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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 丁二醇概述

1,4- 丁二醇是当下化工生产中一种重要的基本有

机化工以及精细化工原料，该种原料可生成多种衍生

物，例如四氢呋喃、聚四亚甲基乙二醇醚、γ- 丁内

酯等。

1,4 丁二醇及其衍生物能够有效应用于工程塑料

及化学纤维的生产，是当下世界化工发展最快的产品

之一。

1.1 1,4 丁二醇生产工艺发展

目前，1,4 丁二醇生产工艺多达二十多种，但是

实际投入工业化生产的只有 5~6 种。

① 1,4 丁二醇生产最早的方法是诞生于三十年代

德国的 Reppe 法，该种方法使用乙炔和甲醛作为原料，

生产 1,4 丁二醇，并经由 BASF、SIP 等化工公司的优

化改良，其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质量都有显著提高，直

到现在，该种生产方法仍是各化工企业的主流生产方

法；

②七十年代，日本三菱化成本公司，成功开发了

以丁二烯、醋酸为主要原料的生产工艺，该种生产工

艺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投入使用，并拥有

稳定的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质量；

③八十年代末，英国 Davy 公司，开发了顺酐低

压气相加氢工艺用于 1,4 丁二醇的生产之中，同一时

期，日本的克鲁克纳公司，开发了以环氧丙烷作为主

要原料的生产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未投入大规模

使用，未能实现工业化；

④九十年代，美国利安德成功开发出以环氧丙烷

为原料的烯丙醇法生产工艺，该种工艺在美国德州投

入广泛应用。同一时期，经由 BP 与德国鲁奇公司共

同合作研发出以 C4 馏分作为原料的“Geminox”工艺，

该种工艺也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1.2 1,4 丁二醇安全技术说明

1,4 丁二醇生产过程中的蒸汽与空气接触容易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在生产过程中，氧化剂能够与该物

质发生剧烈反应 [1]。1,4 丁二醇如遇明火或长期处于高

温环境，可能会发生爆炸、燃烧等事故。该种物质对

人体眼部、黏膜以及皮肤具备较强的刺激性。如若误

吸、误食以及与伤处接触，便会引发中毒或死亡。该

种物质对水生生物有害，挥发的气体易溶于水。

1,4 丁二醇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在生产、输

转以及储存过程中，应避免该种物质与水体接触，避

免 1,4 丁二醇泄露 [2]。人员误吸 1,4 丁二醇挥发物后，

会引起呼吸道刺激，蒸汽会产生神经麻痹效果，使人

昏昏欲睡。皮肤吸收可能会引起皮肤刺激，眼睛接触

可能会导致眼睛刺激。

2 1,4 丁二醇的运输以及储存

1,4 丁二醇本身具备较强的吸湿性，并且该种材

料的凝固点相对较低，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考虑到其

可燃性特征，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还需考虑到

该种材料的低毒特征，运输人员应当做好相应的防护

措施，避免 1,4 丁二醇在运输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身

体健康以及人身安全造成影响。

2.1 包装要求

在包装方面，需要考虑到 1,4 丁二醇的可燃性以

及低毒性，确保 1,4 丁二醇包装严密，在选择 1,4 丁

二醇包装材质时，应严格按照 GB/T325.1 要求选择专

用的钢筒或者槽车运输 1,4 丁二醇，在运输过程中，

需时刻控制车厢内温度以及 1,4 丁二醇包装内的平均

温度为 5℃ [3]。另外，考虑到装卸方面可能出现的问

题以及困难，需要配备专业加热管，以便于 1,4 丁二

醇的运输装卸作业。

考虑到 1,4 丁二醇具备吸湿性，需要避免 1,4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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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受潮，影响其质量，需在运输槽车或者包装内充

