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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可燃气体灾害事故处置应对措施
宋靖康

（山西省晋中市消防救援支队，山西 晋中 030600）

摘　要　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其安全性问题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

可燃气体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为了能够有效应对这些可燃气体灾害事故，本文通过分析

液化石油气（LPG）和液化天然气（LNG）这两种常用可燃气体的理化性质，以及近些年来发生过的燃气爆炸事故，

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和注意事项，旨在为提高事故处置的效率和安全性、减少人员伤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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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液化石油气（LPG）

和液化天然气（LNG）在生活中的应用也开始越来越多，

同样伴随着其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相对应的安全性

问题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1]。因此，了解和掌握这些可

燃气体的基本性质，以及如何有效、安全地预防和处

置相关情况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1 常用可燃气体及其应用

1.1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LPG）是一种通过石油进行提炼所产

生的一种物品，其主要成分是丙烷、丙烯、丁烷、丁

烯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它在常温常压的状态下呈现气

态，但是在适当的压力下可以轻易地液化，从而使其

更便于存储和运输，主要通过瓶装供应、管道供应、

分配槽车供应这三种模式进行。液化石油气充分燃烧

后主要产物是水和二氧化碳，污染程度较小，是一种

环保的燃料，不充分燃烧后会产生一氧化碳。

液化石油气的主要用途是家庭烹饪和商业热能供

应，也被广泛用于汽车燃料、工业用途、农业和电力

生产等。然而，随着液化天然气的普及和环保要求的

提高，液化石油气的使用在逐渐减少。尽管在一些偏

远地区和特定应用中，液化石油气仍然是重要的能源，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由于液化天然气的优势

更为明显，液化石油气的市场份额正在逐步被液化天

然气所取代。

1.2 液化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是天然气在极低温度（约-162℃）

下液化的产物，主要成分是甲烷，含有少量的乙烷、

丙烷和丁烷等。液化天然气的体积是其气态体积的

1/625，这使得它在存储和运输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

液化天然气的燃烧产物纯净，几乎没有硫和颗粒物排

放，是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由于它的燃烧产物相

比较液化石油气更加环保，因此也被认为是目前地球

上发现的最干净的能源之一。

液化天然气的主要用途是电力生产和家庭热能供

应，也被用于工业、运输和城市燃气供应等。近年来，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液化天然气的应

用正在迅速扩大。特别是在电力生产和运输领域，液

化天然气已经成为主要的能源。预计未来，随着液化

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政策的推动，液化天然气的

使用将更加广泛。

2 常用可燃气体的理化性质

2.1 液化石油气（LPG）的理化性质

1.液化石油气的物理性质。液化石油气是一种无

色气体或黄棕色油状液体有特殊臭味，其主要成分为

丙烷和丁烷。在常温常压下，液化石油气呈气态，但

在一定压力下可以被压缩成液态，体积大大缩小，方

便储存和运输。其液态密度为 580kg/m3，气态密度为

2.35kg/m3，气态相对密度为 1.686，相对比空气重，引燃

温度为 426℃ ~537℃，燃烧值为 45.22~50.23MJ/kg。
2.液化石油气的化学性质。液化石油气在空气中

可形成易燃、易爆混合物。其爆炸下限为 1.5%，爆炸

上限为 9.5%。这就意味着，当液化石油气与空气的体

积比在这个范围内时，遇到足够的能量源即可引发爆

炸。因此，在使用和储存液化石油气时，必须时刻谨

防泄漏事故。

2.2 液化天然气（LNG）的理化性质

1.液化天然气的物理性质。液化天然气无色、无味、

无毒且无腐蚀性，主要成分为甲烷，也含有少量的乙烷、

丙烷等。在常温常压下，液化天然气呈气态，但在-162℃

的低温和一定压力下，其可以被冷却成液态，体积缩

小约 625倍，便于储存和运输。液化天然气的气体相

对密度（相对于空气）为 0.58~0.62，液体相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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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42~0.46。
2.液化天然气的化学性质。液化天然气在空气中

