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压钢瓶和煤气的使用常识 

1. 根据容器承受的压力（p）分为低压、中压、高压、超高压四类。具体划

分如下： 

（1）低压容器 p < 1.57 MPa 

（2）中压容器：1.57MPa ≤ p < 9.81 MPa 

（3）高压容器：9.81 MPa ≤ p < 98.1 MPa 

（4）超高压容器：p ≥ 98.1 MPa 

2. 气瓶、特别是液化气瓶，充装过量往往是造成爆炸的原因，气瓶的设计压

力是按最高使用温度为 60 ℃时达到的压力为依据的。 

3. 高压气瓶、开阀宜缓，必须经减压阀．不得直接放气，放气时人应站在出

气口的侧面。气瓶应直立固定。 

4. 液化气体气瓶在冬天或瓶内压力降低时出气缓慢，可用热水加温瓶身，不

得用明火烘烤。 

5. 气瓶不得靠近明火热源，一般规定距明火热源 10 米以上。如有困难，应

有妥善隔热措施．但也不少于 5 米。  

6. 瓶内气体不得全部用尽，一般应保持在 196 kPa 以上余压。 

 

7.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现气瓶瓶阀螺杆冒气，丝丝作响，应即停止使用，将瓶

旋紧，用粉笔在瓶身写明“漏气退库”。如气瓶的低熔合金塞遇热熔融漏气，应

立即用冷水浇瓶身并设法堵塞漏孔。如漏气严重措施无效时，可将气瓶推入水池。 

8. 使用氧气钢瓶时应严禁沾染油污。通气管道以及操作者身手也要检查，以

防万一氧气冲出造成燃烧和爆炸事故。禁止在氧气瓶及易燃气瓶附近吸烟。 

9. 使用氢气瓶时要注意数量不得超过 5 瓶，房间通风条件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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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8 米。

与明火或普通电气设备的间距应不小于 10 米。与空调装置、空气压缩机和通风

设备等吸风口的间距应不小于 20 米。禁止敲击、碰撞，不得靠近热源，夏季应

防止曝晒。   

10. 检查是否漏气的方法：先由感观检查有无漏气和异味。如为有毒气体，

可用肥皂液检验，如有气泡发生则说明有漏气现象。但必须注意对氧气瓶禁止用



肥皂液检漏。 还可以采用软管套在气瓶出气嘴上，另一端接气球，如气球膨胀

说明有漏气。 

11. 气瓶存放应保持直立用架稳固，亦可卧放，但瓶口应朝一个方向并用三

角木卡牢，叠放高度不超过 5 层。严禁气瓶倒置。 

12. 经常检查室内管道及设备，必要时用肥皂水试漏，切记不要用明火试漏。

一旦闻到煤气泄漏不要惊慌，应立即关闭气阀和喷灯开关，熄灭一切火种迅速打

开门窗，让泄漏的燃气散发到室外。 

13. 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立刻敲门通知，切勿使用门铃，严禁开关室内任

何电器或使用室内电话。如果事态严重，拨打 119 火警电话报警。 

14. 在使用煤气时应不要离开，随时注意燃烧情况，调节火焰。因液体沸腾

溢出可能会浇灭火焰，或者使用小火时，火焰被风吹熄，煤气继续冒出，造成中

毒、爆炸等事故。 

15. 煤气中毒的症状：轻微煤气中毒的症状一般有头昏、脑胀、恶心呕吐等；

严重煤气中毒的症状一般有四肢无力、昏迷不省、口吐白沫等。 

16. 发现煤气中毒，如属轻微症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

气；如属严重症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治疗。 

17. 连接煤气灯的胶管不能超过 2 米，不准穿越墙壁，避免因胶管老化、龟

裂而造成煤气泄漏。胶管应定期更换。 

18. 点燃煤气灯时，应先关闭煤气灯的空气和煤气入口，然后将燃着的火柴

移近灯口，再慢慢打开煤气开关，即可点燃。然后调节空气和煤气的进入量，形

成分层的正常火焰。 

19. 煤气灯三层火焰的温度为：内层约 300℃；中层约 500℃，称为还原焰；

外层约 900℃， 煤气完全燃烧， 并由于含有过量的空气，称为氧化焰。 

20. 空气和煤气的进入量不合适会产生不正常的火焰。 

第 1 种火焰呈黄色，并有火星或产生黑烟，说明煤气燃烧不完全。此种情况

下应调大空气进入量直至得到正常火焰； 

第 2 种为临空火焰，即火焰在灯管上空燃烧，产生的原因是煤气和空气的进

入量过大，使气流冲出管外才燃烧。必须立即关闭煤气开关，重新调节点燃，以

得到正常火焰； 



第 3 种为侵入火焰。这是由于煤气量过小，空气量过大引起的。应立即关闭

煤气龙头，待灯管冷却后再关闭煤气灯的煤气和空气入口，重新点燃使用。切忌

立刻用手去调节灯管，以免烫伤。 

21. 煤气灯使用完毕应先关闭煤气龙头使火焰熄灭，再将针形阀和灯管旋紧。

煤气中含有大量的 CO，应注意切勿让煤气逸散到室内，以免发生中毒和引起火

灾。 

 

表 1. 气体钢瓶漆色 

气瓶名称 外表面颜色 字样 字样颜色 

氢 深绿 氢 红 

氧 天蓝 氧 黑 

氨 黄 液氨 黑 

氯 草绿 液氯 白 

空气 黑 空气 白 

氮 黑 氮 黄 

硫化氢 白 液化硫化氢 红 

碳酰二氯 白 液化光气 黑 

二氧化碳 铝白 液化二氧化碳 黑 

甲烷 褐 甲烷 白 

丙烷 褐 液化丙烷 白 

煤气 灰 煤气 红 

氩 灰 氩 绿 

氦 灰 氦 绿 

氖 灰 氖 绿 

氪 灰 氪 绿 

二氯二氟甲烷 铝白 F-12 黑 

乙烯 褐 液化乙烯 黄 

氯乙烯 灰 液化氯乙烯 红 

甲醚 灰 液化甲醚 红 

 

