3.3  通信 

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通信网的现状。 

5.3.4  给排水 

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给水和排水条件。 

5.3.5  社会依托 

应说明推荐厂址所在地的可供依托的生活服务设施。 

6 建设规模及总工艺流程 

6.1  建设规模 

应说明烟气二氧化碳捕集工程总的建设规模及依据。应说明规模所依据的年操作小时数、气源处

理量、捕集率与再生能耗。 

6.2  项目设计条件 

应列出进厂原料气的进厂压力（kPag）、温度（℃）和组成。 

6.3  总工艺流程及全厂物料平衡 

6.3.1  总工艺流程 

应简述本工程的总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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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全厂物料平衡 

应附推荐的总工艺流程框图，各工艺装置及产品储存装置用方框表示。应绘出工艺物流线和流向

箭头，并标注物流名称。在图中列出物流表，应包括温度、压力、流量、密度和组分等主要参数。 

6.3.3  全厂蒸汽平衡 

应绘制全厂蒸汽平衡图，标明产生蒸汽和消耗蒸汽装置的流量、压力、凝结水流量及温度等参数。 

6.4  产品及流向 

6.4.1  产品 

应说明产品、副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列出产量和参数，以及产品质量指标。 

6.4.2  产品流向 

应说明产品的主要去向及下游的用量情况。如建设单位未明确产品流向，应进行市场调研，了解

潜在用户的质量要求和用量，并给出建议。 

7  工艺装置 

7.1  捕集单元 

7.1.1  工艺方法选择 

根据原料气的组成和流量，结合操作压力及产品所要求达到的指标，应提出可供选择的碳捕集工

艺方法，并简要介绍各工艺方法的基本情况。 

应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列出工艺方法比选表，提出推荐的工艺方法并加以说明。 

表 1  烟气捕集 CO2方法综合比较 

捕集纯化方法 产品纯度 优点 缺点 

有机胺化学 

吸收法 
99％ 

现阶段最具规模化应用前景的燃烧后碳捕集

技术，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较高，国际上已经

完成工业示范和商业运行；可直接应用于燃煤/

燃气、工业锅炉等烟气 CO2 大规模减排；CO2

捕集效率高，CO2 产品纯度高；高压条件下具

有物理吸附特性、吸收能力强；反应解析温度

低；造成的环境污染小且可控。 

胺液易氧化；低压条件下吸收

能力小；溶液循环量大；能耗较

高；吸收剂消耗大；有机胺呈弱

碱性和腐蚀性，对人员的安全和

健康造成一定影响，腐蚀性会造

成设备损坏。 

固体吸附分离法 95％ 

操作弹性大，CO2 成品质量稳定，基本不会

随原料气组分的变化而变化；工艺简单，技术

安全性较高；运行过程无溶剂挥发对环境影响

小；无设备腐蚀问题。 

预处理工艺复杂；产品纯度低；

回收率低；在我国多处于中试阶

段；单位捕集 CO2 设备投资较高。 

膜分离法 ≤90% 

可模块化设计，设备简单，占地面积小，安

装维护方便，操作弹性大；放大效应不明显；

不涉及化学过程，环境友好；自动化控制程度

高，过程安全可靠。 

捕集效率低；膜组件怕水、怕

高温；易堵塞；易被污染；寿命

短；国内制膜工艺及管件部件精

度不够；需要增压耗电，成本较

高；整体处于小规模示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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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消耗指标 

应列出水、电、蒸汽、化学品及吸收剂/吸附剂等的消耗量。 

7.2  压缩单元 

7.2.1  工艺方法选择 

根据捕集单元产品二氧化碳再生气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等条件，结合下游所需压力，应提出可供

