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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地钢管除外防腐，必须做阴极保护。

第一节 钢制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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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燃气管道随桥敷设时，补偿措施不符合
要求；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6.3.10  燃气管道通过河流时，可采用穿越河
底或采用管桥跨越的形式。
.......
4)管道应设置必要的补偿和减振措施；

注意：
①直管段过长时，应进行计算，适当安装金属波纹管或金属
软管。
②特别注意需补偿管段的固定支架和活动支架的设置。

第一节 钢制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注意：在河面上跨越河流时，跨越高度应大于历年河道
最高水位，且不得影响河道通航的能力。以避免汛期河
面漂浮物的冲击。

一、 燃气管道跨越河流时，河面高度不符合要求；

《城镇燃气管道穿跨越工程技术规程》 CJJ/T250-

2016:

6. 1. 9 跨越通航河流时，管桥跨越结构最下缘的净空高

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内河通航标准》 GB 50139 的

有关规定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版）：
第6.3.11条 ：
4  在埋设燃气管道位置的河流两岸上、下游应设立标
志。

第一节 钢制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
（2020）
10.2.29  燃气水平干管和高层建筑立
管应考虑工作环境温度下的极限变形，
当自然补偿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
补偿器；补偿器宜采用Ⅱ形或波纹管
形，不得采用填料型。补偿量计算温
差可按下列条件选取：
1  有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内取20℃；
2  无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内取40℃；
3  沿外墙和屋面敷设时可取70℃。

第一节 钢制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PE管道在卸车、堆放、
二次搬运、对口焊接和回
填过程中，极易发生外壁
损伤。当划伤的深度大于
壁厚度10%，该管段应割
掉更换新的管道。不能再
使用。否则，在划伤处易
发生纵向开裂。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PE管道在运输和储存
中未按规范要求执行

       黑色PE管道中含
有炭黑素，该物质具
有吸收紫外线、抗氧
化的作用。但易吸水，
水分不易排出。焊接
时焊口易产生气泡，
导致焊接强度下降。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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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管道埋深未按规范要求执行。
因各种原因，PE燃气管道浅埋的情况普遍存在。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PE管道明设，严重
违反规范要求：

在很多的乡镇燃气
企业，PE管道明设
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PE管道的连接方式，严重违反规范要求。

在很多的乡镇燃气企业，PE管道（直径不大于De90），采用给水用的PPR管材的热熔连接方式。
并且采用非燃气专用阀门和管件。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钢塑转换接头出地面的问题，

也是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94-2009:

4.2.3  当引入管埋地部分与室

外埋地PE管相连时，其连接位

置距建筑物基础不宜小于0.5m，

且应采用钢塑焊接转换接头。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
第六条 燃气经营者在燃气管道和调压设施安全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定为重大隐患：

（一）在中压及以上地下燃气管线保护范围内，建有占压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二）除确需穿过且已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外，输配管道在排水管（沟）、供水管渠、热力管沟、电

缆沟、城市交通隧道、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地下人行通道等地下构筑物内敷设；

（三）调压装置未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允许值的安全保护措施。

第二节 PE管道安装隐患

第一章 燃气主管网常见的隐患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保护套管敷设的隐患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保护套管敷设的隐患

二、穿墙套管施工不符合要求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94-2009:
4.1.4  当燃气管道穿越管沟、建筑物基础、墙和楼板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燃气管道必须敷设于套管中，且宜与套管同轴；
    2  套管内的燃气管道不得设有任何形式的连接接头(不含纵向
或螺旋焊缝及经无损检测合格的焊接接头)；
    3  套管与燃气管道之间的间隙应采用密封性能良好的柔性防
腐、防水材料填实，套管与建筑物之间的间隙应用防水材料填实。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94-2009:
4.1.6  燃气管道穿墙套管的两端应与墙面齐平；穿楼板套管的上端
宜高于最终形成的地面5cm，下端应与楼板底齐平。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94-2009:
4.1.5 燃气管道穿过建筑物基础、墙和楼板所设套管的

