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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关于印发《化学学院气瓶安全使用

管理制度》的通知 

院内各部门： 

《化学学院气瓶安全使用管理制度》，经学院 2023 年 6 月

6 日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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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2023年 6月 6日  印发 



化学学院气瓶安全使用管理制度 
第一节 气瓶常识 

一、气瓶定义 
《气瓶安全监察规定》规定，气瓶是指于正常环境温度（-

40-60°C）下使用、公称容积为 0.4L- 3000L、公称工作压力为

0.2Pa-35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0MPa.L，盛装压缩气体、高（低）压液化气体、溶解气体、

吸附气体、标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C 的液体以及混合气体（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气体）的无缝气瓶、焊接气瓶、焊接绝热气瓶、

缠绕气瓶、内部装有填料的气瓶。 

二、气瓶标志 

气瓶标志包括制造标志和定期检验标志。制造标志通常有

制造钢印标记（含铭牌上的标记）标签标记（粘贴于瓶体上）

以及气瓶颜色标志等，定期检验标志通常有检验钢印标记、标

签标记等。 

三、气瓶设计使用年限 

常用气瓶设计使用年限如下: 

钢质无缝气瓶 30 年；钢质焊接气瓶、铝合金无鲜气瓶、

溶解乙块气瓶及吸附式天然气焊接气瓶 20 年；钢质内胆玻璃

纤维环向缠绕气瓶、铝合金内胆纤维全缠绕气瓶、铝合金内胆

纤维环向缠绕气瓶 15 年，盛装腐蚀性气体或在易腐蚀环境中

使用的钢质无娃气瓶、钢质焊接气瓶 12 年。 



四、气瓶检验周期 

常用气瓶检验周期如下: 

1、钢质无缝气瓶、钢质焊接气瓶、铝合金无缝气瓶: 

（1）盛装氮、六氧化硫、情性气体及纯度大于等于 99.999%

的无腐蚀性高纯气体的气瓶，每 5 年检验 1 次； 

（2）盛装对瓶体材料能产生腐蚀作用的气体的气瓶，每

2 年检验 1 次； 

（3）盛装其他气体的气瓶，每 3 年检验 1 次。 

盛装混合气体的前款气瓶，其检验周期应按混合气体中检

验周期最短的气体确定。 

2、溶解乙快气瓶、呼吸器用复合气瓶，每 3 年检验 1 次。 

3、液化石油气钢瓶、液化二甲醚钢瓶，每 4 年检验 1 次。 

4、焊接绝热气瓶，每 3 年检验 1 次。 

第二节 气瓶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 
一、购入管理 

1、气瓶与集中供气供应单位必须具有国家许可的经背资

质，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气瓶与供气设施。采购气体产品

时，应选择具有资质的气体生产、经营和入围学校当年气体供

应名单的单位,并查验供货单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皆许可证及许可经背范围，委托供应单位配制混