选择的压缩机选型方案，并简要介绍各选型方案的基本情况。应列出选型方案比选表，提出推荐并加

以说明。 

7.2.2  消耗指标 

应列出水、电及蒸汽等的消耗量。 

7.3  脱水单元 

7.3.1  工艺方法选择 

根据脱水单元原料气的露点及下游液化和产品所要达到的露点，应提出可供选择的脱水工艺方法，

并简要介绍各工艺方法的基本情况。应列出工艺方法比选表，提出推荐的工艺方法并加以说明。 

7.3.2  消耗指标 

应列出水、电、蒸汽及吸附剂等的消耗量。 

7.4  液化及精制单元 

7.4.1  工艺方法选择 

根据产品指标，提出可供选择的液化及精制工艺方法，并简要介绍各工艺方法的基本情况。应列

出工艺方法比选表，提出推荐的工艺方法并加以说明。 

7.4.2  消耗指标 

应列出水、电、蒸汽及制冷剂等的消耗量。 

7.5  储存单元 

7.5.1  储存方案 

应说明不同产品的储存规模、储存天数、采用的外运方案。应列出方案比选表，提出推荐的方案

并加以说明。 

7.5.2  消耗指标 

应列出水、电和蒸汽等的消耗量。 

7.6  工艺流程图 

应简述推荐方案的工艺流程，附工艺流程图（注明设备名称、物料流量和主要操作条件）。 

7.7  主要设备表 

应说明主要设备的选型，列出各工艺装置的主要设备。 

8  辅助生产设施 

8.1  放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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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为保障工艺装置安全、处理紧急生产事故而设置的放空系统的情况。 

8.2  分析化验 

应说明分析化验室承担的分析化验任务（原料和产品分析、生产过程控制分析等）。应列出分析化

验主要设备。 

8.3  主要工程量 

应列出辅助生产设施的主要工程量。 

9  仪器仪表及自动控制 

9.1  自动控制水平 

自动控制水平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说明目前国内外同类处理厂自动控制系统的建设水平； 

b） 说明工艺控制要求及管理要求； 

c） 说明自动控制系统建设的目标及要达到的自控与管理水平。 

9.2  自动控制系统方案 

9.2.1  自控系统方案选择 

根据生产管理模式、工艺过程的要求，对自控系统的类型、设置方式等，从安全性、实用性、可

靠性及经济性等方面进行方案的比选，应列出其优缺点，并依此推荐出安全可靠、技术先进适宜、适

应性强、经济合理的自控系统方案。 

9.2.2  自控系统配置及功能 

自控系统配置及功能应包括以下内容： 

a）说明自控系统的推荐方案的构成、主要功能和网络结构，绘制自控系统框图； 

b）对各级控制系统进行描述，说明其功能、控制方式、具体软硬件配置等情况。按调度控制中心、

装置控制系统等层次分别说明其功能、控制系统描述和硬件配置基本要求。 

9.2.3  安全仪表系统 

进行初步安全度等级的分析，确定安全度等级要求，应简述安全仪表系统的安全度等级、配置方

案、功能及系统选择的基本要求。 

9.2.3.1  紧急停车系统（ESD）内容 

紧急停车系统（ESD）包括以下内容： 

a）说明工艺装置安全联锁保护功能； 

b）说明 ESD 系统控制设备和现场仪表的设置和特点。 

9.2.3.2   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系统 

应简述可燃/有毒气体泄漏体检测报警系统的探测器设置、配置方案、功能及系统选择的基本要求。 

9.3  火灾检测报警系统 

应简述火灾检测报警系统的探测器设置、配置方案、功能及系统选择的基本要求。 

9.4  检测与过程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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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重要装置的主要复杂控制回路进行描述。应对装置联锁保护回路进行描述。 

