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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1 日宁夏银川发生震惊全国的燃气爆炸事故。此次事件造成了惨重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再次敲起了“安全用气、预防爆炸”的警钟。

对于这一事件，记者采访了受邀赶赴银川支援的医疗专家小组组长、烧伤整形外
科专家吕国忠教授，努力还原此次事件的真实场景、深度分析此次燃气爆炸事故发生
的原因，并从如何安全用气、如何选购燃气用具、遇上爆炸如何保命建议等多角度给
予读者实用性建议。

既对热点进行了跟踪剖析、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又落到实处，以图文并茂、科
学实用易懂的形式教导读者提高警惕、预防燃气爆炸，减少同类惨剧发生，体现了对
社会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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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科学实用、行文流畅、用词生动易懂。





附件 5

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作品完整目录

作品标题 夏日防爆攻略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体裁 字数/
时长 刊播日期 刊播

版面 备注

1
燃气爆炸“九死一生”，灾
难本可以避免

专题
3505
字

2023-08-
01

《 家
庭 医

代 表
作

2
防患于未“燃”，家用燃气
大排雷！

专题
2566
字

2023-08-
01

《 家
庭 医

代 表
作

3 碰上爆炸，这样做能保命 专题
2696
字

2023-08-
01

《 家
庭 医

代 表
作

4

5

6

7

8

9

10

11

1. 附在参评作品推荐表后。

2.填报作品按发表时间排序。

3.体裁：消息、评论、通讯、专题等，请不要填写系列、连续、组合。

4.刊播日期：格式 yyyy-MM-dd,例如 2023-03-01

5.刊播版面：刊播版面名称和版次

6.备注：三篇代表作必须从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中各选 1篇，并在“备注”栏内注明“代

表作”字样



10 11

深度报道

深度
报道 失控的阀门，淡薄的意识，夺命的操作，酿就一场无妄之灾。

一半以上燃气爆炸事故，发生于家庭。夏日炎炎，小心预防！

燃气爆炸“九死一生”， 
灾难本可以避免
本刊记者/李颂雯

6月 21 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闹市区

的富洋烧烤店跟往常一样，坐满了食客。

第二天即是端午，人们吃着烧烤唱着歌，

开始迎接假期，一派欢腾。

然而，觥筹交错间，一声巨响，撕碎了这一

切。

顷刻间，玻璃飞溅、浓烟滚滚，人们在大火

中狼狈逃窜，哭喊连连。

事故最终造成 31 死、7 伤——这就是震惊

全国的“银川 6·21”燃气爆炸事故。

谁也不曾想到，吃顿烧烤，竟会遇上爆炸。

而现实是，燃气爆炸的威胁比很多人想象

的还要近。

一个小疏忽，死神近在咫尺。

一小时前已发现，怎么还逃不出去
银川爆炸事故的受害者，多是附近的街坊

邻居，他们中间，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参加朋

友聚会的丈夫，有退休的老人……

爆炸夺走的，何止是 31 条无辜的生命，还

留下 31 个沉痛的家庭。

为何会如此惨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官方调查报告及媒体现场报道陆续发

出，人们发现：真是夺命操作，环环紧扣！

事发地“富洋烧烤”，是家连锁店，在当地

很知名。店面共有两层，一楼堂食，二楼 KTV

包厢，营业时间从下午一直到凌晨，黄金时段

上座率能有九成。

当晚八点左右，正是就餐高峰期，一楼的

液化石油气罐减压阀却坏了。烧烤主管外出

买来减压阀，自行替换，结果，在替换过程中瞬

间爆炸。

夏日防爆攻略
受访专家　吕国忠 

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应急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应急总医院烧伤整

形外科主任，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烧创伤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

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

国生物材料学会创伤修复分

会候任主任委员

▲富洋烧烤店爆炸事故现场，消防人

员正紧急营救

致命的一环就出

在擅自更换减压阀！

策划/本刊编辑部

“砰！！”

一声巨响，31 条人命。

“银川 6·21”特大燃气爆炸事故，拉响夏日防爆警钟。

祸起于微端。一个小疏忽，就可能引发灾难。

本刊专访此次银川特大事故国家医疗专家组组长，走进事件核心。

你会发现，“致命操作”在生活中并不罕见——

私自更换阀门、私自改装管道、软管久不更换、用后不关气……无不是在危险

边缘试探。

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家庭，却竟是燃气爆炸的重灾区！

2022 年国内燃气事故中，居家用户事故数量及其伤亡人数均居首位。

试问，燃气的安全使用，你真的足够了解吗？万一危险发生，又该如何自保？

夏日高温之下，燃气易爆。

你需要这份防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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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减压阀，须联系燃气公司让专业人员

