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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建筑大学（100044）冯继承

北京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用户安全状况浅析

1     前言

本文列举了2个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用户的燃气

爆燃事故，通过事故说明液化石油气事故可造成的危

害非常重大，后果非常严重。通过北京市餐饮业燃气

安全管理状况普查，将普查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体现北京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行业危机重重，隐患

严重。其主要体现在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用户

占比超过50%，数量集中在朝阳、海淀、丰台等市中

心地带，以中小型餐饮企业为主，钢瓶不合格率高，

且未按照相关要求设置燃气专用气瓶间。将现有的瓶

装液化石油气的供气形式分为单瓶供气系统、瓶组自

然气化供气系统、瓶组强制气化供气系统和瓶组气化

站供气系统4种供气形式，并主要分析了普遍存在于

我市餐饮行业的前3类供气系统。由于在餐饮行业中

瓶组气化站供气系统基本上不使用，所以本文并没有

进行讨论。

通过研究我国现有的与瓶装液化石油气相关的主

要的规范标准和法律法规，对北京市普查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强制建设气瓶间和加强供气合同的签订这2

个管理意见，促进北京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用户的

安全用气。 

2     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用户事故频发

案例1：2009年9月25日，西城区新街口附近一

餐馆发生爆炸，餐馆所在房屋两面墙被炸塌，成为一

片废墟。事故导致3名餐厅员工受重伤，路过者等十

余人不同程度受伤，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

险。经警方调查，爆炸系餐厅操作间内液化石油气罐

发生爆燃。据事发后安监部门气密性检测，发现液化

石油气罐与蒸发器连接处胶圈老化，且老化处严重漏

气所致。同时因为胶圈老化，连接口金属丝密封不

严，两条螺纹已被氧化。经认定，陈某、尹某和杨某

的违规操作，是造成此次爆炸事故的原因。

案例2：2013年7月24日，东城区光明中街的金

凤成祥蛋糕店因液化石油气瓶泄漏发生爆炸，致2死

22伤。审理查明，金凤成祥公司光明中街店负责人高

某，在经营过程中，私自违规在店内安装使用液化石

油气等设备，用于烘烤面包，且未建立危险物品使用

相关规范，未对员工进行相关方面培训。当日早7时

许，由王某向该店配送的液化石油气在使用中发生泄

漏进而引发爆炸，致附近人员2人死22人伤，13辆机

动车以及部分房屋等物品损坏。

3     北京市餐饮行业燃气安全普查

2010年3月至10月，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会同市商

务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安全监管局、市公安

局消防局，委托零点调查与分析公司，对北京市开展

了“北京市餐饮业燃气安全管理状况普查”工作。

在普查了北京市36 700家餐饮企业中，使用液化

气的餐饮企业为20 870家，占比56.87%；使用天然气

的餐饮企业有9 092家，占比24.77%；使用其他能源

的餐饮企业为6 857家，占比18.68%（以上数据有叠

加，为同时使用2种或2种以上的气源）。

在9 092家使用天然气作为气源的餐饮企业中，

朝阳使用天然气的餐饮企业数量和比例双高，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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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在20 870家使用液化石油气的餐饮企业中，其

中朝阳、海淀、丰台使用液化气的餐饮企业最多，都

在2 500家以上；但郊区餐饮企业液化气使用比例明

显更高，延庆、通州、顺义、门头沟都有85%以上的

餐饮企业使用液化石油气。

小型餐饮企业约有25 921家，占比70.63%；中型餐

饮企业7 764家，占比21.16%；大型餐饮企业2 742家，

占比7.47%；特大型餐饮企业273家，占比0.74%。

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和餐饮规模成正比关系，因为

使用天然气的安装成本相对过高，随着餐饮企业规模

图1  使用天然气的餐饮企业分布列表

图2  使用液化石油气的餐饮企业分布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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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普查中发现，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用