管径不宜小于表4.1.5的规定；高层建筑引入管穿越建筑

物基础时，其套管管径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第一节   保护套管敷设的隐患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调压器出地面处的钢管，既无防腐又

无套管，锈蚀极其严重。

这种隐患在小的燃气企业中普遍存在。

第一节   保护套管敷设的隐患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第二节   阀门井常见的隐患

《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J 51-2016



第三节 路面标志的隐患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33-2005（2005年5月1日实施）

2.6.2 路面标志应设置在燃气管道的正上方，并能正确、明显地指示管道的走向和地下设施。设置位置应

为管道转弯处、三通、四通处、管道末端等，直线管段路面标志的设置间隔不宜大于 200 m。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55-2023（2023年9月1日实施）

6.1.9管道沿线应设置路面标志，标志应埋设牢固、清晰完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装位置应为管道转弯、三通、四通、管道末端等，直线管段路面标志的设置间隔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第二章 燃气管道附附属工程常见的隐患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5.2.8  调压设施周围的

围护结构上应设置禁止

吸烟和严禁动用明火的

明显标志。无人值守的

调压设施应清晰地标出

方便公众联系的方式。

第一节 落地式调压箱（站）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6.6.10  调压站(或调压箱

或调压柜)的工艺设计应

符合下列要求：

...........

调压柜的安全放散管管口

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4m；

第一节 落地式调压箱（站）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二节 壁挂式燃气调压箱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不应安装在室内通风机进风口墙上； 当调压器进口燃气压力
≤0.4MPa时，不应小于1.5m；

调压箱不应安装在建筑物
的窗下和阳台下的墙上



第二节 壁挂式燃气调压箱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5.2.18  调压系统出口压力设定值应保持下
游管道压力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调压装
置应设置防止燃气出口压力超过下游压力
允许值的安全保护措施。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2006（2020）

10.2.4.3   钢管螺纹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管道公称直径大于DN100时不宜选用螺
纹连接。
  1）室内低压燃气管道（地下室、半地下
室等部位除外）、室外压力小于或等于

0.2MPa的燃气管道可采用螺纹连接；



第二节 壁挂式燃气调压箱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二节 壁挂式燃气调压箱安装的隐患



第二节 壁挂式燃气调压箱安装的隐患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三节 保护范围

第三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架空管道常见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架空管道常见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架空管道常见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架空管道常见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第一节 架空管道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版）》GB50028-2006
第 10.2.7条：3  铝塑复合管安装时必须对铝塑复合管材进行①防机械损伤、②防紫外线(UV)伤害
及③防热保护，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环境温度不应高于60℃；2)工作压力应小于10kPa；3)在④
户内的计量装置(燃气表)⑤后安装。

第二节 铝塑复合管道安装的隐患

第四章 燃气调压箱（站）常见的隐患

《建筑燃气铝塑复合管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264-2009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
第三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

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

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

全运行。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经营者未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

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

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的，或者未定期进行巡查、检测、维修和

维护的，或者未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由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4.1.13  燃气厂站内的建（构）筑物及露天钢质燃气储罐、设备和管道应采取防雷接地措施。

.........

5.2.17  燃气调压站的电气、仪表设备应根据爆炸危险区域进行选型和安装，并应设置过电压保护

和雷击保护装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50028-2006（2020）：

10.8.5  燃气管道及设备的防雷、防静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进出建筑物的燃气管道的进出口处，室外的屋面管、立管、放散管、引入管和燃气设备等处均

应有防雷、防静电接地设施；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55024-2022 第7.1.2条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无防雷接地，无超压切断阀无防雷接地 无防雷接地，钢塑接头出地面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第五章 燃气管道系统防雷接地常见的隐患