上门，且操作前必须关闭角阀。

就专业人士推测，富洋烧烤店在更换减压

阀时，很可能没有关闭角阀，导致液化石油气

喷射而出。

燃气并非一泄漏就会爆炸，须同时满足两

个条件：达到燃爆浓度，以及遇到明火。

液化石油气，是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主

要包括丙烷、丙烯、丁烷等，它的密度比较大，

泄漏后会向下沉积，与空气混合，形成易爆炸

气体。

事实并非如此。

吕国忠教授从事烧伤救治近 40 年，作为

烧伤学科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每年都会应邀到

各地参加燃爆烧伤患者的救治会诊，他的感受

是，家庭更是此类事件的高发地。

这一观察，在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

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 年·全年综

述）》，2022 年国内共发生燃气事故 802 起，造

成 66 人死亡，487 人受伤。

其中，居民用户事故 457 起，餐饮事故 104

起，工商用户事故 123 起，网管事故 212 起，厂

站事故 10 起。居民用户事故数量占比超过一

半，高于后四者的总和。

最值得警惕的，是液化石油气爆炸。

据上述报告，2022 年，液化石油气事故

占比达 56.1%，液化石油气事故死伤数量占

61.3%。

在 580 起用户事故样本中，以液化石油气

为气源的事故占 77%。

吕教授也表示，在他接手的爆炸烧伤病例

中，大多是因液化石油气罐泄漏造成燃爆的。

我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不可“擅

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违法者，轻则罚款，重

者触犯刑法。

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一般有两个：角阀

和减压阀。前者负责气罐开闭，后者负责降低

和稳定气体的输出压力，使炉灶得以平稳地燃

烧。

▲爆炸后现场，一个液化石油气瓶的减压

阀被烧掉大半

他们本该做的，是停止营业、疏散食

客，联系专业人员检修。

但他们没有，炉灶上依旧热火朝天。

在更换减压阀时，甚至可能都没有关火！

新泄漏的加上原本沉积的，煤气瞬间

引爆。

楼梯毁了，窗封了，他们被活活熏死
事发当晚，受应急管理部指示，国家应急

医学研究中心（应急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小

组，连夜赶赴银川协助救助伤员。

吕国忠教授是该医疗组的组长。

他向记者透露，烧烤店的遇难者主要是二

楼的顾客，他们大部分并非被炸伤或烧伤，而

是因吸入性损伤致死。而幸存的伤者也无一

例外有一定程度的吸入性损伤。

吸入性损伤，是指爆炸瞬间产生的热力、

烟雾、粉尘等被吸入呼吸道，导致呼吸道灼伤、

缺氧、中毒、窒息。

这与烧烤店的特殊构造有密切关系。

与KTV绑定，是银川当地流行的烧烤模式。

富洋烧烤店亦是如此，二楼设包厢，供食客一

边唱歌，一边吃烧烤。

唱歌会扰民啊，于是，包厢的墙壁都贴上

隔音膜，窗户也全给封上。

但这一封，埋下了祸端。

角阀

减压阀

▲二楼救援难度大，消防员现场破除了

封锁的窗户

爆炸时，空气的温度急速上升，燃气本身

有毒，爆炸还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氧化

合物等有毒气体。

这些滚烫的毒气，跟爆炸扬起的大量粉

尘，形成滚滚烟雾，迅速通向二楼。

楼梯被炸断坍塌，窗被封死，二楼的食客

无路可逃，最终无一幸存。

“目前尚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都是在

一楼的员工和食客。因为一楼有逃生的条件，

且并非处于密闭的环境，病情对比起二楼的要

轻。”吕国忠教授说。

超过一半燃气爆炸，发生在家庭
高温之下，燃气爆炸事故不断传来，刺激

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光是 2023 年 6 月，有新闻报道的燃气爆

炸事件就至少有三起：

细看生活中，燃气使用的“夺命操作”

比比皆是。

像富洋烧烤店这样，私自更换减压阀的，

不少人干过。

还有软管问题，其使用寿命只有 18 个月，

但很多家庭，一用就是好几年。当它老化、变

硬，很容易发生漏气，甚至脱落。

再如，气快用尽了，就摇一摇；再不行，就

把罐子倒下来；点不着，用打火机帮忙；用完

煤气后，不关阀门；燃气公司上门检修，拒不配

合……

吕国忠教授提醒，夏季历来是燃气事故多

发的季节。高温容易使橡皮管受热融脱，造成

泄漏；学生放暑假在家，烹饪用气的机会增加，

当达到 5%~15% 的燃爆浓度，一个烟头、一

个摩擦静电、一个电火花，都可以引爆。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这场灾难原本完全可

以避免。

据烧烤店幸存店员反映，在爆炸前约一小

时，他们已经闻到有煤气泄漏的气味。

整整一小时，怎么会没有逃生的机会？！

6 月 5 日，广东汕头一快餐店煤气瓶

闪爆，造成 1 人死亡、6 人受伤；

6 月 14 日，内蒙古赤峰一店铺燃气泄

漏闪爆，造成 2 人死亡、4 人受伤；

6 月 23 日，河南新密一处门面房因液化

气泄漏引发爆炸，造成房屋坍塌，4 人受伤；

…………

依新闻看，发生燃气爆炸的，似乎多是餐

厅、商铺，家庭用气应该安全些？



56.1%
液化石油气事故

450起，死亡45人，

受伤294人

10.2%

气源待核实
82起，死亡3

人，受伤104人33.7%
天然气事故

270起，死亡18人，

受伤89人

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

燃气具不合格

私自接改燃气管道

软管动物咬噬

金属管道腐蚀泄漏

液化石油气事故

软管老化破损

干烧引发火灾

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

软管脱落

瓶阀未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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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操作不当，也会增加燃爆事故的发生概率。

别再侥幸了，躲得了一万，逃不过万一！

只有将创面盖住，才能消除这些风险，即

做植皮。

植皮需从患者自身完好的皮肤上取皮，

可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完好的皮肤已所剩无

几。

吕国忠教授提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位患

者——三度烧伤的面积接近 99%，全身上下就

只有一块不到巴掌大的头皮是好的。就是靠

着这块小小头皮，前后取皮十数次，前后经历

了十五六次的手术，才将全身的创面覆盖。

治疗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我们医院无论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

还是硬件设备，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烧伤

面积在 98% 以上的，在我们医院的救治存活率

也只有一半。

“在没有烧伤中心的医院或地区，存活率

就更低了。烧伤面积在 90% 以上的，几乎就没

有生存的可能了。”

除了烧伤，还有冲击伤。

要知道，一个 15 公斤装的家用煤气罐，爆

炸时所产生的威力，就足以炸毁一栋两层楼房；

餐厅商户使用的，多为 30 公斤或 50 公斤装，

威力无疑成倍递增。

连钢筋水泥造的房屋都能炸碎，更何况是

血肉之躯。

巨大的冲击波可以造成患者血肉性的损

伤、脑外伤、骨折等复合伤，病情复杂，治疗难

度将大大增加。

高昂的医药费：救得活，却成家庭重担
在吕教授看来，燃气爆燃伤的患者除了救

治难度大外，高昂的医药费也是患者家庭的沉

重负担。

此类患者通常需要用到大量昂贵的药物

及血制品。初始治疗，即动辄十万起步。

但这还只是一部分。

因创面大、暴露部位，如手部、头面部会有

血肉性损伤，往往还需要经历多次手术。清创、

抗感染、取皮、植皮、修复……多次手术的费

用，对普通家庭而言就是个无底深潭。

在此之后，还有无情的后遗症。瘢痕影响

手部功能、毁容，无不使患者自尊心受挫、难以

回归社会。

▲正值暑假，记者收到预防燃气事

故提醒短信

一旦遇上，九死一生
银川烧烤店的灾难，似乎印证了坊间对于

燃气爆炸的传言——一旦遇上，九死一生。

“也可以这么说。燃气爆燃的救治难度大、

死亡率高。不过，也需要根据具体的伤情而

定。”吕国忠教授说。

光是烧伤救治这一项，难度就非常大。

患者的烧伤面积通常会特别大。

吕教授解释道：

人们在使用燃气做饭时，通常都是面朝

火源、双手在火源前面进行操作。

一旦燃气爆燃，其所产生的热力、冲击

力就会直接作用于手部和头面部的皮肤和

血肉，一点缓冲都没有。夏天人们穿的衣服

较少，不比冬天的衣服厚实，身体裸露在外

的部位更多，烧伤的面积就更大了。

吕教授说，燃气爆燃伤的患者，往往

需要长达两三个月才能度过危险期。

因此，吕教授语重心长提醒：在爆炸发

生时，不大声呼救，及时捂住口鼻，保住呼

吸道不受损伤就能保住性命；

不用手拍打扑灭火源，保住双手就能

保住功能、不影响日后生活自理。

遭遇煤气爆炸，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一

场巨大的灾难。谨小慎微、防患于未然，才不

会追悔莫及！（感谢应急总医院通讯员李堃

对本文的帮助）（编辑：谢晓）

麻绳专挑细处断。有的家庭经济条件本就

不好，伤者还是家中的顶梁柱，使这些家庭难以

承受。

燃气事故离我们有多远

据《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 年全

国有报道的燃气事故 802 起，造成 66 人死亡，

487 人受伤。

●事故气源种类占比

●用户用气事故原因排名

26起事故分析样本原因前五名

天然气事故

155起事故分析样本原因前五名

“包括这次银川烧烤店，从我们了解到的

情况看，当中涉及的伤员都有大面积烧伤。”

