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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Safety in Production 

□  合肥燃气集团管线运行公司（230075）陈利民  胡勇

浅析合肥燃气居民户内安全风险和安检措施

户内一直是燃气事故的多发、易发区域，户内燃

气事故具有危害大、损失大和影响大的特点。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城镇燃气的普及，户内存在各种安全风

险，室内燃气事故不断发生。而居民用户的户内安全

不仅关系到燃气企业的安全运行，更关乎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下面结合合肥燃气集团管线公司实际，

浅谈居民户内安全风险分析和对策。

1     户内燃气安全事故的统计分析

1.1  事故原因数据统计

从表1数据来看，近3年共发生燃气户内安全爆燃

事故45起，人员轻微受伤11人。合肥燃气的居民户内

安全管理在集团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事故率不断

下降，保持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由于宣传到位，

用户安全意识提高，未发生较严重天然气爆炸、CO

中毒窒息死亡等重大燃气事故。

1.2  事故原因分析

1.2.1 从户内爆燃失火区域分析

从图1户内燃气安全事故的区域来看，由于老城

区老旧房屋较多，管道使用年限长，百花所、蜀山

所、庐阳所发生爆燃事故为24起，发生爆燃的概率较

大，占事故总数的53%。而桃花所、北城所仅发生1

起爆燃事故，由于成立较晚，大多数为新建住宅，使

用条件较好，故发生事故较少。

户内燃气事故的区域分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例如可以作为老旧小区改造、户内立管更换的参考依

据。但是，由于户内爆燃事故影响因素较多，受到小

区入住率、住户素质等因素影响，且本身具有很多不

确定性，暂不对区域分布做更深入的分析。

1.2.2 户内燃气安全事故最常见原因分析

（1）胶管问题。从表2中的45起户内事故可以

看出户内爆燃事故的原因可以分析，软管问题事故共

17起，占比37.8%，主要为老鼠咬坏软管、未安装管

卡、胶管被烤化漏气、软管损坏脱落等类型。具体分

析原因有以下3点：

①燃气胶管本身材质属于容易被破坏，使用时间

超过2年后容易出现龟裂，造成漏气；

②胶管的固定管卡不牢固，脱落后漏气在橱柜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户内爆燃失火（起） 22 11 12

人员受伤（人） 6 1 4

民用户数（万户） 107.0 125.1 142.9

每十万户事故率 2.1 0.9 0.8

表1  2014年~2016年合肥燃气居民室内燃气 

安全事故分类表 图1   2014年~2016年爆燃失火事故区域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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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造成漏气时形成密闭空间且不易被发现；

③有一些灶具不具备连接不锈钢波纹管，或者老

式台面灶具的连接胶管在灶台上离火源比较近时容易

被烤化。

（2）私改私接。用户私改私接发生燃气事故共

9起，占比20%，一些用户在厨房装修或连接热水器

时，私自将户内燃气管道进行改动，由于施工方不具

备专业资质，私改私接管道可能在材质上和连接方式

上不过关，会造成热水器、管道接头及连接阀门漏气

处现象。由于连接热水器、壁挂炉等户内管道可以在

点火后由热水器厂家连接，但同时未经过燃气公司的

管道改动验收环节，这样就埋下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3）阀门闲置。阀门闲置发生的燃气事故共6