户不合格钢瓶率高达73.34%。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城区
数据

（个）
百分比
（%）

数据
（个）

百分比
（%）

数据
（个）

百分比
（%）

数据
（个）

百分比
（%）

数据
（个）

百分比
（%）

东城 27 1.15 212 9.04 530 22.59 1 577 67.22 2 346 100.00 

西城 32 1.25 314 12.31 679 26.62 1 526 59.82 2 551 100.00 

崇文 9 1.33 93 13.72 191 28.17 385 56.78 678 100.00 

宣武 19 1.70 136 12.20 259 23.23 701 62.87 1 115 100.00 

朝阳 83 0.95 754 8.64 2 105 24.12 5 787 66.30 8 729 100.00 

海淀 39 0.72 401 7.41 1 093 20.20 3 877 71.66 5 410 100.00 

丰台 18 0.49 204 5.50 543 14.65 2 942 79.36 3 707 100.00 

石景山 10 1.39 59 8.21 171 23.78 479 66.62 719 100.00 

门头沟 3 1.00 12 4.00 37 12.33 248 82.67 300 100.00 

房山 4 0.56 41 5.76 97 13.62 570 80.06 712 100.00 

通州 3 0.26 58 5.00 205 17.69 893 77.05 1 159 100.00 

顺义 6 0.47 46 3.62 228 17.97 989 77.94 1 269 100.00 

大兴 4 0.30 73 5.48 269 20.18 987 74.04 1 333 100.00 

昌平 5 0.17 159 5.46 415 14.26 2 331 80.10 2 910 100.00 

平谷 1 0.16 37 5.93 157 25.16 429 68.75 624 100.00 

怀柔 7 0.36 96 4.88 474 24.11 1 389 70.65 1 966 100.00 

密云 2 0.32 39 6.17 152 24.05 439 69.46 632 100.00 

延庆 1 0.19 8 1.48 159 29.44 372 68.89 540 100.00 

合计 273 0.74 2 742 7.47 7 764 21.16 25 921 70.63 36 700 100.00 

表1  各区餐饮企业规模情况

的降低天然气使用率不断降低。随着餐饮企业规模的

减小，液化石油气使用比例逐渐提高；小型餐饮企业

液化石油气使用率明显高于大型餐饮企业。

 

 

 

图3  不同规模餐饮企业中使用天然气的比例

图4  不同规模餐饮企业中使用液化石油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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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间设置率低（37.23%）。14 182家餐饮企业

应该设置气瓶间但仅有5 280家设置。朝阳、海淀、丰

台、房山、昌平、延庆、门头沟、密云、怀柔、平谷10个区

县均有超过60%的餐饮企业应设却未设置气瓶间。

 

液化石油气餐饮企业供气合同签订率低，为1.42%

4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现状

根据分类目的的不同，瓶装液化石油气餐饮用户

的分类方式有很多种，本文中列出其中典型的几类，

并着重分析。

（1）按气瓶组成形式分类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按气瓶组成形式分为2类：

单瓶供气系统和瓶组供气系统。

瓶组供气系统主要有瓶组自然气化供气系统、瓶

组强制气化供气系统和瓶组气化站供气系统。由于餐

饮单位基本上没有瓶组气化站供气模式，所以，本文

不予分析讨论了。

（2）按气化方式分类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按气化方式分为2类：自然

气化系统和强制气化系统。

自然气化方式主要有单瓶供气系统和瓶组自然气

化供气系统。强制气化方式主要有瓶组强制气化供气

系统和瓶组气化站供气系统。

（3）单瓶供气

①供气形式

配置 2个以下15kg气瓶或配置1个50kg气瓶，通

过减压阀和管道直接与用气设备相接的系统。

 

②特点

优点：形式简单灵活，投资很小，管理方便。适

用于小型餐馆。

缺点：常有软管穿墙的问题。

（4）瓶组自然气化供气系统

①供气形式

配置2个以上15kg气瓶或配置大于等于2个50kg气

瓶，采用自然气化方式，将液态液化石油气转换为气

态液化石油气后，向用户供气的系统。

图5  各类型不合格钢瓶比例

图6  各区县餐饮单位气瓶间设置情况

图7  不同规模液化气餐饮企业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

1—钢瓶；2—减压阀；3—胶管；4—燃具。

图8  单瓶供气系统示意图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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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特点