9.5  仪表选型 

根据工艺参数、环境条件和介质情况等因素，说明现场仪表总体选型原则： 

a)  说明典型仪表信号、防爆和防护等级等的选择要求； 

b)  说明特殊介质（高压、高温等）中使用的仪表的材质选择要求； 

c)  简要说明调节阀的选型要求； 

d)  说明在线分析仪的选型等； 

e)  根据所在区域的年平均雷电日数，说明自控仪表及系统的防雷保护措施； 

f)  提出外输产品计量仪表的选型； 

g)  提出内部气体、蒸汽及液体计量仪表的选型； 

h)  若采用新型计量仪表，应采用对比方式，说明其可靠性、安全性及适用性等。 

9.6  仪表用电、用风 

应说明仪表用净化空气用量，控制系统、现场仪表需要的供电方式和用电负荷。 

9.7  主要设备和工程量 

9.7.1  主要设备选型 

根据所推荐的自动控制系统方案用表格列出主要设备，对引进仪表和控制系统，应说明选择理由。 

9.7.2  主要工程量 

应列出自控系统主要工程量。 

10 公用工程 

10.1  公用物料与耗能规格 

公用物料和耗能规格应列出二氧化碳捕集工程用到的水、蒸汽、电、仪表风、燃油、燃气、化学

品和制冷剂等的规格，包括但不限于： 

a）循环水：温度(入口/出口)、压力(入口/出口)、典型指标(如污垢系数等)； 

b）新鲜水、软化水、除盐水：温度与压力； 

c）蒸汽：温度、压力； 

d）仪表风：温度、压力、露点及含油要求； 

e）燃料油(燃料气)：温度、压力、热值及组成； 

f）电：供电电压、频率、相/接线方式； 

g）化学品：压力、温度、种类、成分及物性； 

h）制冷剂：压力、温度、种类、成分及物性。 

10.2  给排水 

10.2.1  给水 

给水应包含下列内容： 

a）列表说明各给水对象的用水量、水质等参数，并在备注中指出连续用水、间断用水； 

b）列表说明给水方案的加压泵站、给水站、浅水井、循环水泵站和输配水管网的主要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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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排水 

排水应包含下列内容： 

a）列表说明各排水点的污水类别、污水来源、排水规律、污水量、污水水质及全厂总量等有关参

数； 

b）列表说明排水方案中主要工程量。 

10.2.3  污水 

污水应包含下列内容： 

a）列表说明纳入污水处理装置处理的各排水点的水量、水质及污水总量； 

b）污水的最终出路包括回用、回注、排放和蒸发等方式，应根据污水最终处置情况及国家和地方

环保部门的要求，确定污水处理水质指标； 

c）根据需要处理的污水量和进出水水质确定污水处理装置的规模，列出主要工程量。 

10.3  供配电 

10.3.1  用电负荷和负荷分级 

根据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设施的用电负荷，应确定全厂的用电负荷和年用电量。应说

明和列出本工程项目中的负荷分级和一二级负荷。 

10.3.2  供配电方案 

供配电方案应包含下列内容： 

a）选择供配电网络的电压等级，确定供配电网络的结构型式； 

b）说明电源至厂区受电高压变之间供电线路种类和长度等； 

c）说明厂区高压（6KV 或者 10KV）供电设施及方案； 

d）说明厂区低压供电设施； 

e）说明厂区 UPS 供电设施； 

f）绘制供配电系统接线示意图。 

10.3.3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应说明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的原则。 

10.3.4  防雷防静电 

应说明防雷防静电接地原则和措施。 

10.3.5  照明要求 

应根据厂房情况说明照明要求。 

10.3.6  主要工程量 

应根据确定的电源和供配电方案，选择主要设备，列出供配电系统的主要工程量。 

10.4  通信 

通信应包含下列内容： 

a）说明厂区对通信流向、业务种类、传输速率、通信质量、电路数量、防爆及抗噪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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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业务需求确定工程规模、按照电话交换、调度电话、扩音电话、电力调度、会议电话、电

视会议、工业监视、有线电视、数据传输、通信电源等系统和光缆和电缆通信线路等列出工程量。 

10.5  供热 

供热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简述供热范围所包括的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及公用设施，并注明属于换热、伴热、吹扫

及采暖等用热的区分； 

b） 分别说明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设施所需的最大、最小蒸汽用量、压力，工艺装置