第六章 工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者对其供气范

围内的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

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承担运

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

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供气、用气

合同的约定，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

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第六章 工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释义】
       本条是关于管道燃气经营者对燃气设施运营管理责任的规定。本条第一款规定了管道燃气经营者
应当对供应范围内的市政燃气设施、建筑区划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承担运行、维护、抢
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市政燃气设施是指敷设、安装在道路红线以内的城镇公用燃气设施；建筑区划
内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燃气设施是指敷设、安装自建筑物与市政道路红线之间和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
的燃气设施，以及燃气引入管、立管、阀门(含公用阀门)、水平管、计量器具前支管、燃气计量器具等。
《条例》之所以将市政燃气设施和业主专有部分外的燃气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加之于燃气经营者,并不
是认为这部分设施产权归属于燃气经营者，而主要考虑的是燃气经营者履行这部分公共燃气设施的维
护管理责任，技术上、经济上更为合理、可行。
       对业主专有部分的燃气设施的维护与管理，《条例》未作明确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业主专有
部分内的燃气设施，其产权是明晰的，维护管理责任也应当是明晰的。实践中，对这部分燃气设施的
养护与管理，国家其他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规定或者供气、用气合同有约定的，从其规定或者约定，
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一般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的责任，由业主承担相
关的费用。
       本条第二款规定了对于单位用户的燃气设施，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管理责
任。该条款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与单位燃气用户签订供气用气合同；二是管道燃
气经营者和单位用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单位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第六章 工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
GB50028-2006（2020）

10.6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



第六章 工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阀门的设置要求：

各用气车间的进口和

燃气设备前的燃气管

道上均应单独设置阀

门！



《城镇燃气调压箱》

GB 27791-2020

5.8.6 除楼栋燃气调压箱外，无人

值守调压箱应设置压力记录装置。

最大工作压力不小于1.6MPa、流

量不小于3000m3/h或重要场所使

用的调压箱应设置代远传的和报

警功能的压力记录装置。

第六章 工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第一条  为了准确判定、及时消除工贸企业重大事故
隐患（以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判定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
工贸企业内涉及危险化学品、消防（火灾）、燃气、
特种设备等方面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另有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

第七条  机械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
大事故隐患：
（五）使用煤气（天然气）的燃烧装置的燃气总管未
设置管道压力监测报警装置，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
紧急自动切断装置联锁，或者燃烧装置未设置火焰监
测和熄火保护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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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 94-2009）

6.4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

1  压缩空气管路应安装止回阀；

2  燃气及空气管道上应安装最低压

力和最高压力报警、切断装置；

3  各用气车间的进口和用气设备前

的燃气管道上设置的单独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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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燃气标志标准》
CJJT 153-2010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镇燃气生产、

输配系统及各类燃气相关场所图形标

志及其制作、使用和维护管理。

5.3.2 燃气厂站内地上工艺管道整体

涂色宜根据管道内的介质种类和用途

确定，宜符合表 5.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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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
安全技术规程》

CJJ 51-2016 
4.7用户燃气设施
4.7.1用户燃气设施应定期进行入户检查，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商业用户、工业用户、采暖及制冷用户每年检查不
得少于1次；
2 居民用户每两年检查不得少于1次；
4.7.3 定期入户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并应做好检查
记录:
1 应确认用户燃气设施完好，安装应符合规范要求:
2 管道不应被擅自改动或作为其他电气设备的接地线
使用应无锈蚀、重物搭挂，连接软管应安装牢固且不
应超长及老化，阀门应完好有效；
3 不得有燃气泄漏；
4 用气设备、燃气燃烧器具前燃气压力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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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6.2  商业燃具、用气设备和附件
6.2.1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
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且便于维
护操作的场所，并应设置燃气泄漏报
警和切断等安全装置。
6.2.2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不得设置在
下列场所：
     1 空调机房、通风机房、计算机房
和变、配电室等设备房间；
     2 易燃或易爆品的仓库、有强烈腐
蚀性介质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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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6.2.3  公共用餐区域、大中型商店建筑内的厨房不应
设置液化天然气气瓶、压缩天然气气瓶及液化石油气
气瓶。
6.2.4  商业燃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软管应符合本规范
第6.1.7条和第6.1.8条的规定。
6.2.5  商业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
6.2.6  商业建筑内的燃气管道阀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燃气表前应设置阀门；
   2  用气场所燃气进口和燃具前的管道上应单独设
置阀门，并应有明显的启闭标记；
   3  当使用鼓风机进行预混燃烧时，应采取在用气
设备前的燃气管道上加装止回阀等防止混合气体或火
焰进入燃气管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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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

