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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质焊接气瓶》1号修改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621 银川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后，2023 年 8 月 9 日，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安委〔2023〕3 号）、国市监特设发［2023］70 号《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系统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文件要求，气液双相液化石油气钢瓶被禁止生产及使用。

随后，市场监管总局下达任务，制定了 GB 5842-2023《液化石油

气钢瓶》，标准实施后，无法再制造气液双相液化石油气钢瓶。但部分

使用单位因为双相瓶充装速度更快，且充装量更加足一点，向制造企

业提出继续使用气液双相燃气气瓶。部分气瓶制造企业因 GB/T

5100-2020《钢质焊接气瓶》未规定相关双相瓶的内容，就开始申报并

生产盛装液化丙烯、液化丙烷、液化丁烷的气液双相气瓶。由于这类

气瓶有流通到民用使用场景的情形，为了杜绝相关安全隐患，特出具

一号修改单。

本次修订得到了总局特设局的参与及大力支持。全国气瓶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焊接分会根据总局安排，及时开展了行业调研等工作，并

对标准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以修改单的形式对我国的气液双相瓶进

行规定，从技术上减少事故隐患。

（二）起草人员及协作单位

本次起草单位为：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江苏天



海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X。

（三）简要工作过程

2024 年 7 月 23 日起草了初稿，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编写组会议，并

经过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秘书长的现场会议参与及

确认。

2024 年 X 月 X 日，在网上发起了投票工作。

2024 年 X 月 X 日，征求意见稿正式挂网征求意见；时限 XX 天。同

时，附件分会定向发送至委员及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发

送 XX 个单位，回函单位 XX 个，回函有意见单位 XX 个。

2024 年 X 月 X 日，编写组在上海召开编写组会议，就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进行会议讨论。经过讨论，起草组逐条对问题进行了确认，采

纳了部分意见建议，形成了意见处理汇总表。2024 年 X 月 X 日，最终

形成送审稿。

2024 年 X 月 X 日，在网上召开了全体委员的送审稿现场审查。全

体委员 XX 人，出席会议委员 XX 人；委员通过逐条审查形式对标准进

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参会委员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了本项标准修改单的审查，并形成标准会审纪要。

2024 年 X 月 X 日，在会审意见整理处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报批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依据及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一）国家标准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23-2021《气

瓶安全技术规程》（下称《瓶规》）。

（二）标准结构上的变化



无。

（三）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技术要求

1、原标准：5.4 设计。

增加为：5.4.3 盛装液化丙烯、液化丙烷、液化丁烷介质的中容积

气瓶不得设计为气液双相瓶。

理由：随着国务院安委会燃气专项整治及 GB 5842-2023《液化石

油气钢瓶》的颁布实施，双相液化石油气钢瓶逐渐被禁止并退出了市

场。由于双相瓶便于非法倒气瓶对瓶灌装，因此很多不法商贩在无法

获取双相液化石油气钢瓶后，盯上了双相液化丙烯、液化丙烷、液化

丁烷气瓶，由这些工业用气瓶灌装后，再开展倒气工作。为了从根源

上阻止此类事件，特对标准出具修改单。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次修改单，参照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及国内使用现状，本次修订后

的标准技术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法》、TSG 23《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的有关规定基础上，综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基础上起草的。本标准与法

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等是协调一致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次国标的修订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七、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在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等起草过程中，要求起草人员、审

查人员或参与审查的单位按照 GB/T 20003.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程

序 第 1 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的规定，尽早披露自身及关联者拥有

的必要专利，或尽早披露其所知悉的他人（方）拥有的必要专利。截

止标准报批，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

文件。

八、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编制按照 GB/T1.1-2020 的要求，在产品型式及相关要求上

进行了调整，确保标准的实施的有效性。

建议本标准修改单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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