 



实验室气体安全问答题 

1.  请分别列出具有窒息、燃烧、助燃、中毒和腐蚀的气体各两种。 

窒息（氮气、氢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惰性气体、乙炔） 

燃烧（氢气、甲烷、液化石油气） 

助燃（氧气、压缩空气） 

中毒（氧气、氨气、氯气、二氧化氮、氰化氢、二氧化硫） 

腐蚀（氨气、氯化氢） 

 

2. 氧气瓶上不能沾有油脂，为什么？ 

    氧气瓶上沾有油脂，在输送氧气时急剧氧化，带来安全隐患。 

 

3. 如果发生气体中毒，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呼吸心跳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术。 

（2）根据吸入的气体特点，相应采取措施，如吸入氯气，应立刻吸入少量

酒精和乙醚的混合蒸气解毒； 

（3）注意保暖，并安静休息； 

（4）尽快送往医院。 

 

4. 腐蚀性气体发生少量和大量泄漏后应分别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小量泄露：用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用大量水冲洗稀释后放入

废水系统。 

大量泄露：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

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5. 气体钢瓶主要包括哪几个部分？分别介绍其主要功能。 

瓶帽：保护钢瓶阀用的帽罩式安全附件，避免气瓶搬运和使用过程中，碰撞

损伤瓶阀引起的漏气、燃烧和爆炸等。拆卸式、固定式。 

瓶阀：控制气体的进出。为了不使配件混乱，各种气瓶据性质不同，阀门转



向不同。 

通则：易燃气体气瓶左转，有毒气体、不燃气体右转。 

瓶身：贮存气体。颜色区分气体种类 

安全装置：爆破片、易熔合金塞、弹簧泄放装置、复合式泄放装置等。当气

瓶压力超过一定范围时，安全装置可自动爆破或开启，使瓶内的气体泄放出，从

而降低气瓶内气体的压力，防止爆炸。剧毒气瓶禁止设；液化石油气瓶一般不设；

其他气瓶均应设；永久气体可爆破片可以装在瓶阀上 

防震圈：气瓶上两个套在瓶体上部和下部的橡胶圈，避免钢瓶直接冲击，减

少磨损。 

 

6. 简述气体钢瓶在运输过程中应注意哪些事项。 

（1）气瓶必须配戴瓶帽或具有有防护罩，并拧紧，防止摔断瓶阀造成事故。 

（2）气瓶搬运要轻要稳，放置牢靠。近距离移动可以佩戴手套，手扶瓶肩，

转动瓶底缓慢移动；较远距离使用专门运输工具。 

（3）轻装轻卸，避免剧烈震动，严禁抛、滑、滚、冲击，以防气体膨胀爆

炸，不能用磁铁或吊索吊升气瓶。 

（4）氧气瓶阀不得沾有油脂，装卸时，工作服和装卸工具不得沾有油污。 

（5）严禁烟火。 

 

7. 当气体钢瓶运抵实验室进行验收时，应该重点检查哪些方面？为什么？ 

（1）外表颜色和危险标识是否清楚，以方便使用并避免安全隐患 

（2）钢印、合格证，是否在有效期内，避免安全隐患 

（3）瓶壁是否有腐蚀、损坏、结疤、凹陷、鼓泡和伤痕等，以免发生安全

事故 

（4）气瓶附件是否齐全，包括防震圈、防护帽、瓶阀手轮等，尽量减少安

全风险 

（5）是否封闭紧密，无漏气现象，漏气可能产生爆炸等事故 

 

8. 气体钢瓶储存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阴凉、干燥、通风、避免阳光直射、远离办公区域。 

（2）严禁明火和远离热源，警示标志。 

（3）勿放于通道，以免碰跌。 

（4）储存时钢瓶应直立放置整齐 

（5）不可把钢瓶阀对准人身，注意防止钢瓶安全帽脱落。 

（6）装卸氧气钢瓶时，工作服和装卸工具不得沾有油污。 

（7）分类存放：空瓶与满瓶、易燃气体与氧化性气体不得同库混放，并不

得与其他各类化学危险物品共同储存（氢气钢瓶与液氯钢瓶、氢气钢瓶与氧气钢

瓶、液氯钢瓶与液氨钢瓶等）。 

（8）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适量存放，标明存放期限 

（9）及时登记和处理到期气瓶 

（10）定期检查存放室用电、通风、防爆、报警等设备是否安全 

 

9. 简述气体钢瓶的使用过程，即如何开气和关气。 

开气时首先慢慢打开气瓶的阀门，至输入表读出气瓶全压力。打开时，一定

要全开阀门，调节器的输出压力才能维持恒定。向顺时针方向拧动减压阀调节螺

旋，将输出压力调至要求的工作压力。 

关气时首先关气瓶阀门。将压力调节器内的气体排净，两个压力表的读数均

为零。向逆时针方向松开减压阀调节螺旋至无张力，将调节器关上。 

 

10. 如何确定气体钢瓶是否泄漏？如果发生气体泄漏，如何处理？ 

静止，听是否有嘶嘶的声音。如果有，可能有漏气，尽快告诉导师、院系安

全管理员或者学校运送钢瓶的责任部门，由专人负责处理，在情况不清楚时勿擅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