10.5 商业用气：

1  宜低压供气。

2  通风良好的专用房间内（有窗）。

3  暗厨房（地不室、半地下室或地上密闭房间）：

（1）燃气引入管应设紧急自动切断阀；

（2）有熄火保护装置；

（3）燃气报警器，并由管理室 集中监视和控制；

（4） 宜设烟气一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

（5）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送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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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厨房的空调风口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09-2021

2.2.7 设置燃气设备、管道和燃
具的场所不应存在燃气泄漏后聚
集的条件。

《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
判定标准》

第十条 其他严重违反城镇燃气经
营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且存在
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致群死群
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危
险，判定为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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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锈蚀严重 暗厨房 普通橡胶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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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锈蚀

天棚风口

暗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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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

6.3.15  室外架空的燃气管道，可沿建筑物外

墙或支柱敷设，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中压和低压燃气管道，可沿建筑耐火等

级不低于二级的住宅或公共建筑的外墙敷设；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5.1.2  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

四级。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不同耐火等级建

筑相应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5.1.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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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规则》
XF/T 3019-2023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消防安全管理要

求和措施本文件适用于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建筑

面积在 50000 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消防安全

管理。建筑面积小于 50000 m的商业综合体的消

防安全管理可参照执行。

3.1 大型商业综合体 

总建筑面积(不包括住宅部分的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0，以商业为主要功能并集购物、旅馆、餐饮、

娱乐、展览、交通枢纽等两种及以上功能于一体

的单体建筑和通过地下连片车库、地下连片商业

空间、下沉式广场、连廊等方式连接的多栋商业

建筑组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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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规则》
XF/T 3019-2023

9.2 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餐饮场所的管理:
a 餐饮场所宜集中布置在同一楼层或同一楼层的集中区域；
b 餐饮场所不应使用液化石油气及甲、乙类液体燃料；
c 餐饮场所使用天然气作燃料时，应采用管道供气；设置在地下且建筑面积大于 150 m2或座位
数大于 75 座的餐饮场所不准许使用燃气；
d 不应在餐饮场所的用餐区域使用明火加工食品，开放式食品加工区应采用电加热设施；
............
f 使用燃气的厨房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及独立的事故通风系统，通风系统应与可燃气
体探测报警装置联动；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能够联动切断燃气输送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
装置和自动灭火装置，并能够将报警信号反馈至消防控制室；建筑内燃气阀组接口部位宜设置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
...........
k 餐饮场所营业结束时，应关闭燃气设备的供气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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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GB35848-2018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符合 GB/T 13611 规定的

燃气为能源，燃烧用空气取自室内、燃烧产物直接

或间接排向室外的燃具。包括：

...............

e 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80 kw、锅口有效直径不小于 

600 mm 的锅类燃具；

............

j 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60 kw 的炒灶类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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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
GB35848-2018

5.2.1.13燃具应安装熄火保护装置。

5.3.3.1.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熄火保护装置的火焰探测器可使用在

常明火上,常明火供气阀门与主火燃烧器

供气阀门应为关联式设计,在常明火未点

燃时,主火燃烧器不应接通燃气；

b)在常明火熄灭时，应同步关闭常明火

和主火燃烧器供气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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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燃气燃烧器具》GB35848-2018

