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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林业大学实验室气瓶安全管理办法

（2021 年 6 月制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实验室的用气行为，保护师生生命和财产

安全，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2009〕

第 549号）《气瓶安全监察规程》（TSG23-2021）和《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91号）的有

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

用的，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

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0MPa·L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

准沸点等于或低于 60℃液体的气瓶（不含仅在灭火时承受压

力，储存时不承受压力的灭火用气瓶）。按其临界温度可将

实验气体划分为三类：

（一）临界温度小于-10℃的为永久气体；

（二）临界温度大于或等于-10℃，且小于或等 70℃的

为高压液化气体；

（三）临界温度大于 70℃的为低压液化气体。

第三条 各单位应设专人掌握本单位保管和使用的气瓶

情况，熟悉气瓶安全知识及应急处置措施，对本单位气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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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常管理。各单位应定期检查气瓶安全，并对气瓶管理使

用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

第四条 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对气体供应商的供货

资质进行审查，公布合格供应商的名单。各实验室原则上只

能从学校公布的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实验用气体，对于合格供

应商无法供应的特殊气体，需填写《东北林业大学特殊实验

气体采购登记表》（见附表），由学院审核、报实验室管理

与条件保障处同意后，方能进行采购，同时必须符合国家的

相关规定。

第五条 本办法范围内的所有气瓶应执行国家定期检验

制度（一般由充装气瓶的单位完成）。

（一）检验周期：

1. 盛装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每 2年检验 1 次；

2. 盛装一般气体的气瓶，每 3年检验 1 次；

3. 盛装惰性气体的气瓶，每 5年检验 1 次。

（二）气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损伤或对

其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应提前进行检验。

（三）库存和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气瓶，启用

前应进行检验。

第六条 租用、购买、充装和准备使用的气瓶应作如下检

查。

（一）按规定方法检测是否漏气。

（二）外观颜色，字样和色环必须符合国家GB 7144《气

瓶颜色标记》的规定，并与厂家提供的单证内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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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气瓶肩部的钢印

1.查看气瓶生产日期，一般气瓶使用 20 年，盛装腐蚀性

气体的气瓶为 12年；

2.气瓶检验钢印及标记是否在检验允许的使用期内。

（四）气瓶安全附件是否齐全，包括：气瓶阀门、安全

液压装置、紧急切断装置等。

（五）气瓶保护附件是否齐全，包括：固定式瓶帽、保

护罩、颈圈等。

（六）充装好的气瓶应具产品合格证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严禁不合格的气瓶流入学校。

第七条 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对各单位气瓶的安全

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第二章 气瓶的存放和使用

第八条 气瓶存放和使用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气瓶必须做好标识和固定工作，空瓶与实瓶、可

燃气体与助燃气体气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标志。气体相

互接触后能引起燃烧、爆炸、产生毒物的气瓶应分室存放，

并在附近设置防毒用具或灭火器材。

（二）易燃、易爆、有毒的危险气体连接管路必须使用

金属管（乙炔的连接管路不得使用铜管），并须配备必要的

气体检测与报警器。

（三）对于存在多条管路或外接气源的实验室，必须画

出气体管路布置图，并对气路进行标识。



4

（四）不得对气瓶进行焊接或改造，不得更改气瓶的钢

印或颜色标记，不得使用已报废的气瓶。

（五）气瓶选用的减压器要分类专用，安装时要旋紧，

新连接管路必须及时检漏。使用中要经常检查有无漏气，应

注意压力表读数，防止气体外泄。

（六）使用气瓶时，操作人员应避开瓶口方向，站在侧

面。打开气阀的顺序为先旋动总阀，后开减压器；关闭气阀

的顺序为先关闭总阀，用尽管路余气后，再关减压器。开、

关减压器和总阀时，动作必须缓慢。

（七）操作易燃易爆气瓶时，应配备专用工具，并严禁

与油类接触。操作人员不能穿戴沾有各种油脂或易感应产生

静电的服装、手套操作，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八）气瓶要远离热源，避免曝晒和强烈震动。可燃气

体和助燃气瓶与明火的距离应大于 10 m。

（九）使用后的气瓶，应按规定留 0.05 Mpa以上的残余

压力。可燃气体应剩余 0.2 Mpa～0.3 Mpa（约 2kg/cm2～

3kg/cm2表压）；氢气应保留 2 Mpa，以防重新充气时发生危

险，不可用完用尽。

第九条 几种特殊气体的性质和安全措施

（一）乙炔：应按 GB 11638《溶解乙炔气瓶》执行。乙

炔是极易燃烧，容易爆炸的气体。含有 7%～13%乙炔的乙炔

-空气混合气，或含有 30%乙炔的乙炔-氧气混合气最易发生

爆炸。乙炔和氢、氯、次氯酸盐等化合物也会发生燃烧和爆

炸。乙炔容易聚合，在压力高时更易聚合。使用时，气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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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指示的放气压力不得超过 0.15MPa，放气流量不得超过