起，占比15%，主要表现为用户在连接灶具预留热水

器阀门并长期闲置不用（未封堵）。具体分析原因

为：连接灶具采用表后双嘴阀，其中一个阀嘴闲置，

如租房户或儿童不具备安全用气常识，不慎开启未连

接灶具阀门，导致燃气事故发生。阀门闲置危害大，

但整改难度小，可作为户内安全风险整改重点关注。

（4）无人监看。无人监看发生4起户内着火，占

比8.9%。都是由于灶具正在使用未关阀，导致水壶、

油锅等起火，使得用户厨房内灶具、灶台台面烧坏、连

接灶具软管烧焦、表具损坏。此类事故会发生户内失

火燃烧，但一般不会造成人员伤亡。随着用户安全用

气宣传不断深入人心，此类事故可逐渐减少至消除。

2   入户安检情况及户内安全风险控制所采取 

       的措施

2.1  居民入户安检概况

居民用户入户安检的目的是检查户内用气安全

情况，消除户内安全隐患，宣传安全用气常识，并降

低燃气事故的发生率。根据《合肥市城市燃气管理条

例》第30条第1款规定：燃气企业对燃气设施和燃气

器具应当定期检修维护，每年至少一次，保证管道畅

通，并根据用户需要，随时上门服务。

目前合肥燃气民用户的安检按照计划每年安排 

1次入户，2016年安检综合入户率77.65%。居民户内

安检的途径有3类：

（1）计划性安检，即安检部外聘安检员集中入

户安检方式；2016年实际入户817 577户，占总安检

户数的57.22%。

（2）维修、到期表入户安检，维修入户、到期

表集中更换入户的安检237 732户，占比16.64%。

（3）挂表点火入户安检，新装用户的首次入户

点火安检，入户54 098户，占比3.79%。

2.2  户内安全风险情况控制采取的措施

2.2.1 户内安检的处理流程

目前居民户内的安全隐患由安检部进行检查，根

据安检隐患类别分级、分类进行统计、建立台账，对

于安检部集中安检所发现的各级隐患，现场向用户进

行有效告知，给予整改意见，督促整改。对于无法立

即整改的各级隐患，用户签字确认后，下发到服务所

维修人员跟踪督促用户整改，具体流程见图2。

2.2.2 居民户内安全隐患的分级及采取的措施

（1）以安检“漏气工单不过夜”的要求使A类

隐患100%完成消除

A类隐患属于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具有可能导

致户内燃气设施发生危及用户及周围邻居生命财产安

全的泄漏，以及引起中毒、火灾、爆炸等事故，需马

上做出整改的隐患。

集中入户安检发现的漏气工单，要求服务所跟

踪维修，确保灶具前管道漏气服务所维修人员单天现

场解决（不含非安然灶具、热水器本体漏气）。发现

燃气立管严重锈蚀不能当天解决的，需关阀告知用户

不得使用，待管道及配件材料准备好后一周内解决。

2016年已现场维修漏气隐患5 797户，主要解决了三

通漏气、单嘴阀、表接头漏气，直接消除了安全事故

事故
原因

胶管问题 私改
私接

阀门
闲置

无人
监看

电气着
火引发

用户使
用不当

热水器
阀门漏气

其他
原因软管损坏脱落 老鼠咬坏软管 胶管被烤化 未安装管卡

数量 6 6 3 2 9 6 4 3 2 1 3

表2  2014年~2016年合肥燃气居民室内爆燃失火事故发生原因统计（次）

陈利民等·浅析合肥燃气居民户内安全风险和安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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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入户安检及隐患整改流程

隐患
级别

序
号

隐患
项目

检查
方法

整改
措施

整改责任
主体

A类

1 燃气管道及配件漏气 检漏法 立即处置 管理单位

2 燃气管道锈蚀严重 观察法 组织更换 管理单位

3 用户自装器具接头漏气 检漏法 协助用户更换 用户

B类
1级

1 用户自装器具漏气 检漏法 立即整改 用户

2 热水器无烟道 观察法 加装烟道，规范安装 用户

3 燃气管在卧室浴室 观察法 立即整改和重新规范安装，人员搬离 用户

4 厨房改易燃品仓库 观察法 立即整改，搬出易燃品 用户

B类
2级

1 软管超长 观察法 重新规范安装 用户

2 软管老化 观察法 立即协助用户更换 用户

3 软管暗封 观察法 重新规范安装 用户

4 非燃气专用管 观察法 重新规范安装 用户

5 无管卡 观察法 在连接处加装管卡 用户

6 燃烧器具安装安全间距状况 观察法 重新规范安装，保证间距大于30cm或用阻燃、隔热材料隔断 用户

7 阀门闲置 观察法 单嘴阀拆除封堵、双嘴阀拆除改单嘴阀 用户

8 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 观察法 灶具、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建议用户维修或更换 用户