需要导热油供热时说明导热油供热的热用量、压力和温度； 

c） 确定全厂需要热源提供的最大、最小蒸汽用量、蒸汽压力或其它热媒热用量、压力或温度； 

d） 分别说明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凝结水回收量和压力； 

e） 分别说明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和公用设施所需的最大、最小化学水用量、压力及水质要

求。并根据原水水质确定化学水处理方案； 

f） 说明主要设备包括锅炉或加热炉、水处理设备、泵类、换热设备和水（油）箱（罐）等的选

型，列出主要工程量。 

10.6  防腐与保温 

防腐与保温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厂区内设施的防腐范围； 

b） 对防腐对象进行描述，包括防腐对象所处位置、规格、材质、输送介质类型、压力、温度以

及保温等； 

c） 列出防腐、保温和保冷部分主要工程量。 

10.7  压缩空气及氮气 

压缩空气及氮气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需要供净化压缩空气的用气量，用气压力，净化压缩空气的水露点温度、含油量等质量

要求； 

b） 说明需要非净化压缩空气的装置或设备以及用气量、用气压力和连续用气； 

c） 列出有关装置和设施的净化压缩空气和非净化压缩空气用量； 

d） 说明需要供氮气的装置或设备以及用气量、用气压力和连续用气。列出有关装置和设施的氮

气用量。如需新建，列出空压站和氮气站主要工程量。 

10.8  采暖与通风 

应根据所处地理位置的室外气象条件及设备对温度、湿度的要求，确定建筑（房间）设置采暖、

空调和通风设施。应根据建筑面积和使用性质，确定采暖热负荷及空调冷负荷。按单元或系统列出主

要工程量。 

10.9  维修 

维修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维修任务，明确机修、电修和仪修设计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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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工程所在地附近可依托的外部维修条件明确需外委的工作内容、工作量； 

c） 说明为保证正常生产，需配备的维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 

d） 列出机修、电修和仪修需配置的主要设备清单； 

e） 列出维修人员配置、维修间面积。 

11  非标准设备 

非标准设备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按单元列出非标准设备规格、数量，若为引进设备在备注中注明； 

b） 说明与非标准设备设计相关的压力、温度和介质等工况条件，各种设备设计及校核工况下的

载荷情况； 

c） 说明选材依据及主要设备所用材质种类； 

d） 说明受压元件和非受压元件腐蚀裕量； 

e） 说明本工程设备制造、检验和验收过程的特殊要求； 

f） 说明对可能超长、超宽、超高和超重的大型设备，为便于运输拟采取的措施。 

12   总图运输 

12.1  总平面布置原则 

总平面布置原则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的布置要求； 

b） 说明总平面布置对地形、地址条件的利用情况，以及对工程投资，生产能耗的影响情况； 

c） 从风向的角度说明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和厂前区的相互影响情况，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情

况； 

d） 说明物料运输组成，总平面布置对厂内、外物料运输的组织情况； 

e） 说明道路布置、道路宽度和转弯半径； 

f） 说明大门的设置情况，大门的宽度，以及对工厂物料运输的适应情况； 

g） 说明安全门的设置情况； 

h） 说明地形地貌、海拔高度范围、自然地面坡度； 

i） 说明竖向布置采用平坡式或者阶梯式布置； 

j） 说明绿化植物的选择情况，绿化布置情况。 

12.2  方案比选 

厂区总平面布置方案比选，应有两个以上方案比较，方案中应包含“三废”的处置措施。通过比

选提出推荐方案。绘制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12.3  运输 

应列表说明运输车辆配置，说明车库的设置情况。 

12.4  仓库 

应说明溶剂、产品、材料及配件仓库的设置情况，并列表说明其建筑面积，列出总图运输部分的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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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筑和结构 