5.2.2.2 燃具进气管与供气管间应采用管螺纹连接，螺纹应符合 GB/T 7306 或 GB/T 

7307 的规定；采用非密封螺纹连接时应保证接口端面平整。

第七章 商业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10.4  居民生活用气
10.4.1  居民生活的各类用气设备应采用低压燃气，用气
设备前(灶前)的燃气压力应在0.75～1.5Pn的范围内(Pn为燃

具的额定压力)。

10.4.2  居民生活用气设备严禁设置在卧室内。

10.4.3  住宅厨房内宜设置排气装置和燃气浓度检测报警
器。

10.4.4  家用燃气灶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气灶应安装在有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
用卧室的套间(厅)或利用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厨房时，厨

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

2  安装燃气灶的房间净高不宜低于2.2m。

3  燃气灶与墙面的净距不得小于10cm。当墙面为可燃或
难燃材料时，应加防火隔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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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燃烧器安装及验收规范》

CJJ 12-2013

4.2.4.3 嵌入式灶灶台下面的橱柜应开设通气

孔，通气孔的总面积应根据灶具的热负荷确

定...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2009  

5.3.1家用燃气计量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安装在橱柜内的燃气计量表应满足抄表、

检修及更换的要求，并应具有自然通风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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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50028-2006（2020）

第10.3.2条  用户燃气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安装在不燃或难燃结构的室内通风良好和便于查表、检修的地方。

安装在上橱柜内 安装在下橱柜内 燃气表活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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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6.1  家庭用燃具和附件
6.1.1  家庭用户应选用低压燃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
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6.1.2  家庭用户的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燃具铭牌上
标示的燃气类别应与供应的燃气类别一致。使用场所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通风良好、具有给排气条件、便于维护操作
的厨房、阳台、专用房间等符合燃气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
 2  不得设置在卧室和客房等人员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及建
筑的避难场所内。
 3  同一场所使用的燃具增加数量或由另一种燃料改用燃
气时，应满足燃具安装场所的用气环境条件。
6.1.3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不得设置在室内。燃气采暖热水
炉和半密闭式热水器严禁设置在浴室、卫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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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6.1.4 与燃具贴邻的墙体、地面、台面等，应为不燃材料。
燃具与可燃或难燃的墙壁、地板、家具之间应保持足够的
间距或采取其他有效的防护措施。
6.1.5 高层建筑的家庭用户使用燃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管道供气方式；
  2  建筑高度大于100m时，用气场所应设置燃气泄漏报
警装置，并应在燃气引入管处设置紧急自动切断装置。
6.1.5 高层建筑的家庭用户使用燃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管道供气方式；
6.1.6  家庭用户不得使用燃气燃烧直接取暖的设备。
6.1.9  家庭用户管道应设置当管道压力低于限定值或连接
灶具管道的流量高于限定值时能够切断向灶具供气的安全
装置；设置位置应根据安全装置的性能要求确定。

在高层建筑一楼或裙房的
商业，有的在使用LPG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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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3.2.3  城镇燃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燃气中加

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爆炸下限的20％
时，应能察觉；

  2 有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对人体允许的有

害浓度时，应能察觉；

    对于以一氧化碳为有毒成分的燃气，空气中一

氧化碳含量达到0.02％(体积分数)时，应能察觉。

条文解释：据国外资料介绍，空气中的四氢噻吩

(THT)为0.08mg／m3时，可达到臭味强度2级的报警

浓度。以爆炸下限为5％的天然气为例，则5％×20
％＝1％，相当于在天然气中应加THT 8mg／m3这

是一个理论值。实际加入量应考虑管道长度、材质、

腐蚀情况和天然气成分等因素，取理论值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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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加臭装置的运行

6.2.2 用户端的燃气加臭

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1.4 
条的规定，并应定期进行

抽样检测，检测频率不得

低于2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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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10.4  居民生活用气
10.4.1  居民生活的各类用气设备应采用低压燃气，
用气设备前(灶前)的燃气压力应在0.75～1.5Pn的范围
内(Pn为燃具的额定压力)。

