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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燃气管道与排水方渠位置示意图

渠顶板深度约0.7m，埋地燃气管道的深度在1.03m~ 

1.15m之间，因此，可以判断埋地钢质燃气管道在市

政排水方渠中通过，存在穿越关系。

3     结论

找出埋地燃气管道穿越排水方渠的逻辑关系，

是一项较高难度的工程问题。实践表明，利用探地雷

达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得到较为清晰的逻辑关

系。这为后期的相关隐患整改措施，提供了较好的参

考数据。但是，在实际探测中，工程经验的积累是解

决这类型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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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华润燃气有限公司（410200）伍荣璋

燃气用户端安全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又该如何做？

摘       要：  由于燃气用户数量多，在使用燃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燃气泄漏现象，而用户的使用环

境决定了燃气泄漏后是否达到爆炸所具备的条件和后果。因此，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极

易引发爆燃、爆炸或者火灾等事故，进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给社会的公共安

全与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用户的安全，成为政府和企

业都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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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型事故案例

2015年7月29日上午，重庆市沙坪坝双碑夜市附

近一家烧鸡公店的厨房突然发生爆炸，导致6名孩子2

名店员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一名店员被爆炸的火焰灼

伤。炸飞的玻璃砸伤了几名正好过路的一所幼儿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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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小朋友。

2015年 9月9日5时许，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临江花园小区天福老年公寓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

9人受伤。

2015年10月2日上午7时20分左右，丹东市元宝区

八道街道办事处绸二新区的8号楼2单元11层发生燃气

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由于燃气的易燃易爆特性，以及其泄漏后引发火

灾或爆炸事故，会产生公共安全危害，影响恶劣。

2     存在的管理问题

2.1  现行的燃气法规使燃气企业左右为难，处于用气

安全责任的风口，如：

①各种类型的贴牌生产，一条一条燃气具经营

街，违规违法生产销售，各种假冒伪劣胶管，却无人

问津，能不出事？谁来管？

燃气器具（包括燃气报警设备）市场是开放的，但

是其安全管理职能却强加于既无行政执法权、又无设

备所有权的燃气经营企业尤其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

企业，因发生事故所造成的后果则由燃气企业承担。

②在天然气置换时，面对用户不愿意淘汰的非安

全型或已过判废年限的燃气器具，燃气经营企业又陷

入两难境地，若安排改装恐知法犯法、若不予置换又

恐引发社会事件。

③在燃气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对居民用户开展免费

安检过程中经常遇到进门难、甚至不让进门的情况；

面对检查出的隐患用户往往不愿意整改，而不幸发生

用气事故，用户甚至当地政府则千方百计将责任推给

燃气企业。面对以上情况，燃气企业只能通过下发整

改通知书，请物业、居委会到场作证等方式 ，降低

不确定性风险。

④商业燃气报警器的管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调查发现，商用燃气报警器在产品销售、应用设计和