大面积烧伤，本身存活率就不高。

吕教授说，创面大，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带

来感染、脏器损害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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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的选购、安装、日常使用、检修都有讲究。为家居排雷，莫因一时轻忽酿成大祸。

防患于未“燃”，家用燃气大排雷！ 
本刊记者/徐颖

宁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至今令

人心有余悸。

然而，类似的燃气事故可不仅发生在

工厂、餐厅这样的工作或公共场所。

5 月 4 日，山东省德州市一小区居民使

用煤气罐操作不当，造成煤气泄漏引发闪

爆；

5 月 1 日，江苏省南通市一处居民楼发

生火灾，引发液化气罐爆炸；

…………

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

燃气安全的阴影就潜伏在我们自以为

最安全的家里，操作不当、设备老化等都可

能埋下“定时炸弹”。

我们又该如何“排雷”，守护我们的

家？

这份安全用气攻略，请收下。

拉响夏日防爆警报，谁是“头号杀手”
根据《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

年·全年综述）》，在去年的 802 起燃气事故

中，居民用户事故 457 起，占比将近 57%，伤

亡人数也居首位。

安全用气，逐一排雷
既然知其所以“燃”，那么，我们就来为家

居环境逐一排雷！

燃气杀手榜

【选购及安装篇】

●燃气管道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橡胶软管

该报告还显示，同比 2021 年，燃气事故数

量通常在年初一二月陡然上升，随后稍稍回

落，到夏季七八月份到达顶峰，十月以后才会

跌至最低水平。

这与冬季燃气使用频繁、夏季高温环境等

因素息息相关。

这个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而格外炎热的盛

夏，燃气安全将是居家安全的最强劲敌之一。

确保燃气安全，我们要首先认识何谓“燃气”。

“燃气”是一个统称，指所有气体燃料，也

被大众俗称为“煤气”。

根据《城市燃气分类 GB_T13611 － 92》，

我国居民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有三种：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

不难看出，居家环境是燃气事故的

重灾区，看似规模最小，造成的伤亡却

也最严重。

●天然气：用户数最多

主要成分为甲烷的混合型气体，

以管道输送到每家每户。

无色无味，本身没有毒性，但若燃

烧不充分，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

在我国，天然气的用户数最多。

2022年全国燃气用户共计约3.18

亿户，其中天然气用户数量约 2.25 亿

户，液化石油气约 0.56 亿户，其余为

人工煤气用户或乡村未明确气源种类

用户。

●液化石油气：头号杀手

主要成分以短链烷烃为主，含少量

烯烃，通过加压液化储存在钢瓶中，居

家、路边摊、小餐馆等地多有使用。

极易自燃，空气中浓度超过 10% 时，

会让人产生呕吐、恶心乃至昏迷等中毒

反应。

去年的所有燃气事故中，液化石油

气事故占 61.3%，事故率是天然气的近

40 倍。

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事故就占全

年事故总数的 57.4%。

●人工煤气及其他气源：也不容

忽视

主要成分通常为一氧化碳，使用钢

瓶储存，已逐渐淘汰。

无色无味，有毒。

√选购：建议选金属波纹管

传统燃气橡胶软管受材质所限，寿

命较短，容易老化变形、龟裂、鼠蚁咬

噬，安全系数低。

推荐安装或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

管。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具有耐高温、耐

磨、防脱落等特性，安全性更高。注意，

更换燃气软管是专业行为，切忌擅自操

作，可联系燃气公司上门更换。

√安装：

不应在燃气管道上缠绕电线或悬

挂物品。

不应包裹燃气管道和设备，切勿私

拆、私装、私改、私接燃气管道和设备，

如有需要，应有专业人员负责维修、改

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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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热水器

●使用后，关阀门

使用后，应及时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

接阀门和灶前阀，或是燃气具前阀门。

若长时间外出，还需关闭气瓶角阀或表前

阀门，防止发生燃气泄漏。

●液化石油气钢瓶

√选购：需注

意液化石油气钢瓶

必须可溯源，瓶体

有企业标识、服务

电话，并且签订用

气合同。

√安装： 

钢瓶和灶具火眼的净距离，不应小

于 0.5 米，切勿超期使用。

钢瓶应直立摆放，不应倒卧、暴晒

气瓶，切勿用明火或热水等对钢瓶进行

加热。

不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譬

如卧室内存放和使用瓶装液化气。

连接橡胶软管须远离灶头火源，控

制在 1.2~2 米之间且无接口，不可穿过

墙、楼板、顶棚、门、窗。

●燃气灶具

√选购：推

荐购买带有安

全熄火保护装

置的。

√ 选 购：优

先选购强排式、平

衡式燃气热水器，

严禁选用直排式

燃气热水器。

√安装：应安装在厨房或阳台，不可

安装在卫生间、浴室、餐厅、客厅、卧室等

其他空间。

√使用：使用时，应注意排气管道

畅通，打开排气扇。使用后，还应记得关

闭阀门。

●燃气报警器

√ 选 购：建 议 购

买。燃气报警器具有声

光报警功能，当探测到泄

漏的天然气时，会通过 LED 灯闪烁和蜂

鸣器鸣叫的方式以示报警状态。

选购时需先确认家中使用的是什么

燃气，再根据气源选购。

【日常使用篇】

●使用前，先检查

应检查钢瓶角阀和调压阀、燃气具前

阀门、软管或金属波纹管、灶具是否完好无

泄漏。

●使用时，常通风，要留人

用气时应有人看管，防止火焰被溢出

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引起燃气泄漏，并

注意保持开窗或开启排气扇通风。

●特别注意采暖炉

一些家庭冬季还会使用采暖炉、壁挂炉。

外出时，应调至防冻状态。如长期不使用，应将

采暖炉及暖气管道内的水放尽，关好自来水上

水阀门及注水旋钮，避免采暖炉损坏。

【检修篇】

●定期更换

橡胶软管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18 个月。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8 年。

一般减压阀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3 年。

切勿私自倒气、乱倒残液，以免造成燃气事故。

●安全自检

定期检查连接燃气具的橡胶软管是否脱

落、老化、漏气、磨损，检查燃气表、燃气管道、阀

门等是否发生泄漏，发现问题要及时联系燃气

公司进行更换。

自查“漏气”小技巧

抹：用肥皂水或洗涤剂水涂抹在燃气表、阀

门及管道连接处，发现冒泡即为有泄漏。

听：燃气泄漏，会发出轻微的“咝咝”声。

闻：天然气做了加臭处理，若闻到类似臭鸡

蛋味，可能是燃气泄漏。

看：在不使用燃气的情况下，若看到燃气表

数字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漏气。

参考资料：

《全 国 燃 气 事 故 分 析 报 告（2022

年·全年综述）》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

方案（2022—2025 年）》

《城市燃气分类 GB_T13611 － 92》

《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燃气事故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往往十分惨重，有鉴于此，当下许多燃

