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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管道燃气使用率高，是城市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发生也较为频繁，不仅会造成
无法挽回损失，也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明确住宅
燃气爆炸事故成因前提下，如何加强对住宅燃气使其安
全管理，是目前各相关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1 住宅燃气爆炸事故现场勘察
1.1 案例分析

本文以某一起住宅燃气爆炸事故为案例，该事故住
宅属于高层建筑，在爆炸冲击作用影响下，导致室内楼
板、墙体坍塌严重，其家具用品基本烧毁，该住宅楼内
部其他居民室内墙体结构均和物品均受到不同程度上的
损毁，此起燃气爆炸事故造成多名居民受伤。该住宅楼
于 2015 年竣工，共计 25 层，每层 6 户居民，据现场勘
察得知，属于板式结构建筑类型，并且每层住宅均有朝
南方位窗户。
1.2 住宅事故现场外部勘察

1.2.1 勘察住宅楼楼顶

因发生燃气爆炸事故的住宅是顶层 2505 户，据楼
顶勘察情况得知，室内厨房楼顶正上方区域所在的烟道
出口已经完全炸裂，周围区域均有水泥碎块散落；而
2506 室内厨房该位置存在较为明显的裂痕，并未出现墙
体坍塌情况。此外，2505 户楼顶砖面呈破碎状，整体上
看较为严重 [1]。
1.2.2 勘察住宅楼南侧勘察

从住宅楼南侧勘察情况得知，2504、2505、2506 三
户住宅的南侧窗结构均已变形，玻璃破损严重，发生燃
气爆炸事故住宅南侧窗户结构几乎不存在，其受烟熏痕
迹明显。24 层 2405、2406 南侧窗户玻璃也完全破碎，
窗框受损并不严重。2505 户住宅室外阳台，其金属护栏
在燃气爆炸事故冲击下，护栏已被炸飞，由于建筑西侧
外墙与室外阳台相连，其外部墙皮和墙体保温材料破损
颇为严重，空调机并未掉落至空地，呈悬挂状态。
1.3 楼内单元勘察

1.3.1 勘察 25 层楼道内部

从 25 层楼道内整体上来看，楼道屋顶、两侧墙面
等部位均有烟熏痕迹，以 2505 室为中心，其烟熏痕迹
逐渐向两侧减轻；2505、2506 室的入户防盗门受燃气爆
炸冲击，倒落在楼道内部，因 2505 室是燃气爆炸事故

发生地，自身入户防盗门被燃气爆炸冲击变形严重，周
边墙体损坏较为严重。
1.3.2 勘察 25 层以下楼层房间内部

2305 室入户防盗门、室内、玻璃均无损坏，且无烟
熏痕迹，但西南侧转弯处外侧墙体裂纹破损痕迹较为明
显，室内厨房上方吊顶局部脱落，其橱柜变形明显，损
坏严重；卧室楼顶顶楼板有几处裂纹。2405 室内入户防
盗门、上方墙面均有不同程度损坏，墙面裂纹明显，室
内烟熏痕迹，客厅屋顶楼板已经坍塌，外露钢筋变形，
室内家具用品在燃气爆炸冲击下砸损严重，卧室屋顶坍
塌面积较大，外露钢筋严重扭曲变形。
1.4 勘察 2505 住宅室内

1.4.1 客厅

室内客厅屋顶、墙体上方区域存在严重烟熏痕迹，
下方区域烟熏痕迹较轻；客厅内所有物品被烧毁，西侧
墙体已经倒塌且破损严重，其他墙体上方区域裂纹明显；
客厅地面楼板呈下陷状，中心存在孔洞，伴有楼板碎块
掉落。
1.4.2 卧室

卧室屋顶烟熏痕迹明显，墙体上方区域烟熏痕迹轻
微；窗户结构全部掉落，爆炸向外抛出痕迹明显；卧室
西侧墙体以炸裂，损坏情况严重，整体向西倒塌，北侧
墙体上方区域连接房梁部位已经断裂，整体向厨房方向
倾斜；卧室地面楼板呈向下坍塌状，裸露钢筋变形严重，
楼板、墙体存在明显断痕。
1.4.3 厨房

厨房夹在卧室和客厅中间位置，厨房上方吊顶结构
整体脱落，房顶裂纹明显，墙上粘贴的瓷砖局部破损严
重并脱落；房顶、墙面上方区域烟熏较为严重。北墙和
南墙均有明显裂缝，连接房梁处部位已经断裂，墙体整
体向北倾斜；厨房门整体结构与墙体呈分离状，在在燃
气爆炸冲击下厨房内部窗框、玻璃以及橱柜等全部破 
损。

厨房内部物品基本全部炸裂破损，残片散落在厨房
地板上，其厨房用具部分炸裂破损。其中燃气阀前阀门
显示全开启状态，后旋塞阀也显示开启状态，燃气表并
未损坏，与燃气表后旋塞阀连接的胶管无损坏，有管卡
进行固定；但另一端与燃气灶连接的燃气胶管已脱离，
胶管端头有较为明显的管卡压痕，未在厨房发现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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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住宅燃气爆炸事故现场进行勘察，并对住宅燃气爆炸成因加以分析和阐述，提出加强与多个部
门联合协作、重视事故现场烟尘提取和鉴定以及对事故现场爆炸特征综合性分析等措施，希望能为住宅燃气使用
安全提供有效建议。