安装施工、产品运行、维护和服务等方面在相当程度

上处于无序状态。这些报警器主要设置在办公楼、宾

馆、酒店、酒楼等重要场所，一旦报警功能失灵，后

果不堪设想。

2.2  用气单位的安全监管

作为应当重点监管的单位燃气用户包括工商业企

业内部的燃气设施及安全监管属于空白，特别是餐饮

业。餐饮企业内部的燃气事故多发，主要原因是行政

监管空白，餐饮企业自己监管力度不足，责任不清。

用户（特别是餐饮企业）的燃气安全使用条件谁管？

专业监管、行业监管、综合监管和属地管理如何对

接需要进一步明确。现在许多城镇的临街居民把住

房变成餐饮业，这就涉及到规范、卫生、消防、工商

等部门对该项业务许可，这些许可是否有安全条件，

这是一个使用燃气的公共场所，建筑是否适合公众

集散，建筑使用性质改变是否违法，燃气使用量改

变、使用场所改变能否满足要求，餐饮加工场所的

条件是否具备燃气使用要求等，相关部门应该履行哪

些管理职责？

2.3  居民用户用气的安全监管

居民用户，特别是弱势群体（老年人）、出租房

客安全用气知识匮乏，燃气灶具放置不当、使用不

规范。

2.4  用户安全意识不强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判断引起户内燃气泄漏的主

要和次要因素大部分是由“人为因素 ”造成的，因

此，引导用户按照国家规范安全使用燃气，提醒用户

注意提升燃气使用的安全防范意识，是政府管理部门

进行用户端燃气安全管理的重点。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

度，宣传普及燃气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提高全民

的燃气安全意识。

2.5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

有的企业存在短期行为，违法违规建设、人员培

训不到位、抢修抢险设备力量不足、设施保护维护职

责落实不到位，留下大量安全隐患。

3     政府管理部门如何应对的建议

3.1  完善补充相关强制性规定

在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指导的基础上，由行

业主管部门细化、补充出台燃气用户安装安全装置的

强制性规定。

参照国内部分省市的条例，在现有条例基础上，

补充如《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或《哈尔滨市燃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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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以保障方案的推行。同时，

根据目前燃气具连接软管事故较多的现状，建议增加

对经常移动的燃气具使用与灶具同寿命的胶管实现软

连接，对壁挂炉、热水器及嵌入式灶具用户使用金属

软管的规定，以有效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

3.2  燃气器具的监管

燃气器具及附件的生产由质监部门管理，流通销

售环节由燃气管理部门、工商部门负责监管，燃气管理

部门负责制定符合当地气源气质的燃气器具目录，负

责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维修资质的审批和人员培训等，

工商部门对违规销售、安装维修企业单位进行查处。 

为了防止非安全型或已过判废年限的燃气器具经

过改装后出现更大的安全隐患，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技

术要求，进行限制改装措施。同时，牵头组织燃气器

具厂商、燃气企业推出优惠更新办法、争取财政补贴，

鼓励用户淘汰非安全型或已过判废年限的燃气器具。

商业用户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在《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2014（于2015年05月01日起实施）

中有规定：其中“8.4.3 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

可燃蒸汽的场所应设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本条为强

制性标准条文。后期的运行维护，对于安全管理界

限，应遵循“谁出资，谁负责”的原则，有委托协议

则按协议规定。此外，出台优惠措施，鼓励市民安装

家用燃气泄漏报警产品。同时还应提高相关产品的标

准，以保证使用效果。

3.3  工商企业内部燃气设施运行监管职责

以餐饮行业为例：餐饮行业的监管部门属于商业

部门，理应由商业部门进行燃气使用场所和使用条件

的监管，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对供气用户的业务指导和

安全用气的培训，燃气管理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履行

法定义务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经营供气行为和不具

备使用条件的场所的用气行为进行查处，质监部门对

违法充装销售使用燃气钢瓶的行为进行查处，安监部

门进行综合监管。

3.4  明确提高燃气安全意识的落实责任，强化燃气安

全宣传教育

3.4.1 各级政府加大舆论媒体宣传力度

加大媒体宣传力度，明确各级宣传，广播电视部

门应担负燃气安全宣传职责，各级传媒单位都要严格

按照法定义务，在全社会普及燃气安全常识，努力营

造燃气安全文化环境。

3.4.2 开展燃气安全教学教育

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小学阶段，每学期安

排1课时，专门开展燃气安全使用常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教育，播放燃气安全宣传电影，提高燃气安全保障

能力。

3.4.3 完善燃气职业技能培训鉴定体系 

依据《安全生产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

定，建立针对燃气企业就业、在岗人员、单位燃气管

理使用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完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制度，坚持合规就业，持证上岗，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和安全管理水平。

3.4.4  充分发挥协会在技术规范制定中的权威作用

3.4.5 以弱势群体、流动人口为对象

在老人事故多发地区建立体验教室，流动人口

密集地区召开燃气事故展会，利用多种户外媒体设施

进行现场宣传等，来明确燃气设施管理界限和事故责

任，强化用户保护自己生命的法律意识和自觉性。 

3.5  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和管理制度

燃气行业属于公用事业，燃气企业承担工程建

设主体、设施运行主体的责任，同时还承担居民安全

用气培训指导、用气设施维护抢修抢险职责，责任重

大。建议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强化燃气企业安全管理

制度，加强人员培训，强化责任落实，确保企业尽职

尽责，保障安全。

4     结束语 

通过加强法制与责任，明确燃气设施管理界限和

事故责任，强化用户保护自己生命的法律意识和自觉

性；通过制度和教育激发燃气管理者、从业者的责任

心，把制度落在纸上、把行动做到实处，实现防患于

未然。这需要社会、政府、企业、用户一起努力，才

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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