合气体前应查验其气瓶充装许可证。 

2、剧毒气体的采购，需填写《剧毒化学品购买申请表》



由相关管理部门负责在公安网办理审批，审批通过后由供货商

办理运输证明，方可购买。 

3、使用人员委托供应单位配制混合气体前，应分祈气体

的性质、潜在危险，经导师审核后制定应急处理措施，并进行

记录。 

4、混合气体配制后，使用人员应向供应单位索取混合气

体的组分、危险性类别、爆炸极限等参数资料。 

5、气瓶供应单位不得供应超期未检或超过报废期限的气

瓶，瓶体应整洁、气瓶制违和定期检验标志、气瓶颜色标志应

保持清晰。 

6、气瓶便用者在领用气瓶时必须对气瓶介质、气瓶检周

期、气瓶颜色标志等情况进行确认，标识气瓶使用部门、领用

者等信息，现场使用气瓶应悬挂红色“满瓶、使用中、空瓶”的

气瓶状态标签，并做好相关的安全检查 

7、供应单位供应的气瓶，瓶阀、手轮、瓶帽、减震圈等

附件应配置齐全、选材正确、完整有效，气瓶使用者在领用气

瓶时应对气瓶附件配配置情况进行确认，有缺失时应由供应单

位配齐。 

8、气体购置原则上实行当月实报实销制度， 

二、气瓶布置、存放 

1、气瓶使用部门根据实验室周边的安全条件，确定气瓶

存放的位置。设置符合安全条件的供气管线，定期检查供气设



施的安全可靠性。 

2、室外气瓶的存放位置应设有防止阳光暴晒等的安全设

施，并与避雷设施、设备吸凤口和热源保持至少 5 米问距，与

明火问距不小于 10 米。 

3、禁止将 40L 及以上易燃、易爆气体、氧化性气体和有

毒气体钢瓶或贮塔放在室内或走廊通道，必须在室温下使用的、

应在安全管理部门备案。 

4、不在线气瓶不得存放在实验室内或楼宇内其他非气瓶

专用房问。 

5、气瓶必须放在气瓶柜或气瓶架中，固定可靠。在气瓶

固定前，气瓶阀门的保护帽及减震圈应配备齐全。气瓶存放、

使用中都应配有瓶阀手轮。 

6、气瓶使用时，应保持直立，并有防止倾斜的措施，操

作气瓶阀门时气瓶嘴不得朝向操作者。空瓶与实瓶分开放置并

及时将空瓶或闲置不用的气瓶通知气瓶供应单位回收，特珠情

况不能回收的应采用捆扎带就近固定、保持直立。 

7、氧化性气体气瓶不得沾有油污或油脂。相互起化学反

应或相互接触能引起燃烧、爆炸的气瓶不得混放。冬类气瓶与

热游应保持至少 5 米向距，与明火向距不小于 10 米。 

8、通风不良的窒息性气体气瓶存放问、使用窒息性气体

的地下及半地下实验室应有每小时不小于三次换气的通风措

施，进入前应充分通凤换气。 



9、气瓶存放地点应设立危险警告标志，例如当心爆炸、

当心中毒等。易虑、易爆气体、氧化性气体和有毒气体存储部

位须按规范安装检测报警装置，并保持定期维护检查。 

10、撤运气瓶应由有经验的人员或得到正确指导的人员进

行。撤运时应手撤气瓶、转动瓶底，不可拖搜、该动 

三、气路敷设、连接 

1、可燃性气体须安装气体管线，气体管线的布置要符合

安全条件。布线应整齐规范，相互引起化学反应或相互接触能

引起燃烧、爆炸的气体管路不得相邻敷设。 

2、建议气体由一级减压器减压后进入实验室，进入实验

室后连接用气点或仪器前端要设有二级减压器和终端截止阀。

减压器根据各个实验室使用气体压力为依据选定。 

3、气体管道不得和电缆导电线路同架敷设，氧气管道与

其它气体管道同架敷设时，其问距不得小 0.25m，氧气管道应

处于其它气体管道之上(除氢气管道外 ) 

4、各种气体管道应设置明显标志，所有的气体管道和输

出口应清晰标识。每台(组)用氢设备的支管和氢气放空管上应

设置阻火器。 

5、管道选材中应考虑气体纯度要求及实验仪器精度要求，

建议采用 316、BA 级，或采用其他合合属抛光管(99.999 气体

纯度 )，或 EP 级管线 (99.9999 气体纯度 ) 

