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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通常情况下， 甲烷体积

占比在 85%以上），常温常压下呈气态，比空气轻（比重为 0.65），

无色、无味、无毒。天然气具有易燃（着火温度 540℃左右）、

易爆（爆炸极限为 5%～ 15%之间）的特性，每立方米热值约 8000

至 9000 千卡。

人工煤气：人工煤气的主要成分为烷烃、烯烃、芳烃、一

氧化碳和氢等可燃气体，并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碳和氮等不可燃

气体， 出现泄漏时，会导致人体中毒。 以焦炉煤气为例，常温

常压下呈气态，比空气轻（比重为 0.43-0.52），它还具有易燃

（着火温度 600℃-650℃) 、易爆（爆炸极限为 5%～ 35%）的特

性，每立方米的热值约为 4300 千卡。

1.应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燃气的安

全和使用，定期对用气场所安全巡视。

约插入[巡洋舰]:

约插入[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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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购买具有生产企业和地址、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的

燃气具，且应有熄火保护装置（应购买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

这样质量能有保证，不要自行制作或者购买无质量保证的产品）。

3.燃气具使用场所应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便于

维护操作，燃烧时烟气应有效排放至室外。严禁在有燃气设施

的房间内住人。醒目位置应张贴燃气安全警示标志及燃气经营

企业应急抢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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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燃气表安装位置应便于检查和维修，不能有阻挡、堆物

等情况。

5.室内燃气设施的安装应由专业单位、专业人员进行，个

人不得乱拉乱接，管道宜明设，尽量不要进行包封， 由于泄漏

点隐蔽且不易处置，容易发生火灾或爆炸。

6.燃气具前应单独设置阀门，并有明显的启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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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燃气具连接软管可选用不锈钢波纹软管、金属包覆软管、

橡胶复合软管，软管上应标有产品名称、执行标准、有效使用

期等基础信息，软管应在有效使用期限内使用。软管长度不应

超过 2 米，中间不得有接头、三通，软管不得穿越墙体、门窗、

顶棚和地面等。

8.开启燃气总阀前，应确认所有燃气具控制开关都处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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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状态。

9.使用燃气时，操作人员不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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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禁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

11.用气场所须安装探测甲烷的可燃气体报警器，探测器应

设置在顶棚或距顶棚小于 0.3m 的墙上。 米插入[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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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每天营业结束后，要关闭所有燃气设备阀门和燃气器具

开关。

1.应加强对操作人员安全使用燃气的培训。

2.协助燃气供应单位对燃气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抢修，

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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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定期对燃气表、燃气具及管道进行检查，可用刷肥皂

水的方法查漏，严禁使用明火查漏。

4.用户需要改装、迁移或者拆除燃气管道、阀门等燃气设

施时，应当委托燃气经营企业或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用

户需要改装、迁移或者拆除燃气计量装置的，应当向负责供气

的燃气经营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 9 -

5.应及时清理管道周围的油腻、积水，发现燃气管道、 以

免引发管道及燃气具的锈蚀。

1.发生燃气泄漏时

（1）立即关闭燃气总阀，疏散人员，打开门窗通风，严禁

开关所有电器，严禁烟火。

（2）在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经营企业报修电话。

2.发生燃气火灾、爆炸等事故时

（1）立即疏散现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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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室外安全处拨打 119，同时拨打燃气经营企业报修

电话。

3.发现燃气供应中断时

应及时关闭燃气总阀及所有设备前阀门，并拨打燃气经营

企业报修电话进行确认。

4.一氧化碳中毒

（1）人员轻度中毒（头晕、恶心、无力）时，立即将中毒

人员移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

（2）中毒症状较重时可采取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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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5.人员烧伤