优点：形式简单，投资较小。适用于中小型餐馆。

缺点：供气系统必须配置气瓶间，而气瓶间的配

置需要考虑到防爆防静电设备设施、技防设备等国家

规范标准的有关要求。如果房间温度过低，会有气化

不完全的现象，造成浪费。

（5）瓶组强制气化供气系统

①供气形式

配置2个以上15kg气瓶或配置2个或2个以上50kg

气瓶，采用强制气化方式，将液态液化石油气转换为

气态液化石油气后，向用户供气的系统。

 

②特点

优点：气化完全，经济性好，技术成熟，设备可

选择余地大。适用于大中型餐馆。

缺点：供气系统必须配置气瓶间，而气瓶间的配

置需要考虑到安全间距、防爆防静电设备设施、技防

设备等国家规范标准的有关要求。如果气化器故障，

会造成管道“过液”的现象，不仅影响生产，而且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国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规范标准要求

①依据《燃气工程设计手册》第18章液化石油

气储配，第18.5节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及其用户，

18.5.2用户的有关要求：

商业用户使用的气瓶组严禁与燃气燃烧器具布置

在同一房间内。瓶组间的设置应符合瓶组气化站的有

关规定。

依据第19章液化石油气气化与混气，第19.8节瓶

组气化站，19.8.2瓶组气化站的设置的有关要求：

a.当采用自然气化方式供气，且瓶组气化站配置

气瓶的总容积小于1m3时，瓶组间可设置在与建筑物

（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除外）外墙

毗邻的单层专用房间内，并符合以下要求：A.建筑

物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B.通风良好，并设有直通

室外的门；C.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为无门窗洞口的

防火墙；D.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E.室温不高于

45℃，且不低于0℃；F.当瓶组间独立设置，且面向

相邻建筑的外墙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时，其防火

间距不限。

b.当瓶组气化站配置气瓶的总容积超过1m3时，

应将其设置在高度不低于2.2m的独立气瓶间内。独立

气瓶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不小于表2的规定。

c.瓶组气化站的瓶组间不得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

下室内。

d.瓶组气化站的气化间宜与瓶组间合建一幢建

筑，两者间的隔墙不得开门窗洞口，且隔墙耐火极限

不应低于3h。瓶组间、气化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

距应按表2的规定执行。

②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

1—钢瓶；2—压力表；3—集气管；

4—紧急切断阀；5—调压器组；6—燃具。

图9  瓶组自然气化供气系统示意图

1—使用钢瓶；2—备用钢瓶；3—气化器；

4— 一级调压器；5—二级调压器；6—燃具。

图10  瓶组强制气化供气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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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间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亦不得设置在兼做卧

室的警卫室、值班室、人防工程等处。

橡胶软管不得穿墙、顶棚、地面、窗和门。

气瓶间设置在地上密闭房间内时，应加装燃气浓

度检测报警器、防爆轴流风机和紧急切断阀。

③依据《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安全技术规范》SY6503-2008，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应取得经国家指定机构或其授权检验单位相应的计量

器具制造认证、防爆性能认证和消防认证。

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在非封闭场所：当可燃气体

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时，可燃

气体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15m；当可燃气

体检测器位于释放源的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时，可

燃气体检测器与释放源的距离不宜大于5m，其安装

高度应距地面或不透风楼地板0.3m~0.6m。

可燃气体检测器设置在封闭场所：每隔15m可设

1台检测器，且检测器距其所覆盖范围内的任一释放

源不宜大于7.5m；安装高度应距地面或不透风楼地板

0.3m~0.6m。

④依据《液化石油气钢瓶》GB5842-2006，国内

常用的几类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型号及参数。具体内容

参看表3常用钢瓶型号和参数。同时，还指出“按本

标准制造的钢瓶设计使用年限为8年。”