6.2.8  城镇燃气低压管道从调压站到最远燃具管道允
许阻力损失，可按下式计算：

条文解释：按最不利情况即当用气量最小时，靠近调

压站的最近用户处有可能达到压力的最大值，但由调

压站到此用户之间最小仍有约150Pa的阻力(包括煤气

表阻力和干、支管阻力)，故低压燃气管道(包括室内

和室外)总的计算压力降最少还可加大的150Pa，故

△Pn＝0.75Pn+150。

    5  根据本条规定，低压管道压力情况如表26。

建议：

1. 检测天然气“末端”居民用户灶前压力，应为动压，

必须>1.5kPa；
2. 检测天然气“末端”居民用户THT含量，必须

>8mg/m3（理论值），建议取 2 倍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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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昆仑燃气入户安检测压现场

第八章 居民燃气用户常见的隐患



四川省高发燃气研究院为客户进行末端用户加臭剂含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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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燃气经营者在对燃气
用户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
下列情形之一，不按规定采取
书面告知用户整改等措施的，
判定为重大隐患：
（四）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
气燃烧器具、连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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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6.1.2 家庭用户的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
装置。燃具铭牌上标示的燃气类别应
与供应的燃气类别一致。
6.2.5 商业燃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2020）

10.5.3 商业用气设备设置在地下室、
半地下室(液化石油气除外) 或地上密
闭房间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2 用气设备应有熄火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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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用燃气灶具》GB 16410-2020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城镇燃气的家用燃气灶具及使用城镇
燃气和电能的家用气电两用灶具,包括：
a 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5.23 kw 的燃气灶；
b 额定热负荷≤5.82 kw 的燃气烤箱和燃气烘烤器；
c 额定热负荷符合 a) b) 规定的燃气烤箱灶和燃气烘烤灶 ；
d 每次焖饭的最大稻米量4 L、定热负荷4.1 kw 的燃气饭
锅；
e 额定热负荷符合 a) b) d) 规定、电的总额定输入功率
5.00 kw 的气电两用灶具；
f 额定热负荷符合 a) e)规定的集成灶；
g 使用充气量不大于 15 kg 的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
总热负荷不大于 35 kw 的家用户外燃气烤炉(以下简称燃
气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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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灶具》
GB16410-2020

5.2.8 安全装置
5.2.8.1 熄火保护装置
灶具熄火保护装置应满足:
a 开阀时间<10 s；
b 闭阀时间<60 s。

5.3.1.9 所有类型的灶具(不含室外使用产
品,例如:燃气烤炉)每一个燃烧器均应设
有熄火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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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灶具》
GB16410-2020

5.3.1.8 燃气导管应符合:
..........
d  灶具的硬管连接接头应使用管螺纹，
管螺纹应符合 GB/T 7306.1、 GB/T 
7306.2、GB/T 7307的规定。灶具的软管
连接接头应使用图 2 所示的结构(￠9,5 
mm 或 ￠1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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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

第四条 国家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统一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统一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统一认证标志，统一收费标准。

第三十条 认证标志的式样由基本图案、认证种类标注组成，基本图案如下图：

基本图案中“CCC”为“中国强制性认证”的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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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认证目录

十六、家用燃气具（共3种）

2401、家用燃气灶具

2402、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2403、燃气采暖热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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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GB 6932-2015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70 kw 的家用供

热水燃气快速热水器(以下简称供热水热水器)；

额定热负荷不大于 70 kw,最大供暖工作水压不大

于 0.3 MPa、供暖水温不大于 95℃的室内型强制

给排气式、室外型家用供暖燃气快速热水器(以下

简称供暖热水器)和家用两用型燃气快速热水器

(以下简称两用热水器)，包括冷凝式的供热水热

水器、供暖热水器和两用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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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GB6932-2015
5.1.6 通过烟气的部件材料