人员烧伤时应迅速离开致伤现场，衣服着火者，应立即卧

倒，在地上慢慢打滚或用水、大衣或雨衣等灭火，或立即将着

火衣服脱去。切勿直立奔跑、呼喊以免助长燃烧引起呼吸道烧

伤，也不要用双手扑火。 紧急处置后立刻到医院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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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为丙烷、丁烷（总体积占比不小于 95%），

常温常压下在气瓶里呈液态，比空气重（比重约是空气的 1.5-2

倍），无色、易挥发。液化石油气具有易燃（着火温度 450℃左

右）、易爆（爆炸极限 1.5%～ 9.5%之间）的特性，每立方米液

化石油气热值约 22000 至 29000 千卡。

1. 燃气具使用场所应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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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烟气应有效排放至室外。 醒目位置应张贴燃气安全警示标志

及燃气经营企业应急抢修电话。

2.液化气气瓶规格分为 50kg、15kg、5kg，应从正规渠道购

买，选用瓶装液化气时不要使用超出检验年限、淘汰报废、违

规翻新或来路不明的液化气气瓶。

3.气瓶不得放置在卧室、起居室、卫生间、地下室、半地

下室、密闭、人员密集场所及大型综合体厨房等场所内。

主要插入[巡洋舰]:

等几种插入[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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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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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燃气具连接软管可选用不锈钢波纹软管、金属包覆软管、

橡胶复合软管，应标有产品名称、执行标准、有效使用期等基

础信息，软管应有有效使用期限内使用。软管长度不应超过 2

米， 中间不得有接头、三通，不得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

面等。

6.气瓶与灶具应保持 50cm 以上的间距。 0.5米插入[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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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存瓶总重量超过 100 千克（超过 2 瓶 50 千克或 7 瓶 15

千克气瓶）时，应当设置专用气瓶间。气瓶间严禁存放其他易

燃易爆物品和各类杂物，气瓶间内的电器、开关等应为防爆型；

应按标准配备干粉灭火器。

8.瓶组间不应与住宅建筑、重要公共建筑和其他高层建筑

贴邻。

kg插入[巡洋舰]:

kg插入[巡洋舰]:

kg插入[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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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瓶组间高度应大于 2.2 米，应地势平坦， 内部不得有暖

气沟，地漏及其他地下构筑物，外部应当张贴明显安全警示标

志及燃气经营企业应急抢修电话。

10.用气场所及瓶组间内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确保

其能正常运行。使用液化石油气时，报警器应设置在距离地面

不高于 0.3 米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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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得将气瓶内的气体向其他气瓶倒装、不得从汽车槽车

直接灌装气瓶，不得自行处理气瓶内的残液。

12.液化气气瓶严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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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使用燃气时，操作人员不得离开。

14.每天营业结束后，应关闭所有气瓶阀门和燃气具开关。

1. 应加强对操作人员安全使用燃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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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协助燃气供应单位对燃气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抢修，

并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3.应定期对气瓶、燃气具进行检查，保证各连接处连接紧

固，无缺陷。可使用刷肥皂水的方法对所有连接处进行检漏，

严禁使用明火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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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禁私自拆修气瓶阀门和调压器。

5.应使用在检验有效期内的气瓶，可通过查验瓶身检验标

志判断。气瓶使用年限规定 8 年， 出厂 8 年后进行安全评定合

格后可再使用 4 年。

1.液化气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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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即关闭气瓶阀门，疏散人员，打开门窗通风，严禁

开关所有电器，严禁烟火；

（2）在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经营企业报修电话。

2.人员中毒

（1）人员轻度中毒（头晕、恶心、无力）时，立即将中毒

人员移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

（2）中毒症状较重时可采取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并及时

将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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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烧伤

人员烧伤时应迅速离开致伤现场，衣服着火者，应立即卧

倒，在地上慢慢打滚或用水、大衣或雨衣等灭火，或立即将着

火衣服脱去。切勿直立奔跑、呼喊以免助长燃烧引起呼吸道烧

伤，也不要用双手扑火。 紧急处置后立刻到医院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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