6、一般情况下，输送可燃和氧化气体时应使用金属软管



但输送乙快气体不能采用铜管。 

7、当无法使用固定金属管路时，方可采用非金属救管、

不得采用乳胶管。救管的长度应设置为最短，发现软管有向题

立即更换。聚四氯乙烯管、硅胶管、尼龙管、PU 管等软管应

在压力小于 1MPa 压力范围、温度小于 100C 条件下根据不同

介质适量使用，剧毒气体不可以采用上述软管输送。 

8、剧毒气体置换及尾气处理中应制定处理方案，包括吸

收和个体防护，防止中毒。 

9、对于非可燃性气体，可用肥皂水来检测气体的泄漏。

对于可燃性气体，则可用肥皂水或气体浓度检测仪来检查，若

为有毒气体，应按照供应商规定程序进行检查。 

四、气体使用 

1、使用气体前，应识别其特性和危险性。 

2、不得使用大于 40C 任何热源对气瓶加热。气瓶的遇度

不应超过 45C。 

3、瓶嘴冻结只能用温水(40C 以下]缓开，气瓶嘴漏气或出

现故障应采取安全指施并及时报告气瓶供应单位进行处理，严

禁私自拆卸修理。 

4、气瓶内气体严禁用尽，必须留有规定的压力，永久气

体气瓶的剩余压力应不小于 0.05IMPa(0.5 公斤)液化气体气 

瓶应留有不少于 0.5-1.0%规定充装量的剩余气体 5、气瓶

必须专瓶专用，严禁私自改变气瓶内所充气体品 



6、不得私自改装气瓶或私自配制混合气。 

7、不应对气瓶内的气体重新加压，不应将气体从一个气

瓶倒入到另一个气瓶中。 

8、使用气瓶必须安装专用减压阀，以便气体在管道系统

内传输的额定压力低于气瓶的额定压力，危阶性气休由气点问

至用气点采用管线长距离输送时，必须安装减压闽并实行双闽

控制。停止用气时，必须关闭气瓶() 总闻 

9、可燃气体气瓶的气瓶输出阀和减压器使用左旋螺纹、

非可燃气体气瓶的气瓶输出阀和减压器使用右旋螺纹。 

10、使用气体时，气瓶的输出阀和减压器的瓶闽手轮或扳

手应安置在气瓶输出闽上，便于出现危险时快速关闭气阀。 

11、使用气瓶时应缓慢打开气瓶阀门。阀门过快打开调压

器受到压缩变热可能会导致爆炸。 

12、使用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的实验室应安装可燃或有

毒气体报警界.做好相关信息标识。 

13、使用气瓶部门应根据使用空问场所的情况，控制气体

使用量，根据用气情况设置必要的气体报警装置和通凤设施等，

并定期对其安全状态及性能进行检查。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等

有限空问要严格控制各类气体的使用，必须做好检测报警等安

全防范指施。 

14、保证报警器运行可靠性，建立报警器管理台账，及时

更新检验记录。 



15、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气瓶不得擅自处理，应交由与瓶

定期检验机构对报废气瓶进行破坏性处理。 

16、采购剧毒气体及职业性接触毒备危害程度分级为极度

危害气体时应考虑残留气体的处理，并在购买时与供气单位签

订处理协议。 

五、集中供气使用 

1、用气部门在使用或停用集中供气系统前，应向集中供

气单位提出申请，经供气单位同意和现场确认，所安全管理部

门核准后方可使用或停用。 

2、用气部门相关人员应了解和塞指集中供气系统介励和

管道情况，集中供气系统进入实验室实验装置前必须安装减压

装置。 

3、用气部门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得随意维修和拆卸

集中供气设施，如发现集中供气系统异常，应及时联系集中供

气单位进行处理。 

六、其他 

氯气等剧毒气体使用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方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施。 

第三节 特殊气体使用要求 
1、氧气 

油脂或油不应用于氧气瓶或传输管道中。充油、产生电弧

和火花的设备不能与氧气瓶存放或安装在同一个房问内。氧气



不能作为压缩空气的替代品使用。 

2、乙炔 
装有乙炔的气瓶上只允许使用被认可的调节阀。为了避免

形成乙炔爆炸物，用铜制成或含铜量超过 65%的合金制成的

管道不能用于乙炔气体的输送。 

3、氢气 
使用氢气时，气瓶阀门不应过快打开，以避免产生的静电

放电造成爆炸。实验室氢气储存原则上不超过 2 瓶，如有特殊

情况，须经过学院安全委员会审定。 

4、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不应用于吹干皮肤上的落剂，以免空气和溶剂进

入血液循环系统中。 

5、低温液体 
低温液体的蒸发会导致迅速降温和气体膨胀，从而会出现

危险。 

处理干冰或倒出低温液体时，应佩戴防护眼镜和手套，以

免皮肤接触导致冻伤。应仔细挑选所有与低温液体(液氧等) 

接触的材料，以确保兼容性。 

 

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学院 

2023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