13.1  建筑 

建筑设计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简述工程拟建各单体建筑物的类别、使用年限、使用功能和建筑面积需求； 

b） 说明主要建筑物（主厂房、综合办公楼和公寓等）的建筑型式、层数、高度和平面布置。必

要时进行方案比选； 

c） 说明建筑物的火灾危险性等级、耐火等级、防火间距、安全疏散、噪声控制、采光、通风及

消防措施等； 

d） 说明建筑物的内、外装修标准； 

e） 根据建筑物的使用特点和全国热工设计区划图，采用建筑节能材料，采取合理的建筑构造措

施和朝向布置，确定节能方案； 

f） 根据生产工艺中出现的有害介质性质、来源及其产生的后果合理选材, 采取相应的建筑构造

措施满足防腐、防爆、防毒和隔振等特殊要求。 

13.2  结构 

结构设计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根据生产与管理的使用功能要求，选用合理的建、构筑物结构型式； 

b） 根据拟建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说明建、构筑物所采用的基础型式。对于天然地基不能满足基

础需要的，应对可采用的地基处理方案进行比选， 推荐优选方案； 

c） 说明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动峰加速度值、场地类别和地震分组情况等； 

d） 列出建、构筑物主要工程量。 

14  消防 

消防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确定消防设计遵循的原则； 

b） 列出消防站、消防给水系统、消防管网、消防水罐和泡沫灭火系统等消防系统的主要工程量。 

15  节能 

15.1  综合能耗分析 

综合能耗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列出生产系统综合能耗； 

b） 与国内（外）同类工程能耗指标进行分析比较；对改扩建项目改造后用能指标与改造前用能

指标进行分析对比。 

15.2  节能措施 

节能措施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采用的节能技术和工艺； 

b） 说明采用的高效节能设备和材料； 

c） 说明余热、余冷、余压的利用，以及压力能利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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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说明设备、管道的保温（保冷）措施和新型高效绝热材料的应用情况；  

e） 说明优化工艺流程、节约燃料、回收放散热能、集中供热等情况； 

f） 说明建筑节能措施； 

g） 配备各项能耗的计量器具等措施。 

16  环境保护 

16.1  环境现状 

应简要说明所在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主要侧重于与环境有关的各要素，描述该地区的生

态环境、水、气和声等环境现状和区域规划情况。 

16.2  污染物的来源及处理 

对处理工艺进行分析，分析建设期和运行期可能产生的主要污染源、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应确

定水、气、噪声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以及处理处置方式、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16.3  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工程所在地的环境特点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应提出初步的污染控制方案和措施，内容包

括：大气、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污染控制方案和措施。 

16.4  环境影响结论 

16.4.1  根据工程特点，结合所在地区的环境现状和前述环境影响分析结果，应给出工程建设对环境

影响的初步结论，并指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或者给出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评价结论。 

16.4.2  建设项目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应以国家或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的批复为准。 

17  安全 

17.1  工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工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说明处理的原料气组成、物性，分析其危险性，列出火灾爆炸特性参数，说明其火灾危险性类

别； 

b）分析工艺过程中涉及的其它物料危险特性。 

17.2  工艺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工艺过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分析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种类，存在部位及可能导

致的后果； 

b） 分析运行操作和管理过程中因人为因素引发事故的危害，分析其影响后果； 

c）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 

17.3  其它危害因素分析 

其它危害因素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所在地可能发生或存在的自然灾害，如地质灾害(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黄土湿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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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蚀沙埋等)、地理灾害(洪水、沙漠、高原、山谷和冻土等)、气象灾害(暴风雨、沙暴、雷暴、酷暑