5.1.6.1 自然排气式热水器的排烟管应采用耐腐蚀的金属

材料或表面进行过耐腐蚀处理的金属材料，其耐腐蚀性

能应满足在室外长期使用的抗紫外线和抗锈蚀能力，金

属材料的厚度应满足必要的抗风能力(在排烟管侧施加 

1.5 kN/m的横向载荷)。不得使用铝制波纹管作为自然

排气式热水器排烟管。

5.1.6.2 强制排气式自然给排气式强制给排气式热水器所

配备的排烟管或给排气管应采用厚度不小于0.3 mm(公

称尺寸)并符合 GB/T 3280 中的奥氏体型钢的不锈钢材

料，或厚度不小于0.8 mm(公称尺寸)的碳钢板双面搪瓷

处理,或与之同等级别以上耐腐蚀、耐温及耐燃性的其

他材料。其密封件、垫也应采用耐腐蚀的柔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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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GB6932-2015
5.2.2.1.3 燃气入口接头应采用管螺纹连接,螺纹符合 GB/T 7306,1、GB/T 7306.2 和 GB/T 7307 规定，

端面应有平整的环形面,便于密封垫的密封。使用液化石油气且热负荷小于或等于 20 kw 的热水器，

也可采用如图 9 所示的过渡燃气入口接头与燃气专用软管直接连接软管与过渡接头连接后应有安

全紧固措施固定。

5.2.3.1.1热水器应设有熄火保护装置，在正常燃烧火焰熄灭时应能安全关闭燃气供给，且不受其

他装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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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
6.1.3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不得设置在室内。燃气采暖热水炉和半密闭式热水器严禁设置在浴室、卫生
间内。
直排式热水器：燃烧所需的空气和燃烧产生的烟气都在室内；
半密闭式热水器：燃烧所需的空气来源于室内，燃烧产生的烟气排在室外；包括：自然排烟和强制排烟两种；
密闭式热水器：燃烧所需的空气来源于室外，燃烧产生的烟气排在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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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认证目录

十六、家用燃气具（共3种）

2401、家用燃气灶具

2402、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2403、燃气采暖热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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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直排式热水器，在乡镇的农村燃气用户出现的比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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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36条：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

的，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
常使用。

第99条：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
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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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2021

6.2.1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风
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且便于维护操
作的场所，并应设置燃气泄漏报警和切
断等安全装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8.4.3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
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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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146-2011

1总则

1.0.1 为规范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的设计、

安装、验收、使用和维护，防止和减少由于燃气

泄漏和不完全燃烧造成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

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的设计、安装、验收、使用和维护

1.0.3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

应由具有燃气工程设计资质和消防工程施工资质

的单位承担。

1.0.4 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

验收、使用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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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

10.8.2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检测比空气轻的燃气时，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8m，安装高度应距顶

棚0.3m以内，且不得设在燃具上方。

   2  当检测比空气重的燃气时，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4m，安装高度应距地

面0.3m以内。

《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146-2011

3.2.4  当居住建筑内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完全燃烧探测器或复合探测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位置距灶具及排风口的水平距离均应大于0.5m；
   2  使用液化石油气等相对密度大于1的燃气的场所，探测器应设置在距地面不高于0.3m的墙上；
   3  使用天然气、人工煤气等相对密度小于1的燃气的场所，或选用不完全燃烧探测器的场所，探测
器应设置在顶棚或距顶棚小于0.3m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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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146-2011:

《可燃气体检查报警器》JJG 693-2011:

三、报警器的使用年限及检定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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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14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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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报警器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 146-2011

3.3.3当气源为相对密度小于1的燃气且释放源距顶棚垂直距离超过 
4m 时，应设置集气罩或分层设置探测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设置集气罩时，集气罩宜设于释放源上方 4m处，集气罩面积
不得小于1m，裙边高度不得小于0.1m，且探测器应设于集气罩内；
2 当不设置集气罩时，应分两层设置探测器，最上层探测器距顶棚
垂直距离宜小于0.3m；最下层探测器应设于释放源上方，且垂直
距离不宜大于4m。
3.3.11 集中燃气报警控制系统应在被保护区域内设置一个或多个声
光警报装置。