也可以形成易燃、易爆混合物。其爆炸下限为 5%，爆

炸上限为 15%。这意味着，当液化天然气与空气的体积

比在这个范围内时，遇到足够的能量源即可引发爆炸。

因此，同理在对液化天然气的使用和储存上，也应严

格谨防泄漏事故。

3 近些年常用可燃气体灾害事故分析

3.1 擅自更换减压阀致液化气泄漏爆炸

2023年 6月 21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

发生燃气爆炸事故，事后经调查发现，该起事故系烧

烤店内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擅自操作，导致

液化气罐中液化气快速泄漏，引发爆炸，造成31人死亡、

7人受伤。

3.2 压钢管严重锈蚀破裂泄漏致爆炸

2021年 6月 13日，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

的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事后调查发现，该起

事故系天然气中压钢管早已发生严重锈蚀破裂，最终

天然气从破裂处泄漏以后聚集在建筑物下方密闭空间

内，后来遇到商铺用户排油烟的管道内的着火源发生

爆炸，造成 26人死亡，138人受伤。

3.3 违规操作致液化气瓶泄漏爆炸

2021年 1月 7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

小吃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事后调查发现，该起事故

系店主在没有关闭液化石油气气瓶阀的状态下就违规

操作更换液化石油气瓶，并且该气瓶没有自闭阀，最

终违规操作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店主当即迅速逃离

现场，泄漏气体遇到距离大约 1米处的着火源后发生

爆炸，造成 3人死亡。

3.4 使用不合规液化气瓶致泄漏爆炸

2019年 10月 13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双

乐小吃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事后调查发现，该起事

故系小吃店内其中一个液化石油气罐使用不符合规定

的中压调压阀，出口压力过大，同时短缺软管与集气

包连接的卡箍，造成连接脱落，大量气体泄漏，最终

遇到电冰箱继电器引起爆炸，造成 9人死亡、10人受伤。

3.5 燃气管路超压泄漏爆炸

2022年 10月 29日，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香溢华小区 4号楼商铺内发生爆炸事故，事后调查发

现，该起事故系早餐店内液化石油气气瓶及管道各阀

门在停止营业后仍处于开启状态，气化炉缺少防止液

相流出的安全保护装置，导致液相流出进入低压燃气

管道系统，并在封闭管道内逐渐气化，压力不断升高，

燃气管路在超压状态下发生泄漏。泄漏的燃气浓度达

到爆炸临界点，遇店内收银台区域设置的电气设备产

生的电火花发生燃气爆炸，造成 4人死亡、18人受伤。

根据近些年爆炸事故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造成事

故的主要原因绝大部分系人为因素所致，均在不同程

度上存在安全意识淡薄、不落实相关安全生产责任制、

液化石油气钢瓶操作随心所欲、粗心大意满不在乎、

不按相关操作程序违规进行操作、使用已经超过期限

但并没有按时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已经明令报废的

钢瓶等一系列的原因。

4 常见可燃气体灾害事故应对措施

4.1 普通民众预防及处置措施

1.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或者是管道液化石油气、

液化天然气以前，应当认证检查钢瓶的角阀、调压阀、

软管、灶具等是否完整好用并且无泄漏；在使用的过

程中应当保持房间内的通风，软管要远离灶头火源，

但是软管长度不得大于 2米；在使用的过程中应当全

程不离人，谨防火焰被其他外界因素干扰导致熄灭，

造成燃气泄漏事故；使用完毕后要及时关上燃气供应

阀门，并认真检查；有条件的应当在屋内安装可燃气

体泄漏报警器，一旦发生燃气泄漏，能够在第一时间

得到警醒提示，从而快速做出处置 [2]。

2.如果发现有燃气泄漏，应当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快速疏散附近人群，同时第一时间关闭燃气阀门，并

手动打开所有的门窗，加大室内空气流动，不让泄漏

的燃气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产生聚集，切记打开门窗

通风后，不要急于返回现场观察情况，要待充分通风

以后再返回现场进行处置，如遇相对专业性问题，必

须要请专业人士进行处置，切不可自己贸然违规操作

进行处置；坚决杜绝在燃气泄漏现场打电话求助或使

用任何电器设备，因为这些电器设备所产生的能量源，

在燃气爆炸极限内，足以引发爆炸燃烧事故。

4.2 消防救援人员处置措施

1.纵观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发生的灾害事故，

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出几个较为一致的状态，那就是

均有稳定燃烧状态、持续泄漏状态、泄漏气体爆燃状态、

常见可燃气体储罐物理爆炸状态等，其中持续泄漏状

态的危险性和处置难度最大，它可以是其余几个其他

状态的初始点或者是诱因点，而稳定燃烧状态危险性

和处置难度最小，相对于消防救援人员来说，也是最

想遇到的一种状态。

2.当遇到持续泄漏状态的时候，消防救援人员必

须第一时间判别该气体是液化石油气还是液化天然气，

并且信息必须准确；因为液化石油气相对密度比空气

大，发生泄漏后会向下方进行扩散，极易在地表面和

低洼、暗沟等地带形成聚集，扩散稀释难度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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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而液化天然气相对密度比空气小，发生泄漏后