入洁净干燥的氮气进行密封，避免 1,4 丁二醇长期与

空气接触，导致 1,4 丁二醇出现受潮问题。

2.2 运输要求

在运输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当确保 1,4 丁二醇

的装载容器稳固可靠，做好相应的固定工作，避免运

输过程中因颠簸、倾斜等原因，导致 1,4 丁二醇渗漏

或者包装损坏，影响 1,4 丁二醇质量 [4]。在搬运过程中，

工作人员应轻拿轻放 1,4 丁二醇容器，严禁暴力拆卸、

搬运，避免在搬运过程中包装容器损坏。

在运输之前，需提前做好恶劣天气的准备工作，

避免阳光直晒 1,4 丁二醇包装，并为 1,4 丁二醇提供

防水措施。在运输过程中，应远离火种、热源以及高

温区域，如若槽车内部温度持续上升，则需在保障人

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对槽车进行降温，避免 1,4 丁

二醇起火。在运输过程中，严禁将 1,4 丁二醇与有毒、

腐蚀性物品混运。

2.3 储存要求

由于 1,4 丁二醇的熔点相对较低，在储存过程中，

需严格控制储存空间环境温度，1,4 丁二醇产品的储

存温度应当控制在 20℃以上，避免 1,4 丁二醇产品结

晶。在储存过程中，需在储存空间里充入洁净干燥的

氮气进行密封储存，避免 1,4 丁二醇产品在储存过程

中受潮，质量下降。针对钢桶包装的 1,4 丁二醇，需

确保储存空间干燥通风，严禁将 1,4 丁二醇产品随意

堆放，影响 1,4 丁二醇产品质量。

3 1,4 丁二醇的输转与充装

在传输以及充装过程中，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①在输送过程中，需要确保 1,4 丁二醇输送的管

线能够做到专线专用，在输转不同批次的 1,4 丁二醇

产品时，要做好管线的替换以及维护，避免 1,4 丁二

醇输送管线混用；

②在输转至储存容器之前，需要对容器内部进行

检查清理，确保容器干燥洁净，不进任何杂质。并且

要做好容器的保护储存工作，在正式投入使用前，禁

止使用该容器装填其他物质；

③在 1,4 丁二醇产品输转充装完毕后，工作人员

需第一时间使用干燥洁净的氮气填充1,4丁二醇包装，

并进行密封，避免 1,4 丁二醇长时间与空气接触受潮，

影响其产品质量；

④在 1,4 丁二醇出厂之前，需要根据 1,4 丁二醇

产品的性质配备明显标志。在标志内需将 1,4 丁二醇

产品的名称、生产单位、地址、净重、生产批号、商 

标、合格证明等信息标注清楚，在装车运输时，还需

随车准备安全技术说明书，尽可能地避免运输过程中

发生事故，导致 1,4 丁二醇质量受到影响。

4 1,4 丁二醇的采样与储存

4.1 1,4 丁二醇采样前准备

通常情况下，1,4 丁二醇产品大多先使用容器进

行密封，而后方能储存到指定地区或者装车运输，在

这一过程中，1,4 丁二醇产品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因

此需要通过取样检测的方式，确认 1,4 丁二醇产品满

足相关要求。在采样之前，需要根据 1,4 丁二醇容器

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采用工具，并科学选择采样方

法。在进行采样之前，需要对容器的大小、类型、数

量、结构以及附属设备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其

容器质量。而后，对容器外观进行检查，确认容器是

否存在破损、腐蚀、渗漏等问题，并对容器上的标志

进行核对，确认 1,4 丁二醇产品的生产信息。除对容

器进行的前期准备与观察外，还需对容器内的物料颜

色、粘度进行观察，初步了解其物料质量。确认底部

是否存在杂质、分层或者沉淀等问题。在确认无误后，

方可展开采样作业。

4.2 1,4 丁二醇采样

针对化工产品展开的分析一般需要经过采样、试

样的预处理、测定以及结果的结算四个步骤。采样是

1,4 丁二醇产品检测分析的第一步，同样也是最为关

键的一步。如若工作人员未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进行

采样，便难以得到具备代表性的样品，其最终的采样

检测结果也便不具备客观性，即便拥有高精度计算方

法以及分析技术，也很难保障采样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最终得到的结论也无法正面反映 1,4 丁二醇的质量水

平。采样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筛选具备代表性的样品，

对样品的质量进行检测，得到质量信息，最终映射到

所有产品当中。在采样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如下三点：

①在采样之前，需要确保 1,4 丁二醇容器以及采

样设备清洁、干燥，如若 1,4 丁二醇容器在采样过程

中受到污染，则需考虑更换样品，避免采样过程的污

染对 1,4 丁二醇采样结果准确性造成影响。另外，采

样设备的材质需选择不与1,4丁二醇发生反应的材料，

避免采样设备对 1,4 丁二醇造成污染，影响采样检测

结果；

②在采样的过程中，须严格控制采样环境与检测

环境，避免 1,4 丁二醇受到环境污染，影响 1,4 丁二

醇质量以及检测结果准确性；

③采样人员需要完全掌握 1,4 丁二醇相关特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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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操作方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1,4 丁二醇