气单位会提供燃气保险的选择。

何谓燃气保险，又能赔偿多少？

举个例子，某居民在使用燃气过

程中发生爆炸，身体多处烧伤，部分财

产损失。

经保险公司鉴定，气爆原因是灶

具与燃气管道连接处的胶管被老鼠咬

破，导致燃气泄漏。最终，该被保险人

获得赔偿共计 20 万元，尽可能地降低

自家的财产损失。

这时，肯定有人问，那燃气保险费

用会不会很高？

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居民用户有 5 款保险产品可供选择，

每年保费为 50~500 元不等，居民可根

据需求定制产品。不同保险公司的保

险产品有所不同。

当然，重中之重还是要注意家居

用气安全，与其弥补损失，不如避免损

失！（编辑：麦蔚）

燃气险，买不买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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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记！关阀门、快开窗，不用手机、不开灯。

碰上爆炸，这样做能保命
本刊记者/李颂雯

巨大的爆炸声、飞溅的玻璃、滚滚的浓烟、

熊熊烈火……

不幸碰上燃气爆炸时，内心的恐惧，可能

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理智。

当回过神，及时、正确的自救和互救措施，

还是能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

情况一  闻到“臭鸡蛋味”
民用的燃气一般都会使用乙硫醇进行加

臭处理，当闻到类似臭鸡蛋的气味，说明很可

能出现燃气泄漏。

“发现燃气泄漏后的操作是最关键的。”吕

国忠教授谈及他曾接手过的一个案例——

某天傍晚，事主李先生（化名）饭后如常到

外面去散步。

当他回到自己的住所时，有闻到一股奇怪

的味道，但什么也没多想就开了灯。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性动作，引发了爆炸，

造成他全身烧伤面积接近 99%。

事后经调查发现，罪魁祸首竟是下水道的

一只老鼠！

老鼠咬破了液化气罐的橡皮管，造成燃气

大量泄漏。

开灯查看是人之常情，但就在那一刻，出

现的电火花，将室内弥漫的燃气瞬间引爆。

除了开灯，还有不少事故是事主情急之下

开排气扇通风，抑或是边查看漏气的地方，边

打电话到燃气公司，引发爆炸。

●不要开关电灯、排风扇等一切电器！

●不论是座机还是手机，都不要打电话！

●不要穿脱衣服，更不要动用明火！

受访专家　吕国忠 

主任医师，教授，国家应急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应急总医院烧伤整

形外科主任，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烧创伤诊疗中心主任，中华医学

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中

国生物材料学会创伤修复分

会候任主任委员

应该这样做

【第一步】

迅速关闭燃气阀门。

【第二步】

立即打开门窗通风，降低

泄漏的燃气浓度。

【第三步】

走到室外安全、空旷的

地方，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及

119，寻求帮助。

不要贪恋财物，不要再次返回泄漏现场。

若发现大量燃气泄漏，还应通知邻居，

尽快疏散。

无论是开关电器还是拨打电话，内部都会

产生电火花，而穿脱衣服则会产生静电。这些

微小的火花，都可能引爆弥漫的燃气。

情况二  燃气瓶起火了
未必一起火就会马上爆炸。刚起火时，还

有机会挽回。

切记，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等燃气引起的

火灾，不能用水扑救。

情形一：燃气瓶竖放

应该这样做

若阀门完好，可用清水湿透一条毛巾，将

湿透的毛巾缠绕、包裹在手上，在下风方向，快

速关闭燃气开关阀门。阀门一关，火自然熄灭。

若阀门坏了，在确保通风良好的情况下，

可以先用湿毛巾等物品堵住瓶口，并打开门

窗，到安全、开阔的地方等待专业人士处理。

注意

千万不要试

图用棉被等物品

覆盖扑灭。否则，

容易覆盖瓶身，导

致瓶内气体受热，

加速爆炸。

情形二：煤气瓶横向倒放，或无法预判

具体情况

应该这样做

瓶身横放时，火焰会炙烤瓶身，使瓶身温

度上升，容易发生爆炸。

不要马上关阀，也不要使用冷水浇灭

瓶身。应尽快到安全、开阔的地方后拨打

119/110，并及时疏散人群。

情况三  爆炸即将发生
煤气瓶爆炸前，会有征兆——

·钢瓶倒地超过四分钟；

·火焰颜色由橙黄色变的略发白；

·声音由“呼呼”声变成“嘶嘶”声；

·钢瓶出现膨胀。

出现以上四种情况，预示着马上要爆炸。

此时已经来不及逃跑，更来不及关阀、扑

灭火焰了。

所以，学会正确自救就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步】

先别急着跑，双手分别护住前额和后

脑，迅速趴下。

应该这样做

燃气爆炸时，

会瞬间产生一股

高温的气团，并对

周围产生强大的

冲击力。此举可

以最大限度降低

爆炸带来的热力

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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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