（2）法律法规要求

①依据《北京市燃气条例》第二十条，燃气供应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用户服务制度，规范服务行为，并

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单位用户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与

义务。

第二十七条，燃气用户应当在具备安全使用条件

的场所正确使用燃气、燃气设施和用气设备。

第二十八条，在燃气的供应与使用过程中，禁止

下列行为：

（一）倒灌瓶装液化石油气；

（二）摔、砸、滚动、倒置气瓶；

（三）加热气瓶、倾倒瓶内残液或者拆修瓶阀

等附件；

（五）在安装燃气计量表、阀门、燃气蒸发器等

燃气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居住和办公，

在燃气设施的专用房间内使用明火；

表3  常用钢瓶型号和参数

型号

参数

备注钢瓶内
直径/mm

公称
容积/L

最大充
装量/kg

封头形
状系数

YSP4.7 200 4.7 1.9 K=2.0

YSP12 244 12.0 5.0 K=1.0

YSP26.2 294 26.2 11.0 K=1.0

YSP35.5 314 35.5 14.9 K=0.8

YSP118 400 118 49.5 K=1.0

YSP118-Ⅱ 400 118 49.5 K=1.0

用于气化
装置的液
化石油气
储存设备

注：钢瓶的护罩结构尺寸、底座结构尺寸应符合产品图样
的要求

图11  常用钢瓶示意图

注：1.气瓶总容积应按配置气瓶个数与单瓶几何容积的乘

机计算。

2.当瓶组间的气瓶总容积大于4m3时，宜采用储罐，其防火

间距按其他规定执行。

3.瓶组间、气化间与值班室的防火间距不限。当两者毗邻

时，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

气瓶总容积（m3） ≤2 ＞2至≤4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25 30

民用建筑 8 10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20

道路（路边）
主要 10

次要 5

表2  独立瓶组间与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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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供用气

行为。

②依据《建筑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

106号令）第十四条，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

设计审核，并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

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

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

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6     安全状况分析

（1）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气瓶间

以YSP-118型钢瓶举例计算。按照表6中计算，1m3

的气瓶总容积为8（8.47）瓶，2m3的气瓶总容积为15瓶

根据《燃气设计手册》的要求，凡是液化石油气商

业用户，无论采用自然气化方式还是强制气化方式，

都应设置有专用的气瓶间。即使给采用单瓶供气形式

的用户放宽要求，不用建设专用的气瓶间，全市应设

置气瓶间的餐饮用户也仅有37.23%的餐饮用户设置了

气瓶间。气瓶间设置数量的不足，就导致了诸多用户

存在安全隐患。

北京市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为气源的餐饮企业数

量庞大，占比超过50%，且普遍存在于远郊区县，规

模多为中小型，钢瓶普遍不合格。由于企业规模的限

制，不会在安全投入中花费太多资金。

我认为只有加大对中小型餐馆的检查力度，强制

按照国家现行规范和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置符合相关要

求的气瓶间，才是根本上解决当前液化石油气事故多

发的有效手段。

（2）供气合同签订率低

在燃气销售与使用过程中，燃气用户对于燃气、

燃气器具、设施的相关常识、知识、及强制要求很匮

乏，属于弱势群体。供气企业作为专业单位，应不遗

余力的指导用户安全的使用燃气，并将用户存在的安

全隐患告知用户。当隐患确为重大隐患时，且用户不

整改的，应该停止供气，防止发生燃气事故。

但是，全市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餐饮企业，与

供气单位签订供气合同的比例仅为1.42%。这不仅意

味着，一旦出现基于供气单位原因造成的燃气事故，

由于未签订合同，难以向供气单位追讨损失。同时，

还意味着我市存在诸多未按照《北京市燃气管理条

例》规定要求，签订供气合同的违法单位和个人。

此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国家相关执法部门监督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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