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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产、经营、储存及以上场所使用区域内瓶装气体气瓶的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的基

本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的、公称容积为 0.4 L～3 000 L、公称工作压

力为 0.2 MPa～35 MPa （表压，下同）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 1.0 MPa • L，盛装压缩气体、高

（低）压液化气体、低温液化气体、溶解气体、吸附气体、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的液体以及混合气

体的无缝气瓶、焊接气瓶、焊接绝热气瓶、缠绕气瓶、内装有填料的气瓶。

本标准不适用于仅在灭火时承受瞬时压力而储存时不承受压力的消防灭火器用气瓶、固定使用的

瓶式压力容器以及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使用

的气瓶、车用气瓶、长管拖车、管束式车集装箱用大容积气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13005 气瓶术语

GB/T 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GB/T 26571 特种气体储存期规范

GB/T 28054 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

JT 617 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3005和GB/T 2805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作业人员

4.1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作业人员应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4.2 作业人员应了解所作业的气瓶及瓶内介质的特性、相关要求和发生事故时的应急处置技术。

4.3 作业人员在作业中应经常检查气瓶安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5 劳动防护

5.1 作业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现场急救用具。

5.2 作业人员作业时，应穿戴相应的防护用具，并采取相应的人身肌体保护措施。

5.3 作业单位应负责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和事故预防、急救知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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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气瓶一旦对人体造成碰伤、砸伤、灼伤、中毒等危害，应立即进行现场急救，并迅速送医院治疗。

6 搬运、装卸设备

6.1 各种搬运、装卸机械、工具，应有可靠的安全系数。

6.2 搬运、装卸易燃易爆气瓶的机械、工具，应具有防爆、消除静电或避免产生火花的措施。

7 气瓶的搬运和装卸

7.1 气瓶的搬运

7. 1. 1 近距离搬运气瓶，凹形底气瓶及带圆型底座气瓶可采用徒手倾斜滚动的方式搬运，方型底座气

瓶应使用稳妥、省力的专用小车搬运。 距离较远或路面不平时，应使用特制机械、工具搬运，并用铁链等

妥善加以固定。 不应用肩扛、背驮、怀抱、臂挟、托举或二人抬运的方式搬运。

7.1.2 不同性质的气瓶同时搬运时，其配装应按 JT 617规定的危险货物配装表的要求执行。

7.1.3 不应使用翻斗车或铲车搬运气瓶，叉车搬运时应将气瓶装入集装格或集装蓝内。

7.1.4 气瓶搬运中如需吊装时，不应使用电磁起重设备。 用机械起重设备吊运散装气瓶时，应将气瓶

装入集装格或集装蓝中，并妥善加以固定。 不应使用链绳、 钢丝绳捆绑或钩吊瓶帽等方式吊运气瓶。

7.1.5 在搬运途中发现气瓶漏气、燃烧等险情时，搬运人员应针对险情原因，进行紧急有效的处理。

7.1.6 气瓶搬运到目的地后，放置气瓶的地面应平整，放置时气瓶应稳妥可靠，防止倾倒或滚动。

7.2 气瓶的装卸

7.2.1 装卸气瓶应轻装轻卸，避免气瓶相互碰撞或与其他坚硬的物体碰撞，不应用抛、滚、滑、摔、碰等

方式装卸气瓶。

7.2.2 用人工将气瓶向高处举放或需把气瓶从高处放落地面时，应两人同时操作，并要求提升与降落

的动作协调一致，轻举轻放，不应在举放时抛、扔或在放落时滑、摔。

7.2.3 装卸、搬运缠绕气瓶时，应有保护措施，防止气瓶复合层磨损、划伤，还应避免气瓶受潮。

7.2.4 装卸气瓶时应配备好瓶帽，注意保护气瓶阀门，防止撞坏。

7.2.5 卸车时，要在气瓶落地点铺上铅垫或橡皮垫 ；应逐个卸车，不应多个气瓶连续溜放。

7.2.6 装卸作业时，不应将阀门对准人身，气瓶应直立转动，不准脱手滚瓶或传接，气瓶直立放 置时应

稳妥牢靠。

7.2.7 装卸有毒气体时，应预先采取相应的防毒措施。

7.2.8 装卸氧气及氧化性气瓶时，工作服、手套和装卸工具、机具上不应沾有油脂。

8 气瓶储存

8.1 气瓶入库前的检查与处理

8. 1. 1 气瓶入库前，应由专人负责，逐只进行检查。 检查内容至少应包括：

2 

a )  气瓶应由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单位生产；

b) 进口气瓶应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认可；

c) 入库的气体应与气瓶制造 钢印标志中充装气体名称或化学分子式相一致；

d) 根据GB/T 16804规定制作的警示标签上印有的瓶装气体的名称及化学分子式应与气瓶 钢印

标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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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认真仔细检查瓶阀出气口的螺纹与所装气体所规定的螺纹型式应相符，防错装接头 各零件