确保短期内不会发生第二次爆炸后，

伏低身子、靠墙迅速离开现场。

若是楼上发生爆炸，可往楼下跑；若楼

下发生爆炸，则尽量不要从出事单位的门

前经过，寻找其他通道离开，如无路可逃，

可先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第四步】

到达安全场所后，拨打 110、119 求助。

情况四  爆炸已发生
爆炸时瞬间产生的冲击波能量巨大，会使

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即使已经幸运地离开现场，也有可能面临

烧伤、流血、骨折等情况。严重时，还可能出现

肢体断离、内脏膨出等触目惊心的一幕。

此时，千万别慌张。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赶紧自救才最要

紧。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还可以互救。

【第二步】

屏住呼吸，不要大声呼叫。有条件者可

用水或饮料打湿毛巾或衣物，捂着口鼻。

此举能防止吸入更多毒气和烟雾，造成

中毒、窒息，同时防止灼热的空气烧伤呼吸

道。

情形一：身上有火

应该这样做

可迅速脱去身上的衣物，或用水扑灭，或

在地上打滚，直至火苗压灭。

避免用手去拍打火焰，以免造成手的损

伤。

情形二：皮肤被烧伤

应该这样做

赶紧实施四步急救法——

【冲】烧伤面积较小的，可尽快用冷水

慢速冲洗伤口，持续 15 分钟以上 , 以缓解

热力，防止创面加深。

【脱】降温的同时脱去身上的戒指、项

链等饰物，并将患处的衣物脱去。若衣物、

饰品已经与皮肤粘连，不要强行脱下。

【泡】将患处浸泡在常温清水中 30 分

钟。

【盖】可用无菌纱布、干净的棉质毛巾

甚至未开封的卫生巾覆盖伤口。

【送】尽快送院。

注意

若伤者为大面积烧伤，切勿浸入冷水，以

防出现低温症。

应呼叫 120，尽快转送设有烧烫伤中心的

医院。

到院前可抬高烧伤患者四肢，以减少肿胀。

如出现体温较低或寒战，可用干净毛毯、

衣物保暖。

情形三：伤口正在出血

应该这样做

少量出血，应保护伤口、尽快止血、不乱涂

药物。

大量出血，特别是喷射状的出血，应迅速

进行止血。可以用手指或手掌按压出血处进

行止血，有条件者还可用弹性较大的带子捆绑

压住出血口的上方（近心端）进行止血。但不

要太紧，且切记不要喂水。

注意

颅脑外伤，耳鼻流血者，不要堵塞；

胸部有伤口随呼吸出现血性泡沫时，尽快

封住伤口；

内脏膨出时，不要将其送塞回体内，应用

干净的碗或盆等容器罩住，以免受压，尽快送

医院处理；

有异物嵌入 / 插入身体，形成贯穿伤，应

维持原状，切忌拔出，也不要自行修剪插入物。

情形四：骨折

应该这样做

让伤者坐下

或仰卧休息。

如伤者身上

多处骨折或怀疑脊柱骨折时，让伤者卧倒，且

不要随便移动伤者，以防截瘫。

若伤情较严重，可能同时存在内脏挫伤 /

破裂，此时切记不要喂水，否则可能会造成出

血量大增。

情形五：身边有人昏迷

燃气本身属于有毒气体。天然气等燃气

燃烧不完全时，还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经

呼吸道吸入，能造成全身组织窒息，尤其对大

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常留有痴呆、记忆力

和理解力减退、肢体瘫痪等后遗症。

一般昏迷时间越长，预后越差。

因此，尽快处理、救治就非常关键。

应该这样做

【第一步】

【第二步】

让伤者仰卧，并松解其衣扣、内衣、腰

带、项链等不利于呼吸的衣服和饰品。检

查口腔、鼻腔有无分泌物或呕吐物。如有

发现，应及时清理，保持呼吸道通畅。

【第三步】

对伤者进行初步的判断和抢救。

伤者意识模糊时，应及时拨打 120 ；已

无知觉时需先拨打 120，再将其平放，进行

人工呼吸；心跳、呼吸停止，意识丧失时，

则先拨打 120，并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感谢应急总医院通讯员李堃对本文的帮

助）（编辑：谢晓）

▲举例，当手掌大出血时，

可指压桡动脉及尺动脉止血

将 伤 者

移 动 到 安 全

且 空 气 流 通

的环境。
求助时，应说明以下内容：

1. 发生时间、详细地点。若地处偏僻

或地形复杂，应告知周围建筑物的形状、

颜色等标识。

2. 简要说明事情发生经过，以及需要

得到的帮助。如：大约几点，在何地，发生

爆炸，可能是燃气引起的，现场有多少名

伤者，哪里受伤了，程度如何等。

3. 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



夏日防爆攻略

策划/本刊编辑部

“嘭！！”

一声巨响，31 条人命。

“银川 6.21”特大燃气爆炸事故，拉响夏日防爆警钟。

燃气之于现代生活，是热腾腾的三餐四季，是冲刷疲惫的热水澡，太重要、太日常了，

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它凶残的一面。

然而祸起于细微。一个用气小疏忽，就可能化友为敌，引发灾难。

走进爆炸事故的核心，你会发现，“致命操作”并不遥远——

私自更换阀门、私自改装管道、软管久不更换、用后不关气……一个比一个常见。

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家庭，竟是燃气爆炸的重灾区！

据《全国燃气分析报告》（2022年·全年综述），2022年国内燃气事中，居家用户事故

数量及其伤亡人数均居首位。

试问，家中燃气的安全使用，你真的足够了解吗？万一危险发生，又该如何自保？

高温之下，燃气易爆。

你需要这份防爆攻略！



失控的阀门，淡薄的意识，夺命的操作，酿就一场无妄之灾。

一半以上燃气爆炸事故，发生于家庭。夏日炎炎，小心预防！

燃气爆炸“九死一生”， 灾难本可以避免

6月 21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闹市区的富洋烧烤店跟往常一样，坐满了食客。

第二天即是端午，人们吃着烧烤唱着歌，开始迎接假期，一派欢腾。

然而，觥筹交错间，一声巨响，撕碎了这一切。

顷刻间，玻璃飞溅、浓烟滚滚，人们在大火中狼狈逃窜，哭喊连连。

事故最终造成 31 死、7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银川 6·21”燃气爆炸事故。

谁也不曾想到，吃顿烧烤，竟会遇上爆炸。

而现实是，燃气爆炸的威胁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近。

一个小疏忽，死神近在咫尺。

一小时前已发现，怎么还逃不出去

银川爆炸事故的受害者，多是附近的街坊邻居，他们中间，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参加

朋友聚会的丈夫，有退休的老人……

爆炸夺走的，何止是 31 条无辜的生命，还留下 31 个沉痛的家庭。

为何会如此惨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官方调查报告及媒体现场报道陆续发出，人们发现：真是夺命操作，环环紧扣！

事发地“富洋烧烤”，是家连锁店，在当地很知名。店面共有两层，一楼堂食，二楼 KTV

包厢，营业时间从下午一直到凌晨，黄金时段上座率能有九成。

当晚八点左右，正是就餐高峰期，一楼的液化石油气罐减压阀却坏了。烧烤主管外出买

来减压阀，自行替换，结果，在替换过程中瞬间爆炸。

致命的一环就出在擅自更换减压阀！

我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不可“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违法者，轻则罚款，

重者触犯刑法。

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一般有两个：角阀和减压阀。前者负责气罐开闭，后者负责降低

和稳定气体的输出压力，使炉灶得以平稳地燃烧。

更换减压阀，须联系燃气公司让专业人员上门，且操作前必须关闭角阀。

就专业人士推测，富洋烧烤店在更换减压阀时，很可能没有关闭角阀，导致液化石油气

喷射而出。

燃气并非一泄漏就会爆炸，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达到燃爆浓度，以及遇到明火。



液化石油气，是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主要包括丙烷、丙烯、丁烷等，它的密度比较大，

泄漏后会向下沉积，与空气混合，形成易爆炸气体。

当达到 5%~15%的燃爆浓度，一个烟头、一个摩擦静电、一个电火花，都可以引爆。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这场灾难原本完全可以避免。

据烧烤店幸存店员反映，在爆炸前约一小时，他们已经闻到有煤气泄漏的气味。

整整一小时，怎么会没有逃生的机会？！

他们本该做的，是停止营业、疏散食客，联系专业人员检修。

但他们没有，炉灶上依旧热火朝天。在更换减压阀时，甚至可能都没有关火！

新泄漏的加上原本沉积的，煤气瞬间引爆。

楼梯毁了，窗封了，他们被活活熏死

事发当晚，受应急管理部指示，国家应急医学研究中心（应急总医院）组建医疗专家小

组，连夜赶赴银川协助救助伤员。

吕国忠教授是该医疗组的组长。

他向记者透露，烧烤店的遇难者主要是二楼的顾客，他们大部分并非被炸伤或烧伤，而

是因吸入性损伤致死。而幸存的伤者也无一例外有一定程度的吸入性损伤。

吸入性损伤，是指爆炸瞬间产生的热力、烟雾、粉尘等被吸入呼吸道，导致呼吸道灼伤、

缺氧、中毒、窒息。

这与烧烤店的特殊构造有密切关系。

与 KTV 绑定，是银川当地流行的烧烤模式。富洋烧烤店亦是如此，二楼设包厢，供食客

一边唱歌，一边吃烧烤。

唱歌会扰民啊，于是，包厢的墙壁都贴上隔音膜，窗户也全给封上。

但这一封，埋下了祸端。

爆炸时，空气的温度急速上升，燃气本身有毒，爆炸还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氧化

合物等有毒气体。

这些滚烫的毒气，跟爆炸扬起的大量粉尘，形成滚滚烟雾，迅速通向二楼。

楼梯被炸断坍塌，窗被封死，二楼的食客无路可逃，最终无一幸存。

“目前尚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都是在一楼的员工和食客。因为一楼有逃生的条件，

且并非处于密闭的环境，病情对比起二楼的要轻。”吕国忠教授说。

超过一半燃气爆炸，发生在家庭

高温之下，燃气爆炸事故不断传来，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光是 2023 年 6 月，有新闻报道的燃气爆炸事件就至少有三起：