关键词：建筑住宅；燃气爆炸；管理措施



研究分析 | Research analysis

-186- 2021 年 7 月          中国化工贸易

2 住宅燃气爆炸成因分析
2.1 爆炸性质

经上述勘察结果得知，已经认定由燃气泄露引起爆
炸事故。从事故现场结构破损程度来看，2505 室内客厅
和卧室属于燃气爆炸事故中心区域，其建筑结构严重损
坏，但无炸点，气体爆炸明显；从事故现场烟熏痕迹来 
看，烟熏痕迹均在室内上方区域，可燃气体密度明显低
于空气密度，在爆燃所产生的烟尘均附着在墙体、物体
上，烟熏痕迹明显，基本符合燃气爆炸起火特征。经技
术鉴定分析，鉴定人员提取了 2505 室客厅、卧室以及
厨房上方屋顶和墙皮所附着的烟尘，鉴定结果显示，烟
尘内含有燃气燃烧后残留物 [2]。
2.2 点火源

因燃气点燃能量相对较小，属于一级可燃气体，通
过对事故现场电器残骸勘察，电冰箱、饮水机等物体位
移变化明显，内部组件被严重烧损，且扭曲变形，整体
情况比较符合气体爆炸后对电器内部造成损坏的特征。
2505 室无人吸烟，爆炸事故发生前尚未使用明火，室内
电器均处于通电状态，因部分电器在启动过程中均会有
电气火花产生，产生能量可以将燃气和空气的混合物，
故确定不排除由电冰箱、饮水机等电器在运行时产生电
火花引起燃气爆炸事故可能性。

3 防止住宅燃气爆炸管理措施
3.1 加强与多个部门联合协作

由于我国部分住宅建筑均有潜在安全隐患，火灾事
故较多，严重威胁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了降低住宅
燃气爆炸事故发生几率，应加强与多个部门联合协作，
将住宅燃气安全管理纳入城市安全管理范围，减少因住
宅燃气爆炸事故对城市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据分析可
知，燃气爆炸事故在住宅建筑中发生几率较高，提升对
住宅安全管理重视程度，做好与落实住宅安全管理相关
举措，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且舒适的人居环境。由于现
阶段与此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需要尽快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住宅建筑建设，确保住宅使用安全
同时，也能有效减少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发生。此外，主
管部门应对住宅安全事故责任主体加以明确，如产权人、
使用人以及物业管理单位等，落实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处
置措施、程序以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达到有效提
高住宅安全管理水平目的。
3.2 完善住宅燃气安全管理体系

住宅燃气安全管理作为住宅安全管理重要组成部
分，去除掉由人为引起住宅燃气爆炸事故以外，其中燃
气使用不合理、设备老化严重等都是引起住宅燃气爆炸
事故主要因素，通过加强对安全隐患控制，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起到避免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发生的作用。因此，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住宅燃气安全管理体系十分必要，细
化住宅燃气管理内容，尽快将住宅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落
到实处；此项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且不间断的过程，涉
及多个部门，主管部门应与其他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协

作关系，明确划分各自管理职责，真正做到从管理组织、
协作处置等方面综合管理，发挥住宅燃气安全管理体系
效用，保障居民燃气使用安全。
3.3 建立住宅燃气风险评估机制

为了防止住宅发生燃气爆炸事故，以及确保住宅燃
气使用安全，建立住宅燃气风险评估机制，主要目的识
别住宅潜在燃气风险隐患，掌握城市各个区域住宅燃气
风险隐患特征，以及一旦发生燃气爆炸事故所造成的影
响。加强住宅燃气风险隐患宣传工作，提升居民参与住
宅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向居民普及燃气风险隐
患相关内容。一方面通过全面排查住宅燃气风险隐患，
根据燃气风险评估机制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配套燃气
风险隐患预防措施，提升居民应对燃气爆炸事故的能力，
降低燃气爆炸风险几率 [3]。此外，运用信息技术，建立
住宅燃气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将住宅燃气风险评估信息
记录在系统中，便于随时调取所使用燃气的住宅分布情
况，全面掌握住宅燃气安全使用状况，并添设住宅燃气
使用档案，将燃气设备、建筑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等基础
信息在档案上填报，在此基础上一一落实燃气使用风险
预防工作，实现对住宅燃气安全分级管理，促进工作效
率提升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居民燃气使用安全。
3.4 改造住宅燃气设备

燃气热水器、燃气灶等住宅主要使用的燃气设备，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设备所在时间推移也会产生老化，
安全性能降低同时，也极易增加燃气爆炸事故发生几率。
为了减少由此方面问题引起的燃气爆炸事故，主管部门
应明确告知住宅居民在使用燃气类设备过程中，需要定
期检查燃气安全性，确认燃气设备零部件是否老化严重，
从根源上控制燃气泄露。对现使用燃气设备的住宅进行
普查，做好相应信息等级工作，以定期或全面检查的方
式深化住宅燃气安全管理，根据住宅燃气设备使用情况，
改造不符合规范的燃气设备，重视燃气设备方面存在的
安全隐患排查，从而消除由燃气设备引发燃气爆炸事故
风险。此外，因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
极为严重，增强居民投保意识，降低居民经济损失，保
障居民权益。

综上所述，通过对住宅燃气爆炸事故成因分析，造
成严重损失同时，也给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威胁，
为了降低住宅燃气爆炸事故发生几率，做好住宅燃气安
全管理工作，改造住宅燃气设备，提升燃气设备使用安
全性，防止燃气泄漏而导致燃气爆炸事故发生，为居民
提供一个安全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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