9 灶具超8年 询问法 灶具、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建议用户维修或更换 用户

10 其他燃烧器具需更换 询问法 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建议用户维修或更换 用户

11 私改私接 观察法 拆除私拉乱接部分，严重的立即整改 用户

B类
3级

1 燃气管道上重物搭挂 观察法 拆除搭挂的重物 用户

2 燃气管被包被埋 观察法 拆除封闭部分或采取通风且方便维修的措施 用户

3 嵌入式灶具下的橱柜无通风口 观察法 使用灶具时打开橱柜门保持通风 用户

4 敞开式厨房 观察法 加门恢复成独立厨房 用户

5 双火源 观察法 清理出液化气或煤炉 用户

6 内厨房 观察法 拆除封闭物，保证厨房通风 用户

表3  合肥燃气居民户内安全隐患分级及整改要求

05 通知维修人
员进行检修

0 4  通 知 处
理安全隐患

01 入户
安检

02 下达隐患
整改通知书

03 用户隐患
处置流程

11 签字确认 10 回访 09 资料归档

完成

07 张贴年检合
格标志清扫

0 6  现 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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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隐患风险，各项消除部位比例见图3。

（2）以“追踪整改”的要求做好B类1级重大隐

患的消除

B类1级重大隐患具有可预见的危险或违反国家

规范明令禁止条例款，需现场给客户整改建议，如未

能即时改善，下达隐患告知书，需再次联系客户跟进

追踪复核，督促用户整改。

严重违反规定的重大安全隐患包括：用户自装器

具漏气、热水器无烟道及燃气管在浴室卧室仓库。重

大安全隐患总计13 793户占总隐患数量比10.4%，重

大安全隐患存有率为0.97%。重大安全隐患的户内发

生泄漏的危害性大大超过一般燃爆事故，可能会发生

重大中毒、伤亡事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针对用户为主体责任的重大安全隐患，采取安检