会向上方扩散，不容易聚集，扩散稀释难度小，危险

性小；泄漏气体浓度从泄漏中心开始向外逐渐降低，

气体浓度高于爆炸上限或低于爆炸下限，均不会发生

爆炸事故，因此距离泄漏中心点较远处的危险性较大，

也更容易发生爆炸事故。

3.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因根据现场风向，

选择泄漏点上风、侧上风位置，也可以根据泄漏气体

的理化性质选择地势较高或地势相对平坦的位置，但

均要注意与泄漏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划定警戒

区域，警戒区域内必须隔绝一切点火能量，同时要不

间断地对泄漏气体浓度进行测试，在测试过程中要根

据泄漏气体的理化性质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液化石油

气测试应更贴近于地表面；如果装载泄漏气体的装置

（储罐）完整好用，要迅速选派精干力量，在相关技

术工作人员的配合指导下进行关阀切断泄漏源；如果

无法进行关阀操作，要在相关技术工作人员的配合指

导下进行堵漏，同时注意做好防冻、防静电、不间断

出水稀释等措施。

4.尽量减少一线作业消防救援人员数量，多使用

带架水枪和移动水炮（遥控水炮）等设置进行替代，

利用喷出的雾状水流对泄漏的气体进行不间断的稀释，

降低其在空气中的含量，从而达到降低爆炸风险的目

的，坚决杜绝使用直流水进行操作，因为在稀释过程

中直流水与储存介质碰撞有产生静电的可能性；坚决

杜绝对运输槽罐车的安全阀进行射水，防止低温冻结

结冰，使安全阀失去作用引起罐内压力上升；如果经

现场相关技术工作人员断定无法关阀操作、无法堵漏

操作，可以进行输转倒罐操作，倘若此方法也无法实施，

就要在保证现场供水不间断的情况下，持续出水稀释

抑爆，直至泄漏气体完全排空。

5.当遇到公路上用于运输的液化石油气或液化天

然气槽车发生交通事故，该槽罐车出现碰撞、追尾等

情况，而罐体肉眼观察未受损，没有发生泄漏，但有

霜冻情况出现，这就说明槽罐车内罐已经出现渗漏，

绝热层遭受到了破坏，槽罐车罐体已经失去真空效果，

应实时从气相管路进行排放 [3]，用以降低罐体内部压

力，如果有蒸气云的情况出现，那说明槽罐车罐体内

罐漏点正在被一步步蚕食，而随着真空层的损伤，槽

罐车外罐强度也在逐渐下降，整个罐体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破裂，指挥员应当提醒参战指战员做好紧急避险

准备 [4]；该槽罐车出现整体侧翻的情况，没有发生泄漏，

长时间的状态下，槽罐车安全附件将失去作用，同样

罐体内压力无法向外界释放，就会导致罐体内压力持

续上升，如果罐体内压力超过储罐设计的安全压力系

数，就有可能造成罐体的变形甚至是解体，必须在现

场相关技术工作人员的指导配合下进行排压处理，消

除平衡储罐内外压力风险（内罐或外罐）[5]；2020年 6

月 13日 16时 46分许，G15沈海高速浙江省台州市温

岭市大溪镇良山村附近高速公路上，由驾驶员谢志高

驾驶的牵引车牌号浙 CM9535、挂车牌号浙 CF138挂的

液化石油气槽罐车，从限速 60公里 /小时路段行驶至

限速 30公里 /小时的弯道路段时，未及时采取减速措

施导致车辆发生侧翻，罐体前封头与跨线桥混凝土护

栏端头猛烈撞击，形成破口，在冲击力和罐内压力的

作用下快速撕裂、解体，形成的第一次爆炸事故就是

典型的储罐物理爆炸现象。

6.当遇到液化石油气或液化天然气储罐、管道等

处于稳定燃烧状态的时候，切不可盲目将火灭掉，如

果火被突然熄灭，将会导致气体泄漏，危险性无限上升；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出水冷却保护，与此同时进行关阀

处理，从而切断燃料供应，破坏燃烧三要素，这个方

法是最稳妥、最行之有效的，在进行燃气管道关阀的

时候，要先慢慢将管道阀门关至最小的状态，等燃烧

处的火焰由大变小，并开始继续维持稳定燃烧状态以

后，再彻底将阀门关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发生回火的现象，因为假如一瞬间就将管道的阀门关

闭，那么从关闭阀门处到泄漏口之前管道内的气体就

会在一瞬间与外界压力失衡；如果阀门损坏无法进行

关闭切断燃料供应，并且经现场专家和相关技术工作

人员断定，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方法，那就需要保证

现场供水不间断，持续进行冷却，直至其燃烧完毕自

行熄灭。

5 结语

总体来说，通过对液化石油气（LPG）和液化天然

气（LNG）的理化性质的深入学习了解，以及近几年灾

害事故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制定出有效、安全的

应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或在事故发生时，

能够迅速、准确地进行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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