采样检测，避免 1,4 丁二醇泄漏、污染等问题；

④严格控制采样数量。一般情况下，采得的样品

量应当略微大于实际检测需要的样品量。在采样时，

可将原始样品缩分为三份小样，其中一份送至实验室

正常试验检测，另一份保留在实验室备用，在必要时

将最后一份封送给购买方，帮助购买方了解该批 1,4

丁二醇质量。

4.3 1,4 丁二醇储存

为避免 1,4 丁二醇质量在储存过程中受到影响，

需做好储存环节的质量管控，工作人员以及储存管理

人员需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①储存1,4丁二醇的样品容器必须额外预留空间，

并做好容器的密封，避免容器存在泄漏问题。在储存

期间，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需要定期对容器质量进

行检查，确认容器是否出现锈蚀、渗漏等问题；

②抽取的样品应当装入到洁净干燥的玻璃瓶中，

在试验检测之前，需确保玻璃瓶完全密封，减少 1,4

丁二醇与空气的接触时间，避免 1,4 丁二醇在实验之

前受到污染；

③在实验前以及实验过程中，应当严格控制 1,4

丁二醇样品的储存环境温度；

④ 1,4 丁二醇容易同周围环境物产生反应，在储

存过程中，应当确保 1,4 丁二醇完全与水、氧气、二

氧化碳隔绝，避免 1,4 丁二醇受到污染；

⑤ 1,4 丁二醇的纯度较高，各类产品生产对 1,4

丁二醇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在取用或者运输 1,4 丁二

醇过程中，应确保周遭环境洁净无污染，放置 1,4 丁

二醇受潮以及灰尘浸入；

⑥ 1,4 丁二醇具备可燃性以及低毒性，在储存的

过程中，需重视其这两点特性，将其保存至规定环境

内，保存期限应控制在 6 个月以上。

5 1,4 丁二醇储存运输过程中安全事故管控

5.1 安全事故防范

在进行1,4丁二醇生产以及运输的相关操作之前，

工作人员需详细了解具体操作要求以及安全规范，做

好相应的防护措施，佩戴防护设备。在进行储存或者

运输作业时，应当远离火花、明火以及高温环境，在

装卸过程中，应使用不易产生火花的工具作业，并做

好相应的静电防护措施，避免因产生静电起火。储存

容器应当与接收设备连接，接收设备应配备良好的接

地设施，避免运输过程中，1,4 丁二醇晃动产生静电。

在储存现场，需配备防爆型电器、通风以及照明设备

等，避免 1,4 丁二醇爆炸导致现场各类设备停摆，影

响后续处理。在搬运 1,4 丁二醇时，应该确保环境温

度符合要求，如若环境温度过高，需配备特定环境温

度的仓库搬运 1,4 丁二醇。如若空气中 1,4 丁二醇浓

度超标，需及时佩戴呼吸防护器具，避免吸入大量 1,4

丁二醇，生产现场、储存仓库以及运输车厢都应配备

专业的空气检测设备。在作业场所，严禁工作人员进

食、饮水以及吸烟，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之后，需对身

体进行清洗处理，受到 1,4 丁二醇污染的工作服禁止

带出工作场所，应将其投放至指定清洗设备中，避免

1,4 丁二醇挥发对周遭环境以及水体造成污染。

5.2 安全事故应对措施

如若有工作人员误食 1,4 丁二醇，需立刻将其送

往医院救治，并进行催吐，尽可能地减少 1,4 丁二醇

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如若现场工作人员吸入 1,4 丁二

醇挥发气体，则需将其转移至空气清新处休息，保持

有利的呼吸体位，并及时将该工作人员送往医院就医。

如若 1,4 丁二醇进入双眼，则需第一时间清洗双眼，

如工作人员佩戴隐形眼镜，则立即取出隐形眼镜进行

清洗，持续清洗至刺激性降低后，送往医院就医。如

皮肤或者头发与 1,4 丁二醇接触，需立刻脱去受污染

一桌，使用肥皂水冲洗接触皮肤，避免污染进一步加

重，如若皮肤刺激性较强，则需在冲洗后送往医院就

医。受污染的衣物应彻底清洗方能再次穿用。如若生

产现场或者储存仓库发生火灾，则需使用雾状水、干

粉以及泡沫灭火器灭火。

6 结束语

总而言之，想要不断推动 BDO 生产企业的发展，

需要做好输转与储存过程的质量管控，严格按照规定

要求展开操作，避免 1,4- 丁二醇质量受到输转与储存

问题的影响。根据 1,4- 丁二醇的特性，严格规范输转

与储存方法，以规避各类质量问题以及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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