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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使用液化石油气事故分析及对策建议

摘       要：  本文通过介绍餐饮业单位使用液化石油气安全现状，对近几年餐饮企业液化石油气事故

进行统计，并详细分析了一起餐饮经营单位的液化石油气安全事故案例，在此基础上，

指出了目前城市燃气特别是城市餐饮行业使用液化石油气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对策措

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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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饮业单位使用液化石油气安全现状

餐饮企业属于人员密集场所，餐饮企业的燃气

使用现状关乎公共安全。北京市餐饮企业数量众多，

中小餐饮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因为经营业态变化频

繁，经营方式灵活多变，这些中小餐饮企业一般都

会选择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2010年北京市开展了餐

饮业燃气使用安全状况普查，累计普查餐饮经营单

位36 700家。其中，经营面积在500m2以下的餐饮经

营单位有33 685家，约占总数的92%；全市使用液化

石油气作为燃料的餐饮企业有20 870家，约占总数的

57%。餐饮用户燃气使用是否合乎相关的安全规定，

燃气供应企业是否供给合格的产品，这都是和老百姓

的生活安全息息相关的。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时有发生，教训十分

深刻。2012年11月23日，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喜羊羊火

锅店发生液化石油气泄漏爆炸事故，并引发大火，造成

14人死亡、47人受伤（其中17人重伤）。2012年3月6日，

辽宁省盘锦市一烧烤店因钢瓶非法倒气严重超装，导

致瓶体爆破引发爆炸，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

9人重伤）。2011年11月14日，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内一肉夹馍店因阀门操作不当，导致钢瓶液

化石油气泄漏引发爆炸，造成11人死亡、31人受伤。

2������事故案例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餐饮企业发生多起液化石油气

爆燃事故。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以来，北京市至

少发生了9起造成一定影响的餐饮企业液化石油气爆

燃或爆炸事故。2011年3月31日，西城区板章路36号

贵友饭店发生爆炸，楼体损毁严重，饭店房东、路

人、邻居等9人受伤；2011年12月10日，海淀区竹园

西街百一家庆丰包子铺发生液化石油气罐爆燃，事故

造成店内7名员工受伤；2012年5月14日，朝阳区劲松

农光里南路一居民楼下的简易房餐馆液化石油气发生

爆炸后起火，造成1人受伤；2012年11月30日，东城

区东四六条一家餐厅发生液化石油气爆燃，过火面积

30m2，与餐厅厨房一墙之隔的商务酒店也因火灾被迫

停业；2013年6月29日，大兴区海子角餐馆爆炸，造成两

人受伤，附近商户和居民家的门窗玻璃，均受到严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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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2013年7月24日，东城区龙凤呈祥面包店发生燃

气泄漏爆燃事故，造成2人死亡、22人受伤；2014年

3月22日，海淀区双榆树北路一饭店后厨煤气罐爆燃，

事故造成两店员轻伤，附近建筑受损；2014年3月，通州

区一家早餐店发生液化石油气爆炸，1人当场死亡，

11人受伤；2014年7月，房山县一家饭店液化石油气

爆炸,多人受伤；2015年4月30日，地安门外大街一饭

馆发生液化石油气爆燃，造成1名厨师重伤不治身亡。

通过对历次事故情况的调查了解，可以发现餐饮

业燃气事故存在着很多共性问题。

一是餐饮用户安全主体责任未落实。目前，北京

市餐饮经营单位主要体现出如下特点：数量多、规模

小；违规用气行为普遍，隐患突出；缺乏应急处置相

关安全知识，泄漏爆燃事故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液化石油气供气企业良莠不齐，供大于求，