《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0493-2019

3.0.4控制室操作区应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声、光报
警；.......，现场区域警报器应有声、光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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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
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 50493-2019

3.0.3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
测报警信号应送至有人值守
的现场控制室、中心控制室
等进行显示报警；可燃气体
二级报警信号、可燃气体和
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报警
控制单元的故障信号应送至
消防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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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小型餐饮厨房用燃气报警器及传感器》
GB/T 34004-2017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检测燃气泄漏和检测燃气不完全燃烧产

生的一氧化碳的家用和小型餐饮厨房用燃气报警器及

传感器。

本标准也适用于家用燃气燃烧器具用检测燃气泄漏和

检测燃气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的监测模块。

..........

3.3小型餐饮厨房 

使用的燃具为单个额定热不超过 46kw，额定热总超过

139 kw 的用于餐饮业提供烹饪服务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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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
GB/T 394-2018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工作压力不大于0.4MPa、公称尺寸

不大于DN300，工作温度范围-20℃~60℃，与城镇燃

气安全控制系统实现联动，以电磁力驱动的电磁式燃

气紧急切断阀。

3.3 常闭式电磁切断阀：切断阀在得电状态下,阀门处

于开启状态,当切断阀断电后,阀门立即关闭。

3.4 常开式电磁切断阀：切断阀在断电状态下,阀门处

于开启状态,当切断阀得电后,阀门立即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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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2
应声明阀门的防爆型式,并应符合 GB 3836 系列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防爆等级不低于ⅡBT4.
6.16 防护性能(IP)：防护等级不小于IP54。
9.1.1 铭牌标志
切断阀上应在明显部位设置固定铭牌。其内容应
至少包括：
a 产品名称和型号；a
b 公称尺寸；
c 公称压力；
d 防爆“Ex”标志、防爆型式和等级；
e 防爆合格证号；
f 额定电压和频率；
g IP防护等级；
h 最高工作压力；
i 工作介质；
j 产品编号；
k 出厂日期；
l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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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2006（2020）

10.8.3  在下列场所宜设置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

  1  地下室、半地下室和地上密闭的用气房间；

  2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3  燃气用量大、人员密集、流动人口多的商业

建筑；

  4  重要的公共建筑；

  5  有燃气管道的管道层。

10.8.4  燃气紧急自动切断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紧急自动切断阀应设在用气场所的燃气入口

管、干管或总管上；

  2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设在室外；

  3  紧急自动切断阀前应设手动切断阀；

  4  紧急自动切断阀宜采用自动关闭、现场人工

开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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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报警系统的组成：报警器探头、报警控制箱、电磁切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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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城市管理执法队伍
监管力量，提升城管队伍执法
人员专业技术能力，充实我省
燃气安全监管队伍，进一步加
强我省燃气安全管理，防止和
减少燃气安全事故，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计划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管
理培训考核，已将《云南省城
镇燃气安全管理培训考核工作
方案》印发各地及相关专家。



培训考核对象

（一）各州（市）、县（市、区）燃气管理部门全体人员。

（二）各州（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具有执法资格的人员。

（三）各县（市、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具有执法资格的人员。



培训方式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培训教材、师资力量，组织授课专家赴各州
（市）、县（市、区）现场授课培训

各州（市）燃气管理部门或城市执法管理部门统筹组织，负责统筹培训
批次、培训时间、培训地点

各县（市、区）燃气管理部门或城市执法管理部门具体实施，负责安排
培训考核场地、参培人员



考核形式

培训结束后，扫码登录或微信搜索“云南省注考中心
综合业务平台”小程序注册登录账号开始考试，操作
手册随后发送至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