部下达隐患通知，同时下发到服务所跟踪整改，针对

灶具漏气的情况制作灶具厂家售后联系方式卡发放给

用户，对多次上门督促未整改的户外表用户采取户外

断气上堵头，待隐患整改合格后恢复供气。对其他用

户建立隐患用户档案，及时跟踪督促整改。2016年服

务所完成入户复核追踪7 738户，整改重大安全隐患 

1 427户。已整改的重大隐患比例见图4。

（3）以“金属波纹管推广方式”解决B类2级隐

患的主要问题

B类2级隐患属于较严重的安全隐患，具有潜在

的危险，一定时间内不易造成危险，具备条件的现场

整改或给客户整改建议，下达隐患告知书，督促用

户整改。此类安全隐患中最多的橡胶软管及管卡问题

（软管超长老化、无管卡、非燃气专用管）74 467户，

占隐患总数的比例39.52%。且前述中发生户内事故的

比例也与隐患比例基本相当，所以软管问题是当前解

决燃气事故的主要问题。

金属波纹管是304不锈钢材质制造，不老化，抗

腐蚀，耐高温，承压高，不怕鼠咬，使用寿命8年~ 

10年，独特的波纹设计柔软性好，可任意弯曲，中间

没有接头，没有漏点，外覆阻燃PVC，阻燃不助燃。

所以金属波纹管是替代橡胶软管解决户内安全风险的

良好材料。

管线公司从2015年底开始大力推进金属波纹管的

使用，金属波纹管长度规格为1m、1.5m、2m（城镇

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中10.2.8规定，金属波纹

管属于软管连接的一种方式，波纹软管长度不得超过

2m），价格为40元~60元。2016年全年完成集中安检

入户金属波纹管使用10 537户，新开户点火、维修入

户安检使用的金属波纹管使用率已达到87 346根；总

计97 883根。目前新开户点火的金属波纹管使用率已

达到80%以上，维修金属波纹管使用率已接近15%，

取得了较好的安全效益。同时针对用户不愿更换软管

的用户，2016年安检增补软管管卡1 544个，更换橡胶软

管27 648根，有效的消除了胶管老化脱落等问题。

图3  2016年户内漏气隐患消除情况（户）

图4  2016年安检已整改重大隐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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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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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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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整改建议”的方式进行B类3级隐患的

违章告知

B类3级隐患属于一般的安全隐患，具有潜在的

危险，一定时间内不易造成危险，需现场给客户整改

建议，督促用户整改。

主要反映在燃气管道上重物搭挂、内厨房、敞开

式厨房等。违章用气具有潜在的危险，一定时间内不

会发生直接漏气可能的。针对这种情况，具备条件的

现场整改，不具备条件的给客户整改建议进行告知，

共下达违章隐患通知31 447份，请用户签字确认，说

明隐患情况，明确了用户自身责任。

3     存在问题

3.1  入户难

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或用户长期不在家的情

况下，燃气公司是无法入户进行安检。如果燃气管道

发生泄漏将造成整个楼栋爆炸危险，对社区的公共安

全产生影响。虽然此种未实际发生，但有这种可能性

就有风险。

3.2  重大隐患的整改难度大

B类1级重大隐患的用户自购器具漏气、热水器

无烟道、燃气设施在浴室卧室只能靠用户自己整改。

在整改方面燃气公司只能起到提醒和督促，由于用户

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造成虽然安检发现了隐患，

却不能完全整改消除，燃气公司可使用的控制手段有

限，造成重大隐患整改率低。

4     一些思考和建议

4.1  推进信息化建设，提高安检的入户率和户内安全

隐患发现率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燃气企业高度重视信息技术

在主营业务中的应用，在开发功能强大的移动工单系

统，将智能安检系统与云派工系统融合，智能安检系

统建立大数据系统之后，形成安检系统大数据资源，

提高安检以往工单的可追溯性，提高户内安全隐患的

整改消除率。

4.2  通过技术手段，提高户内隐患的可预防性

（1）继续保持不锈钢波纹管的更换推广力度，

使户内表接头、热水器、壁挂炉连接管的更换率也不

断提升。

（2）试点采用无人机载激光燃气安检仪检测户内

天然气泄漏，针对长期无法安检的高层住宅无人户在

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下解决长期无法安检的问题。

（3）推行远程智能燃气表强制预约安检功能。

利用远程智能燃气的强大通信功能，推行强制预约安

检功能，实现2年以上无法入户的燃气表达到24个月

（或者设定时间）后，燃气表内阀自动关闭，只有通

过安检解锁后才能开启，确保入户安检无死角。

（4）禁止户内双嘴阀的使用。在所有发生的燃

气事故中，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燃气泄

漏，由于双嘴阀的泄漏事故比例非常高（占事故总数

的15%），逐步对双嘴阀的用户管道进行整改，彻底

消除部分私改私接和阀门闲置隐患。

4.3  老旧管道安全隐患处理

利用老城区改造的机会与社区联合推进老城区户

内立管改户外工程，解决户内立管锈蚀、立管三通漏

气等老旧镀锌管道问题，消除户内老旧管道带来的安

全隐患。

5     结语

随着城市居民燃气用户数不断增长，居民户内燃

气安全风险管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给予足够重

视。面临严峻的户内安全形势，燃气企业应继续改进

和完善户内燃气安检的管理模式，逐步消除燃气使用

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网运行中物的不安全状态，使

户内安全事故率继续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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