存在恶性竞争。近几年来，全市液化石油气市场年需

求量大体维持在35万t~40万t左右，而北京市实际灌装

能力却已接近400万t，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受市场压

力，一些供气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从事违法违规经营

活动。部分液化石油气站为谋取暴利私掺二甲醚，也

导致了餐馆爆炸事故的发生。

三是气瓶安全管理问题突出。一些民营、私营

企业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液化石油气瓶中掺杂使

假，大量使用超期未检、报废的气瓶；一些企业为

了降低成本，没有按法规要求向用户提供“到户服

务”，加之气瓶购买比较随意，从客观上给气贩子提

供了生存空间。

四是对提供送气服务的人员和车辆监管不到位。

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通过非自有产权车辆为餐饮经营

单位提供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服务，难以对送气服务

的人员和车辆监管到位，安全管理责任无法落实，容

易为“气贩子”提供机会造成安全隐患，发生安全事

故难以倒查追溯，液化石油气供应、运输、使用安全

难以保障。

下面详细介绍一起典型餐饮单位燃气泄漏爆燃

事故。

2013年7月，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的金凤呈祥面

包店发生了一起燃气泄漏爆燃事故，共计造成2人死

亡、22人受伤。事故现场为临街商铺，建筑面积约

61m2，过火面积约20m2。该面包店在2013年2月擅自改

造了烘烤设备，使用液化石油气超范围经营烘烤面包。

现场共有2只50kg液化石油气钢瓶，均由违法供气人王

某供应。其中1只为事发工作钢瓶，1只为备用钢瓶。

事发工作钢瓶产权单位为A燃气公司，此钢瓶未在质

监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已超出检验周期。备用钢瓶产权

为B液化石油气供气站，在质监部门办理了使用登记。

2013年7月23日20时左右，王某在没有危险品押

运人员的情况下，使用不具备危险品运输资质的面包

车，将在B液化石油气供气站非法充装的钢瓶，运送

至事发面包店并实施了换装。事发时该钢瓶与面包烤

箱相连。

2013年7月24日6时20分左右，2名面包店店员到

点上班。7时许，在使用液化石油气烤箱烘烤完一箱

面包后，发现屋内液化石油气泄漏且气味较大，店员试

图关闭液化石油气瓶阀门，但未能关闭。7点33分，

店员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报告液化石油气泄漏情

况。7点35分，发生爆燃。

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为：非法经营燃气、超

范围经营食品、违法使用液化石油气、液化石油气泄

漏达到爆炸极限后遇电气设备打火引发爆燃。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出餐饮经营单位使用液化石油

气在用户使用、用气场所、气瓶充装、气瓶运输、气

瓶销售等多个环节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1）面包店擅自改造烘烤设备，违规使用液化

石油气。

（2）王某不具备液化石油气经营资质，违法贩

卖经营液化石油气；明知事发工作钢瓶超出检验周

期，仍违法销售；违法运输液化石油气，常年违法使

用不具备危险品运输资质的面包车运送液化石油气，

并自备两辆危险品运输车辆违规挂靠两家运输单位。

（3）B液化石油气供气站因违法充装掺混二甲

醚的液化石油气被勒令停业整顿，在停业整顿期间仍

然非法经营液化石油气；明知王某个人不具备液化石

油气经营资格，仍长期为其充装液化石油气供气非法

贩卖；违规给非本单位产权、超过检验周期的钢瓶充

装液化石油气。事发单位发生爆炸的液化石油气钢瓶

中的燃气为该供气站非法经营、违规充装后提供。

（4）A燃气公司对自有钢瓶管理混乱，致使其

未办理使用登记的事发工作钢瓶流转至王某。同时，

对自有产权钢瓶管理缺失，该单位在质监部门注册

马云飞等·餐饮行业使用液化石油气事故分析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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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瓶数量为4万余只，目前该公司在册实有钢瓶3万余