和严寒等)及其它危害因素对该工程的影响； 

b） 说明工程与周边相邻企业、居住区、公共设施、铁路和公路等的位置和距离，并分析工程周

边可能发生或存在的人类活动(如恐怖袭击、建房、开矿、修路和架设通讯线路等)对该工程的影响。 

17.4  危险、有害因素防范与治理措施 

危险、有害因素防范与治理措施应包含下列内容： 

a）说明采取的本质安全工艺； 

b）说明工程区域布置与相邻企业、居住区、公共设施、架空电力线路和通信线路、铁路、公路的

位置和距离符合规范要求； 

c）说明总平面布置在功能分区、防火间距、道路设置方面符合规范要求； 

d）说明采取的防泄漏、防火、防爆、防静电、防雷击、防止误操作及超压泄放措施； 

e）说明生产过程控制、检测、报警、联锁、紧急停车系统等安全保护措施； 

f）说明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应急措施，尤其是防范和应对中毒的措施； 

g）说明工程防范自然灾害的措施； 

h）对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提出要求。 

17.5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  

应说明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 

17.6  预期效果  

就所采取的安全防范与治理措施，应说明该工程在安全方面符合或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 

18  职业安全卫生  

18.1  安全特点及危害因素分析 

安全特点及危害因素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分析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等工艺过程中原料、辅料的主要组成及物性； 

b）分析生产运行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如溶剂等存在的部位及对员工健康的影响； 

c）分析产生噪声的主要场所及对员工健康的影响； 

d）分析生产运行中存在的其它职业有害因素及对员工健康的影响。 

18.2  职业危害因素的防范及治理 

18.2.1  防护措施 

防护措施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工程在选址和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建筑物卫生设施等方面采取的职业卫

生防护设计原则； 

b） 说明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艺装置、辅助生产设施拟采取的防毒措施； 

c） 说明针对噪声设备采取的防噪、降噪措施； 

d） 说明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的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 

e） 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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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b） 可能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的应急救援组织的设置和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配置； 

c） 说明对员工健康监护的要求和其它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8.3  预期效果 

针对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应说明该工程在职业卫生方面应符合的规定。 

19  组织机构和定员及人员培训 

组织机构和定员及人员培训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组织机构的设置原则，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绘出组织机构框图； 

b） 说明生产岗位倒班制、劳动定员编制及对主要岗位人员的素质要求； 

c） 说明业务培训、岗位培训等培训的基本要求； 

d） 说明培训的专业、人数、内容、种类（教室培训、现场操作培训）及安排（时间、地点等）。 

20  投资估算 

20.1  建设投资估算 

20.1.1 建设投资应包括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工程费用应包括设备购置费、安装

工程费和建筑工程费。 

20.1.2  应对建设投资进行估算，并说明投资估算结果。编制工程费用估算表（分单元）、其他费用及

预备费计算表、主要国内设备材料价格表、主要引进设备材料价格表和专业主要工程量表等。 

20.2  总投资估算 

应简要说明投资估算采用的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汇总，说明投资估算结果，编制总投资估算表。 

20.3  资金筹措  

根据国家和股份公司相关规定， 应说明项目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中资本金和债务资金的比例及数

额。说明资本金的来源、渠道和筹集方式。说明项目所需债务资金来源、渠道和筹措方式、还款方式

及期限等。 

21  财务评价 

21.1  财务评价范围 

应说明财务分析包括的范围。 

21.2  财务评价依据和方法 

财务评价依据和方法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财务分析的依据，包括国家及行业的有关法规、文件等； 

b） 说明财务分析采用的方法。 

21.3  基础条件与财务评价  

基础条件与财务评价应包含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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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列出财务分析的主要参数包括基准收益率、计算期（分建设期和生产期）等； 

b） 列出财务分析涉及的生产基础数据，包括分年原料气量、产品及副产品产量及燃料和动力的

消耗量等。 

21.4  成本费用估算及分析 

成本费用估算及分析应包含下列内容： 

a） 说明生产成本费用的估算范围、估算依据、估算方法、费用指标及估算结果等； 

b） 计算生产期平均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操作成本等成本指标。 

21.5  财务分析结论 

财务分析结论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结合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清偿能力分析、财务生存能力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的结果，给出

项目的财务分析结论； 

b） 编制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 

22  附件 

22.1  附件 

应列出可研报告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立项文件和相关文件等资料。 

22.2  附表 

应列出可研报告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前面章节中未曾出现过的各种表格。 

22.3  附图 

应列出区域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和主要工艺流程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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