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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参考加拿大阿尔伯特省ＥＵＢ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０５６《能源开发申请及表格》、ｉｄ９７０６《酸性井许可和

钻井要求》、ｉｄ８１０３《新建酸气设施与居民区及其他发展区域的最小距离要求》、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油气规定》中相关内容，并结合我国国情及含硫气井现状进行制订。

本标准遵循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实施指南》的编

写规则。

本标准的附录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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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煤矿山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部、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安全环保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云峰、李湖生、吴庆善、曹登泉、郭再富、江田汉、王建光、席学军、张兴凯、

刘铁民。

Ⅱ

犃犙２０１７—２００８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

程度分级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陆上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程度分级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含硫化氢天然气井。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硫化氢　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

化学分子式为Ｈ２Ｓ，一种无色、可燃、比空气略重的气体，有剧毒，具臭鸡蛋气味，有时存在于油气

开采和气体加工的流体中。

警示：吸入一定浓度硫化氢会导致受伤或死亡（参见附录犃）。

２．２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　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狑犲犾犾狑犻狋犺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

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大于７５ｍｇ／ｍ
３（５０×１０－６），且硫化氢释放速率不小于０．０１ｍ３／ｓ的天然气

井。硫化氢释放速率的确定方法见４。

２．３　

气井绝对无阻流量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狅狆犲狀犳犾狅狑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犵犪狊狑犲犾犾

理论上井底流压为０．１ＭＰａ绝对压力时的气井产量。

２．４　

硫化氢释放速率　狉犲犾犲犪狊犲狉犪狋犲狅犳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犚犚

事故状态下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单位时间内向大气中释放的硫化氢的量，在标准状况（温度为０℃，

压力为１标准大气压）下，用单位ｍ３／ｓ表示。

３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程度分级方法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程度等级根据其硫化氢释放速率划分，见表１。

表１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程度等级

危害程度等级 硫化氢释放速率／（ｍ３·ｓ－１）

一 犚犚≥５．０

二 ５．０＞犚犚≥１．０

三 １．０＞犚犚≥０．０１

４　硫化氢释放速率计算方法

４．１　气井的硫化氢释放速率按式（１）计算：

犚犚 ＝犃×狇ＡＯＦ×犮Ｈ２Ｓ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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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犚犚———气井硫化氢释放速率，ｍ３／ｓ；

犃———７．７１６×１０－８，（ｍ３·ｄ）／（ｍｇ·ｓ）；

狇ＡＯＦ———气井绝对无阻流量最大值，１０
４ｍ３／ｄ；

犮Ｈ
２
Ｓ———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ｍｇ／ｍ

３。

４．２　在含硫化氢地区，未取得绝对无阻流量或硫化氢含量的气井应按下述方法计算：

ａ）　周边５ｋｍ范围内含硫化氢天然气井数超过５口，分别取其中绝对无阻流量和硫化氢含量最大

的５个值，求其平均值后按４．１中的方法计算；

ｂ）　周边５ｋｍ范围内存在含硫化氢天然气井但井数不超过５口，分别取其中绝对无阻流量和硫化

氢含量最大的值，按４．１中的方法计算；

ｃ）　周边５ｋｍ范围内不存在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危害程度等级视为二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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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硫化氢的理化性状及毒理数据

犃．１　理化性状

硫化氢：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ｉｄｅ，ＣＡＳ：７７８３０６４，分子式 Ｈ２Ｓ，为无色、有臭鸡蛋气味的有毒气体，分子

量：３４．０８，熔点：－８２．９℃，沸点：－６１．８℃，相对密度（空气＝１）：１．１９，饱和蒸气压：２０２６．５ｋＰａ

（２５．５℃），临界温度：１００．４℃，临界压力：９．０１ＭＰａ，爆炸下限：４．３％，爆炸上限４５．５％，引燃温度：

２６０℃，最小点火能：０．０７７ｍＪ，最大爆炸压力：０．４９０ＭＰａ，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

温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浓硝酸、发烟硝酸或其他强氧化剂剧烈反应，发生爆炸。硫化氢比空气重，能在

较低处扩散至相当远的地方，遇明火迅速引着回燃。另外，它易溶于水，易溶于甲醇、乙醇类和石油溶剂

以及原油中。

犃．２　毒理数据

硫化氢是强烈的神经毒物，侵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吸入，而且经人体的粘膜吸收比皮肤吸收造成的

中毒更为迅速。硫化氢对黏膜的局部刺激作用系由接触湿润黏膜后分解形成的硫化钠以及本身的酸性

所引起。对机体的全身作用为硫化氢与机体的细胞色素氧化酶及这类酶中的二硫键（ＳＳ）作用后，影

响细胞色素氧化过程，阻断细胞内呼吸，导致全身性缺氧，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对缺氧最敏感，因而首先受