6月 5日，广东汕头一快餐店煤气瓶闪爆，造成 1人死亡、6 人受伤；

6月 14日，内蒙古赤峰一店铺燃气泄漏闪爆，造成 2人死亡、4 人受伤；

6月 23日，河南新密一处门面房因液化气泄漏引发爆炸，造成房屋坍塌，4 人受伤；

…………

依新闻看，发生燃气爆炸的，似乎多是餐厅、商铺，家庭用气应该安全些？

事实并非如此。

吕国忠教授从事烧伤救治近 40年，作为烧伤学科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每年都会应邀到

各地参加燃爆烧伤患者的救治会诊，他的感受是，家庭更是此类事件的高发地。

这一观察，在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

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 年·全年综述）》，

2022 年国内共发生燃气事故 802 起，造成 66 人死亡，487 人受伤。

其中，居民用户事故 457 起，餐饮事故 104 起，工商用户事故 123 起，网管事故 212

起，厂站事故 10 起。居民用户事故数量占比超过一半，高于后四者的总和。

最值得警惕的，是液化石油气爆炸。

据上述报告，2022年，液化石油气事故占比达56.1%，液化石油气事故死伤数量占61.3%。

在 580 起用户事故样本中，以液化石油气为气源的事故占 77%。

吕教授也表示，在他接手的爆炸烧伤病例中，大多是因液化石油气罐泄漏造成燃爆的。

细看生活中，燃气使用的“夺命操作”比比皆是。

像富洋烧烤店这样，私自更换减压阀的，不少人干过。

还有软管问题，其使用寿命只有 18 个月，但很多家庭，一用就是好几年。当它老化、

变硬，很容易发生漏气，甚至脱落。

再如，气快用尽了，就摇一摇；再不行，就把罐子倒下来；点不着，用打火机帮忙；用

完煤气后，不关阀门；燃气公司上门检修，拒不配合……

吕国忠教授提醒，夏季历来是燃气事故多发的季节。高温容易使橡皮管受热融脱，造成

泄漏；学生放暑假在家，烹饪用气的机会增加，若操作不当，也会增加燃爆事故的发生概率。

别再侥幸了，躲得了一万，逃不过万一！

一旦遇上，九死一生

银川烧烤店的灾难，似乎印证了坊间对于燃气爆炸的传言——一旦遇上，九死一生。

“也可以这么说。燃气爆燃的救治难度大、死亡率高。不过，也需要根据具体的伤情而

定。”吕国忠教授说。



光是烧伤救治这一项，难度就非常大。

患者的烧伤面积通常会特别大。

吕教授解释道：人们在使用燃气做饭时，通常都是面朝火源、双手在火源前面进行操作。

一旦燃气爆燃，其所产生的热力、冲击力就会直接作用于手部和头面部的皮肤和血肉，

一点缓冲都没有。夏天人们穿的衣服较少，不比冬天的衣服厚实，身体裸露在外的部位更多，

烧伤的面积就更大了。

“包括这次银川烧烤店，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当中涉及的伤员都有大面积烧伤。”

大面积烧伤，本身存活率就不高。

吕教授说，创面大，稍有处理不当就会带来感染、脏器损害等并发症。

只有将创面盖住，才能消除这些风险，即做植皮。

植皮需从患者自身完好的皮肤上取皮，可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完好的皮肤已所剩无几。

吕国忠教授提起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位患者——三度烧伤的面积接近 99%，全身上下就只

有一块不到巴掌大的头皮是好的。就是靠着这块小小头皮，前后取皮十数次，前后经历了十

五六次的手术，才将全身的创面覆盖。

治疗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我们医院无论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技术，还是硬件设备，在全国都处于领先水平。烧伤

面积在 98%以上的，在我们医院的救治存活率也只有一半。

“在没有烧伤中心的医院或地区，存活率就更低了。烧伤面积在 90%以上的，几乎就没

有生存的可能了。”

除了烧伤，还有冲击伤。

要知道，一个 15公斤装的家用煤气罐，爆炸时所产生的威力，就足以炸毁一栋两层楼

房；餐厅商户使用的，多为 30 公斤或 50 公斤装，威力无疑成倍递增。

连钢筋水泥造的房屋都能炸碎，更何况是血肉之躯。

巨大的冲击波可以造成患者血肉性的损伤、脑外伤、骨折等复合伤，病情复杂，治疗难

度将大大增加。

吕教授说，燃气爆燃伤的患者，往往需要长达两三个月才能度过危险期。

高昂的医药费：救得活，却成家庭重担

在吕教授看来，燃气爆燃伤的患者除了救治难度大外，高昂的医药费也是患者家庭的沉

重负担。

此类患者通常需要用到大量昂贵的药物及血制品。初始治疗，即动辄十万起步。

但这还只是一部分。

因创面大、暴露部位，如手部、头面部会有血肉性损伤，往往还需要经历多次手术。清



创、抗感染、取皮、植皮、修复……多次手术的费用，对普通家庭而言就是个无底深潭。

在此之后，还有无情的后遗症。瘢痕影响手部功能、毁容，无不使患者自尊心受挫、难

以回归社会。

麻绳专挑细处断。有的家庭经济条件本就不好，伤者还是家中的顶梁柱，使这些家庭难

以承受。

因此，吕教授语重心长提醒：在爆炸发生时，不大声呼救，及时捂住口鼻，保住呼吸道

不受损伤就能保住性命；

不用手拍打扑灭火源，保住双手就能保住功能、不影响日后生活自理。

遭遇煤气爆炸，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谨小慎微、防患于未然，才不

会追悔莫及！



燃气的选购、安装、日常使用、检修都有讲究。为家居排雷，莫因一时轻忽酿成大祸。

防患于未“燃”，家用燃气大排雷！

宁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然而，类似的燃气事故可不仅发生在工厂、餐厅这样的工作或公共场所。

5月 4日，山东省德州市一小区居民使用煤气罐操作不当，造成煤气泄漏引发闪爆；

5月 1日，江苏省南通市一处居民楼发生火灾，引发液化气罐爆炸；

…………

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

燃气安全的阴影就潜伏在我们自以为最安全的家里，操作不当、设备老化等都可能埋下

“定时炸弹”。

我们又该如何“排雷”，守护我们的家？

这份安全用气攻略，请收下。

拉响夏日防爆警报，谁是“头号杀手”