只，其余1万余只钢瓶流向不明。

3������对策措施建议

3.1  明确餐饮经营单位在使用液化石油气安全责任与

义务

本市餐饮经营单位普遍存在违规用气行为，用气

场所安全隐患严重，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气瓶间

以及供气系统不合格；二是中小餐饮经营单位与非法

气贩子进行购气交易，大量使用报废和超期未检的不

合格气瓶；三是供用气合同缺失安全供气和安全用气

的主体责任不落实。为有效改善餐饮经营单位液化石

油气使用安全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餐饮经营单位液化石油气使用的备案登记制

度。由于目前的餐饮经营许可申请与审批过程中未涉

及到燃气使用相关的内容和要求，客观上造成了餐饮

经营单位在安装施工、使用液化石油气时缺乏监管。

为了扭转这一现状，建议通过本地立法，建立起餐饮

经营单位液化石油气使用的备案登记制度。

加快立法，明确提出餐饮经营单位的具体要求和

禁止行为，进一步规范和约束餐饮经营单位使用液化

石油气的行为，指导餐饮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安全高

效的使用液化石油气，同时，也为行业管理部门、专

业管理部门、监督执法部门提供法律依据。

在液化石油气日常使用中，操作用气设备的人

员应当经过燃气使用安全专业培训，正确操作用气设

备，掌握处置燃气事故的基本技能。确定专人对用气

设备、供气系统进行日常管护，每日营业开始前和结

束后，对气瓶、供气系统、用气设备等部位进行全面

检查，并做好书面检查记录，发现问题和异常及时向

供气企业报修。

用气场所应当设置独立的气瓶间，并符合燃气、

通风、照明、防爆、消防等规范标准的规定；供气系

统应当由具有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安装，用气单

位应当依法组织验收；安装合格有效的燃气泄漏报

警、切断和排风等技防装置；

3.2  提高为餐饮单位供气的燃气企业准入门槛，落实

供气企业对用户的安全服务责任

餐饮行业燃气事故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供气企

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历次事故，几乎

都会涉及气瓶质量不合格、气质不合格、用气系统连

接不合格、用气环境不合格等问题，都会反映出供气

企业的对餐饮企业等用户的安全服务责任没有落到实

处。受经济利益驱使，供气企业对单位用户的日常巡

检制度形同虚设。

液化石油气市场普遍存在供大于求的现状，存在

恶性竞争。液化石油气供气企业为追求利润，牺牲和

放弃了安全生产投入和用户安全服务责任，甚至出现

在液化石油气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行为，掺混极

易引发泄漏爆燃事故的二甲醚的恶劣行为，违法违规

行为屡禁不止，恶性竞争严重。餐饮企业往往仅从价

格、利益方面考虑，忽视了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因

此用户爆燃致死致伤事故频发，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

益和公共安全。

治理餐饮企业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问题，需要从

供气企业入手，支持优秀供气企业进入餐饮市场，扩

大供气规模，引导和促使中小型供气企业做大做强，

实行规模化经营，从而落实供气企业对用户的安全服

务责任，预防和减少发生安全事故。因此，向餐饮企

业供应液化石油气实施特许经营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

有效措施，即：由政府组织餐饮企业等公共服务用户

择优选择部分实力强、服务好、价格合理的供气企业

向餐饮企业供气，督促供气企业切实履行用户安全服

务责任，有效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

3.3  加强液化石油气气瓶管理

液化石油气钢瓶，作为一种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载

体，目前在城镇燃气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而，液化

石油气气瓶的安全管理，将是城市燃气管理部门长期

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些企业对本单位注册气瓶安全管理不到位，

导致部分钢瓶流入气贩子手中。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大量使用超期未检、报废的气瓶。一些企业没有

按法规要求向用户提供“到户服务”，加之气瓶购买

比较随意，从客观上给气贩子提供了生存空间。一些

充装站为片面追求降低成本将液化石油气批发给气贩

子，气贩子再卖给餐馆，气贩子使用的气瓶、提供的

气质无从保证。这样做不仅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而且

造成了大量安全隐患。

通过调研以及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建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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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市液化石油气气瓶管理进行完

善：供气企业向用户提供的气瓶全部为自有产权气

瓶，符合质监部门的有关要求，且气瓶安装电子标签

和喷涂供气企业标识，向用户提供的气瓶中不得掺混

二甲醚等违禁物质；相关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对供气

企业和餐饮经营单位充装、使用的气瓶和气质定期进

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3.4  规范液化石油气配送

目前，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一般采取自有或委托

方式，为用户提供瓶装液化石油气供配送服务。自有

配送，供气企业本身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拥

有自有产权的车辆、人员，开展配送服务。委托配送，

供气企业缺乏条件，委托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

的运输单位进行配送服务，受托单位收取运输费用。

但是，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满足挣取运输费用，还想赚取

销售液化石油气的利润，单位、个人通过独立申办或挂

靠等方式，取得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道路运输

证，从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购气，向餐饮经营单位送

气、售气，赚取中间差价，这就是“气贩子”。一些液化

石油气供应企业为保销量，省去配送运输成本，也向

这些单位、个人批发售气。所以，委托配送方式存在

很多问题，对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造成了很大隐患。

因此，建议建立液化石油气供应企业通过自有

产权车辆为餐饮经营单位提供瓶装液化石油气服务制

度。为餐饮业提供液化石油气的企业准入基本条件是

为采取自有产权车辆为用户提供配送服务措施，使燃

气运输行为和燃气经营行为绑定，防止割裂，安全管

理责任全覆盖，防止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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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华润燃气有限公司（416000）伍荣璋

用户端安全检查，燃气企业该怎样做？

1������安全事故案例

随着天然气的普及与推广，居民用户户内安全事

故数量较多。如果出现人身伤亡，受害人或其家属都

会将被视为“垄断企业”的燃气公司告上法庭，希望

获得更多的赔偿。而法院在“大调解”及“维稳”形

势下，也希望燃气公司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类似于汽

车撞行人即使无责，也通常被判承担责任。避免受

害人家属采取上访甚至其他极端措施。请看以下两个

案例：

doi:10.3969/j.issn.1671-5152.2015.11.007

伍荣璋·用户端安全检查，燃气企业该怎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