0.05m3/(h·L)。如需较大流量时，应采用多只乙炔瓶汇流供气。

使用乙炔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对瓶阀、易熔合金塞等附

件进行修理或更换，严禁对在用乙炔瓶瓶体和底座等进行焊

接修理。

（二）氢气：氢气无色、无味、无毒、可燃、密度小，

易泄漏，扩散速度很快，易和其他气体混合，并且随温度压

力升高，爆炸极限范围还要变宽，且不易被发现。氢气对空

气混合气的爆炸极限范围为 1%～74.1%（体积分数），此时，

极易引起自燃自爆，燃烧速度约为 2.7m/s；氢气与氯气相混，

经加热或日光照晒也会立即爆炸；氢与氟混合则立即爆炸。

氢气瓶应单独存放，最好放置在室外专用的小屋内，以

确保安全，严禁烟火，远离热源，避免太阳爆晒，严禁与易

燃易爆物品混放，暂不用时也应旋紧气瓶开关阀。

因教学、科研需要，必须在现场(室内)使用氢气瓶，其

数量不得超过 5 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按 GB 4962《氢气

使用安全技术规程》执行。

1.室内必须通风良好，保证空气中氢气最高含量不得超

过 l%（体积分数）。室内换气次数每小时不得小于 3 次，

事故通风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得小于 7 次。

2.多层建筑内使用氢气瓶，除特殊需要外，一般宜布置

在顶层外墙处。防止氢气在顶部凹处积聚，应在建筑物顶部

或外墙上部的最高处设气窗或排气孔，并朝向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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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氢气瓶与盛有易燃、易爆、可燃物质及氧化性气体的

容器和气瓶的间距不应小于 8 m。

4.与明火或普通电气设备的间距不应小于 10 m。

5.与空调装置、空气压缩机和通风设备等吸风口的间距

不应小于 20 m。

6.与其他可燃性气体贮存地点的间距不应小于 20 m。

（四）氧气：按 GB 16912《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

气体安全技术规程》执行。氧气是强烈的助燃气体，高温下，

纯氧十分活泼；温度不变而压力增加时，可以和油类发生急

剧的化学反应，并引起发热自燃，进而产生强烈爆炸。氧气

瓶一定要防止与油类接触，并绝对避免让其他可燃性气体混

入氧气瓶；禁止用（或误用）盛其他可燃性气体的气瓶来充

装氧气。氧气瓶禁止放于阳光曝晒的地方。严禁氢与氧、乙

炔与氧等混放一处使用。

第三章 气瓶的搬运和充装

第十条 气瓶的搬运应遵从如下规定：

（一）在搬动气瓶时，应装上防震垫圈，旋紧安全帽，

以保护开关阀，防止其意外转动和减少碰撞，且不准与化学

物品混装混运。

（二）搬运气瓶时，一般用特别的担架或小推车，也可

以用手平抬或垂直转动，但决不允许用手搬着开关总阀移动。

（三）对于气瓶有缺陷、安全附件不全或已损坏、不能

保证安全使用的，应送交有关单位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四章 气瓶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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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实验室不得过量存放气瓶（每 8 m2 可存放 1

个气瓶，原则上每个房间不得超过 8个），尽量不存放备用

气瓶。

第十二条 严禁在走廊和公共场所存放和使用气瓶。

第十三条 暂时不使用的气瓶，请气体供应商保管、处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与条件保障处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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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东北林业大学特殊气瓶采购登记表

日期

实验室名称 所属单位

实验室负责人 电话
经办

人
电话

气体名称 气体危险性 数量（瓶）
钢瓶颜

色
备 注

采购理由

采取的安全防

范措施（包括管

理、设施等方

面）

项目负责人承

诺

为了保障安全，本人承诺按国家、学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好特殊气

体的采购、保管和使用工作，如因不规范操作等引起安全事故，由本人承担

责任。

签名： 日期：

单位意见

负责人： 日期：

实验室管理与

条件保障处意

见 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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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特殊气体指无法从认定的合格供应商处采购到的气体；

2. 单位意见由分管实验室工作的负责人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