应灵活好用 ；

f) 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应符合GB/T 7144的规定，且清晰易认 ；

g) 气瓶外表面应元裂纹、严重腐蚀、明显变形及其他严重外部损伤缺陷 ；

h) 气瓶应在规定的检验有效使用期内 ；

i) 气瓶的安全附件应齐全，应在规定的检验有效期内并符合安全要求 ；

j) 氧气或其他强氧化性气体的气瓶，其瓶体、瓶阀不应沾染油脂或其他可燃物。

8.1.2 经检查不符合要求的气瓶应与合格气瓶隔离存放，并作出明显标记，以防止相互混淆。

8.2 气瓶入库储存

8.2.1 气瓶的储存应有专人负责管理。

8.2.2 入库的空瓶、 实瓶和不合格瓶应分别存放，并有明显区域和标志。

8.2.3 储存不同性质的气瓶，其配装应按JT 617规定的要求执行。

8.2.4 气瓶入库后，应将气瓶加以固定，防止气瓶倾倒。

8.2.5 对于限期储存的气体按GB/T 26571规范要求存放并标明存放期限。

8.2.6 气瓶在存放期间，应定时测试库内的温度和湿度，并作记录。 库房最高允许温度和湿度视瓶装

气体性质而定，必要时可设温控报警装置。

8.2.7 气瓶在库房内应摆放整齐，数量、号位的标志要明显。 要留有可供气瓶短距离搬运的通道。

8.2.8 有毒、可燃气体的库房和氧气及惰性气体的库房，应设置相应气体的危险性浓度检测报警装置。

8.2.9 发现气瓶漏气，首先应 根据气体性质做好相应的人体保护，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关紧瓶阀，如

果瓶阀失控或漏气不在瓶阀上，应采取应急处理措施。

8.2.10 应定期对库房内外的用电设备、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

8.2.11 应建立并执行气瓶出入库制度，并做到瓶库账目清楚，数量准确，按时盘点，账物相符，做到先

人先出。

8.2.12 气瓶出入库时，库房 管理员应认真填写气瓶出入库登记表，内容包括：气体名称、气瓶编号、出

入库日期、使用单位、作业人等。

9 气瓶安全使用要点

9.1 气瓶的使用单位和操作人员在使用气瓶时应做到：

a)  合理使用，正确操作，应按 8.1.1的要求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再进行使用。

b) 使用单位应做到专瓶专用，不应擅自更改气体的 钢印和颜色标记。

c) 气瓶使用时，应立放，并应有防止倾倒的措施。

d) 近距离移动气瓶，可采用徒手倾斜滚动的方式移动，远距离移动时，可用轻便小车运送。 不应

抛滚、滑、翻。 气瓶在工地使用时，应将其放在专用车辆上或将其固定使用。

e) 使用氧气或其他强氧化性气体的气瓶，其瓶体、瓶阀不应沾染油脂或其他可燃物。 使用人员的

工作服、手套和装卸工具、机具上不应沾有油脂。

。 在安装减压阀或汇流排时，应检查卡箍或连接螺帽的螺纹完好。 用于连接气瓶的减压器、接

头、导管和压力表，应涂以标记，用在专一类气瓶上。

g) 开启或关闭瓶阀时，应用手或专用扳手，不应使用锤子、管钳、长柄螺纹扳手。

h) 开启或关闭瓶阀的转动速度应缓慢。

i) 发现瓶阀漏气、或打开无气体、或存在其他缺陷时，应将瓶阀关闭，并做好标识，返回气瓶充装

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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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瓶内气体不应用尽，应留有余压。

k） 在可能造成回流的使用场合，使用设备上应配置防止倒灌的装置。

1) 不应将气瓶内的气体向其他气瓶倒装；不应自行处理瓶内的余气。

m） 气瓶使用场地应设有空瓶区、满瓶区，并有明显标识。

n） 不应敲击、碰撞气瓶。

。） 不应在气瓶上进行电焊引弧。

p） 不应用气瓶做支架或其他不适宜的用途。

9.2 气瓶操作人员应保证气瓶在正常环境温度下使用，防止气瓶意外受热：

a) 不应将气瓶靠 近热源。 安放气瓶的地点周围 10 m 范 围内，不应进行有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

的作业（高空作业时，此距离为在地面的垂直技影距离）；

b) 气瓶在夏季使用时，应防止气瓶在烈日下暴晒；

c) 瓶阀冻结时，应把气瓶移到较温暖的地方，用温水或温度不超过40℃的热源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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