到损害。但硫化氢作用于血红蛋白，产生硫化血红蛋白而引起化学窒息，仍认为是主要的发病机理。暴

露于不同浓度硫化氢的典型特性见表Ａ．１。

ＣＡ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７７８３０６４）中对硫化氢毒理学简介如下：人吸入ＬＣＬｏ（Ｌｏ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ｌｅｔｈ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００×１０
－６／３０ ｍｉｎ，８００×１０－６／５ ｍｉｎ。人 （男性）吸入 ＬＣＬｏ：

５７００ｍｇ／ｋｇ。大鼠吸入ＬＣ５０（半数致死浓度）：４４４×１０
－６。小鼠吸入ＬＣ５０：６３４×１０－６／１ｈ，属中等毒。

硫化氢主要经呼吸道吸收，进入体内一部分很快氧化为无毒的硫酸盐和硫代硫酸盐等经尿排出，一部分

游离的硫化氢则经肺排出。无体内蓄积作用。硫化氢的急性毒作用靶器官和中毒机制可因其不同的浓

度和接触时间而异。浓度越高则中枢神经抑制作用越明显，浓度相对较低时粘膜刺激作用明显。人吸

入（７０～１５０）ｍｇ／ｍ
３／（１～２）ｈ，出现呼吸道及眼刺激症状，吸入２ｍｉｎ～５ｍｉｎ后嗅觉疲劳，不再闻到臭

气。吸入３００ｍｇ／ｍ
３／１ｈ，６ｍｉｎ～８ｍｉｎ出现眼急性刺激症状，稍长时间接触引起肺水肿。吸入

７６０ｍｇ／ｍ
３／（１５～６０）ｍｉｎ，发生肺水肿、支气管炎及肺炎，头痛、头昏、步态不稳、恶心、呕吐。吸入

１０００ｍｇ／ｍ
３数秒钟，很快出现急性中毒，呼吸加快后呼吸麻痹而死亡。根据硫化氢的毒理学特性可以

发现，硫化氢并不是所有浓度都是瞬间致人死亡，其每个浓度致死时间是不同的。

表犃．１　硫化氢毒性

在空气中的浓度

体积／％ ×１０－６ ｍｇ·ｍ
－３

暴露于硫化氢的典型特性

０．０００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８

通常，在大气中含量为０．１９５ｍｇ／ｍ
３（０．１３×１０－６）时，有明显

和令人讨厌的气味，在大气中含量为６．９ｍｇ／ｍ
３（４．６×１０－６）

时就相当显而易见。随着浓度的增加，嗅觉就会疲劳，气体

不再能通过气味来辨别

０．００１ １０ １４．４１
有令人讨厌的气味。眼睛可能受刺激。美国政府工业卫生

专家公会推荐的阈限值（８ｈ加权平均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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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在空气中的浓度

体积／％ ×１０－６ ｍｇ·ｍ
－３

暴露于硫化氢的典型特性

０．００１５ １５ ２１．６１
美国政府工业卫生专家公会推荐的１５ｍｉｎ短期暴露范围平

均值

０．００２ ２０ ２８．８３
在暴露１ｈ或更长时间后，眼睛有烧灼感，呼吸道受到刺激，

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局的可接受上限值

０．００５ ５０ ７２．０７

暴露１５ｍｉｎ或１５ｍｉｎ以上的时间后嗅觉就会丧失，如果时间

超过１ｈ，可能导致头痛、头晕和／或摇晃。超过７５ｍｇ／ｍ
３

（５０×１０－６）将会出现肺浮肿，也会对人员的眼睛产生严重刺

激或伤害

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４４．１４

３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就会出现咳嗽、眼睛受刺激和失去嗅觉。在

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过后，呼吸就会变样、眼睛就会疼痛并昏昏欲

睡，在１ｈ后就会刺激喉道。延长暴露时间将逐渐加重这些

症状

０．０３ ３００ ４３２．４０

明显的结膜炎和呼吸道刺激。

注：考虑此浓度为立即危害生命或健康，参见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和健

康学会ＤＨＨＳＮｏ８５１１４《化学危险袖珍指南》

０．０５ ５００ ７２０．４９

短期暴露后就会不省人事，如不迅速处理就会停止呼吸。头

晕、失去理智和平衡感。患者需要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和／或

心肺复苏技术

０．０７ ７００ １００８．５５
意识快速丧失，如果不迅速营救，呼吸就会停止并导致死亡。

必须立即采取人工呼吸和／或心肺复苏技术

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４０．９８＋
立即丧失知觉，结果将会产生永久性的脑伤害或脑死亡。必

须迅速进行营救，应用人工呼吸和／或心肺复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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