根据《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年·全年综述）》，在去年的 802起燃气事故中，

居民用户事故 457起，占比将近 57%，伤亡人数也居首位。

不难看出，居家环境是燃气事故的重灾区，看似规模最小，造成的伤亡却也最严重。

该报告还显示，同比 2021年，燃气事故数量通常在年初一二月陡然上升，随后稍稍回

落，到夏季七八月份到达顶峰，十月以后才会跌至最低水平。

这与冬季燃气使用频繁、夏季高温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这个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而格外炎热的盛夏，燃气安全将是居家安全的最强劲敌之一。

确保燃气安全，我们要首先认识何谓“燃气”。

“燃气”是一个统称，指所有气体燃料，也被大众俗称为“煤气”。

根据《城市燃气分类 GB_T13611－92》，我国居民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有三种：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

燃气杀手榜

●天然气：用户数最多

主要成分为甲烷的混合型气体，以管道输送到每家每户。

无色无味，本身没有毒性，但若燃烧不充分，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

在我国，天然气的用户数最多。

2022年全国燃气用户共计约 3.18亿户，其中天然气用户数量约 2.25亿户，液化石油气

约 0.56 亿户，其余为人工煤气用户或乡村未明确气源种类用户。

●液化石油气：头号杀手

主要成分以短链烷烃为主，含少量烯烃，通过加压液化储存在钢瓶中，居家、路边摊、

小餐馆等地多有使用。

极易自燃，空气中浓度超过 10%时，会让人产生呕吐、恶心乃至昏迷等中毒反应。

去年的所有燃气事故中，液化石油气事故占 61.3%，事故率是天然气的近 40倍。

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事故就占全年事故总数的 57.4%。

●人工煤气及其他气源：也不容忽视

主要成分通常为一氧化碳，使用钢瓶储存，已逐渐淘汰。

无色无味，有毒。



安全用气，逐一排雷

既然知其所以“燃”，那么，我们就来为家居环境逐一排雷！

【选购及安装篇】

●燃气管道

橡胶软管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

√选购：建议选金属波纹管

传统燃气橡胶软管受材质所限，寿命较短，容易老化变形、龟裂、鼠蚁咬噬，安全系数低。

推荐安装或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管。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具有耐高温、耐磨、防脱落等特性，安全性更高。注意，更换燃气软管是

专业行为，切忌擅自操作，可联系燃气公司上门更换。

√安装：

不应在燃气管道上缠绕电线或悬挂物品。

不应包裹燃气管道和设备，切勿私拆、私装、私改、私接燃气管道和设备，如有需要，应有

专业人员负责维修、改造等。

●液化石油气钢瓶

√选购：需注意液化石油气钢瓶必须可溯源，瓶体有企业标识、服务电话，并且签订用气合

同。

√安装：

钢瓶和灶具火眼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0.5米，切勿超期使用。

钢瓶应直立摆放，不应倒卧、暴晒气瓶，切勿用明火或热水等对钢瓶进行加热。

不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譬如卧室内存放和使用瓶装液化气。

连接橡胶软管须远离灶头火源，控制在 1.2~2米之间且无接口，不可穿过墙、楼板、顶棚、

门、窗。

●燃气灶具

√选购：推荐购买带有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的。

●燃气热水器

√选购：优先选购强排式、平衡式燃气热水器，严禁选用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安装：应安装在厨房或阳台，不可安装在卫生间、浴室、餐厅、客厅、卧室等其他空间。

√使用：使用时，应注意排气管道畅通，打开排气扇。使用后，还应记得关闭阀门。

●燃气报警器

√选购：建议购买。燃气报警器具有声光报警功能，当探测到泄漏的天然气时，会通过 LED

灯闪烁和蜂鸣器鸣叫的方式以示报警状态。

选购时需先确认家中使用的是什么燃气，再根据气源选购。

【日常使用篇】

●使用前，先检查

应检查钢瓶角阀和调压阀、燃气具前阀门、软管或金属波纹管、灶具是否完好无泄漏。

●使用时，常通风，要留人

用气时应有人看管，防止火焰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引起燃气泄漏，并注意保持开

窗或开启排气扇通风。

●使用后，关阀门

使用后，应及时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前阀，或是燃气具前阀门。



若长时间外出，还需关闭气瓶角阀或表前阀门，防止发生燃气泄漏。

●特别注意采暖炉

一些家庭冬季还会使用采暖炉、壁挂炉。外出时，应调至防冻状态。如长期不使用，应将采

暖炉及暖气管道内的水放尽，关好自来水上水阀门及注水旋钮，避免采暖炉损坏。

【检修篇】

●定期更换

橡胶软管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18个月。

不锈钢金属波纹管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8 年。

一般减压阀使用时长应不超过 3 年。

切勿私自倒气、乱倒残液，以免造成燃气事故。

●安全自检

定期检查连接燃气具的橡胶软管是否脱落、老化、漏气、磨损，检查燃气表、燃气管道、阀

门等是否发生泄漏，发现问题要及时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

自查“漏气”小技巧

抹：用肥皂水或洗涤剂水涂抹在燃气表、阀门及管道连接处，发现冒泡即为有泄漏。

听：燃气泄漏，会发出轻微的“咝咝”声。

闻：天然气做了加臭处理，若闻到类似臭鸡蛋味，可能是燃气泄漏。

看：在不使用燃气的情况下，若看到燃气表数字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漏气。

燃气险，买不买

燃气事故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往往十分惨重，有鉴于此，当下许多燃气单位会提供燃

气保险的选择。

何谓燃气保险，又能赔偿多少？

举个例子，某居民在使用燃气过程中发生爆炸，身体多处烧伤，部分财产损失。

经保险公司鉴定，气爆原因是灶具与燃气管道连接处的胶管被老鼠咬破，导致燃气泄漏。

最终，该被保险人获得赔偿共计 20万元，尽可能地降低自家的财产损失。

这时，肯定有人问，那燃气保险费用会不会很高？

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居民用户有 5 款保险产品可供选择，每年保费为 50~500

元不等，居民可根据需求定制产品。不同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有所不同。

当然，重中之重还是要注意家居用气安全，与其弥补损失，不如避免损失！

参考资料：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2年·全年综述）》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2—2025年）》

《城市燃气分类 GB_T13611－92》

《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切记！关阀门、快开窗，不用手机、不开灯。

碰上爆炸，这样做能保命

巨大的爆炸声、飞溅的玻璃、滚滚的浓烟、熊熊烈火……

不幸碰上燃气爆炸时，内心的恐惧，可能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理智。

当回过神，及时、正确的自救和互救措施，还是能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

情况一 闻到“臭鸡蛋味”

民用的燃气一般都会使用乙硫醇进行加臭处理，当闻到类似臭鸡蛋的气味，说明很可能

出现燃气泄漏.

“发现燃气泄漏后的操作是最关键的。”吕国忠教授谈及他曾接手过的一个案例——

某天傍晚，事主李先生（化名）饭后如常到外面去散步。

当他回到自己的住所时，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但什么也没多想就开了灯。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性动作，引发了爆炸，造成他全身烧伤面积接近 99%。

事后经调查发现，罪魁祸首竟是下水道的一只老鼠！

老鼠咬破了液化气罐的橡皮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

开灯查看是人之常情，但就在那一刻，出现的电火花，将室内弥漫的燃气瞬间引爆。

除了开灯，还有不少事故是事主情急之下开排气扇通风，抑或是边查看漏气的地方，边

打电话到燃气公司，引发爆炸。

应该这样做

【第一步】

迅速关闭燃气阀门。

【第二步】

立即打开门窗通风，降低泄漏的燃气浓度。

【第三步】

走到室外安全、空旷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及 119，寻求帮助。

不要贪恋财物，不要再次返回泄漏现场。

若发现大量燃气泄漏，还应通知邻居，尽快疏散。

●不要开关电灯、排风扇等一切电器！

●不论是座机还是手机，都不要打电话！

●不要穿脱衣服，更不要动用明火！

无论是开关电器还是拨打电话，内部都会产生电火花，而穿脱衣服则会产生静电。这些

微小的火花，都可能引爆弥漫的燃气。

情况二 燃气瓶起火了

未必一起火就会马上爆炸。刚起火时，还有机会挽回。

切记，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等燃气引起的火灾，不能用水扑救。

情形一：燃气瓶竖放

应该这样做



若阀门完好，可用清水湿透一条毛巾，将湿透的毛巾缠绕、包裹在手上，在下风方向，

快速关闭燃气开关阀门。阀门一关，火自然熄灭。

若阀门坏了，在确保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先用湿毛巾等物品堵住瓶口，并打开门窗，

到安全、开阔的地方等待专业人士处理。

注意

千万不要试图用棉被等物品覆盖扑灭。否则，容易覆盖瓶身，导致瓶内气体受热，加速

爆炸。

情形二：煤气瓶横向倒放，或无法预判具体情况

应该这样做

瓶身横放时，火焰会炙烤瓶身，使瓶身温度上升，容易发生爆炸。

不要马上关阀，也不要使用冷水浇灭瓶身。应尽快到安全、开阔的地方后拨打 119/110，

并及时疏散人群。

情况三 爆炸即将发生

煤气瓶爆炸前，会有征兆——

·钢瓶倒地超过四分钟；

·火焰颜色由橙黄色变的略发白；

·声音由“呼呼”声变成“嘶嘶”声；

·钢瓶出现膨胀。

出现以上四种情况，预示着马上要爆炸。

此时已经来不及逃跑，更来不及关阀、扑灭火焰了。

所以，学会正确自救就显得更为重要。

应该这样做

【第一步】

先别急着跑，双手分别护住前额和后脑，迅速趴下。

燃气爆炸时，会瞬间产生一股高温的气团，并对周围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此举可以最大

限度降低爆炸带来的热力和冲击。

【第二步】

屏住呼吸，不要大声呼叫。有条件者可用水或饮料打湿毛巾或衣物，捂着口鼻。

此举能防止吸入更多毒气和烟雾，造成中毒、窒息，同时防止灼热的空气烧伤呼吸道。

【第三步】

确保短期内不会发生第二次爆炸后，伏低身子、靠墙迅速离开现场。

若是楼上发生爆炸，可往楼下跑；若楼下发生爆炸，则尽量不要从出事单位的门前经过，

寻找其他通道离开，如无路可逃，可先向高层转移，等待救援。

【第四步】

到达安全场所后，拨打 110、119 求助。

求助时，应说明以下内容：

1.发生时间、详细地点。若地处偏僻或地形复杂，应告知周围建筑物的形状、颜色等标识。

2.简要说明事情发生经过，以及需要得到的帮助。如：大约几点，在何地，发生爆炸，可能

是燃气引起的，现场有多少名伤者，哪里受伤了，程度如何等。

3.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



情况四 爆炸已发生

爆炸时瞬间产生的冲击波能量巨大，会使在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即使已经幸运地离开现场，也有可能面临烧伤、流血、骨折等情况。严重时，还可能出

现肢体断离、内脏膨出等触目惊心的一幕。

此时，千万别慌张。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赶紧自救才最要紧。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还可以互救.

情形一：身上有火

应该这样做

可迅速脱去身上的衣物，或用水扑灭，或在地上打滚，直至火苗压灭。

避免用手去拍打火焰，以免造成手的损伤。

情形二：皮肤被烧伤

应该这样做

赶紧实施四步急救法——

【冲】烧伤面积较小的，可尽快用冷水慢速冲洗伤口，持续 15分钟以上,以缓解热力，防止

创面加深。

【脱】降温的同时脱去身上的戒指、项链等饰物，并将患处的衣物脱去。若衣物、饰品已经

与皮肤粘连，不要强行脱下。

【泡】将患处浸泡在常温清水中 30 分钟。

【盖】可用无菌纱布、干净的棉质毛巾甚至未开封的卫生巾覆盖伤口。

【送】尽快送院。

注意

若伤者为大面积烧伤，切勿浸入冷水，以防出现低温症。

应呼叫 120，尽快转送设有烧烫伤中心的医院。

到院前可抬高烧伤患者四肢，以减少肿胀。

如出现体温较低或寒战，可用干净毛毯、衣物保暖。

情形三：伤口正在出血

应该这样做

少量出血，应保护伤口、尽快止血、不乱涂药物。

大量出血，特别是喷射状的出血，应迅速进行止血。可以用手指或手掌按压出血处进行

止血，有条件者还可用弹性较大的带子捆绑压住出血口的上方（近心端）进行止血。但不要

太紧，且切记不要喂水。

颅脑外伤，耳鼻流血者，不要堵塞；

注意

胸部有伤口随呼吸出现血性泡沫时，尽快封住伤口；

内脏膨出时，不要将其送塞回体内，应用干净的碗或盆等容器罩住，以免受压，尽快送

医院处理；

有异物嵌入/插入身体，形成贯穿伤，应维持原状，切忌拔出，也不要自行修剪插入物。

情形四：骨折



应该这样做

让伤者坐下或仰卧休息。

如伤者身上多处骨折或怀疑脊柱骨折时，让伤者卧倒，且不要随便移动伤者，以防截瘫。

若伤情较严重，可能同时存在内脏挫伤/破裂，此时切记不要喂水，否则可能会造成出血量

大增。

情形五：身边有人昏迷

燃气本身属于有毒气体。天然气等燃气燃烧不完全时，还会产生有毒的一氧化碳，经呼

吸道吸入，能造成全身组织

窒息，尤其对大脑皮质的影响最为严重，常留有痴呆、记忆力和理解力减退、肢体瘫痪

等后遗症。

一般昏迷时间越长，预后越差。

因此，尽快处理、救治就非常关键。

应该这样做

【第一步】

将伤者移动到安全且空气流通的环境。

【第二步】

让伤者仰卧，并松解其衣扣、内衣、腰带、项链等不利于呼吸的衣服和饰品。检查口腔、

鼻腔有无分泌物或呕吐物。如有发现，应及时清理，保持呼吸道通畅。

【第三步】

对伤者进行初步的判断和抢救。

伤者意识模糊时，应及时拨打 120；已无知觉时需先拨打 120，再将其平放，进行人工

呼吸；心跳、呼吸停止，意识丧失时，则先拨打 120，并马上进行心肺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