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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发现：在本市城郊结合部，有人使用
报废液化气钢瓶，并用密封集装箱违规运输

制售“黑气”谋利 安全隐患频现
本报记者 曹刚 文 张龙 摄

本月14日，西安一家餐饮店因液化石油气
瓶泄漏发生爆炸，致10人遇难，36人受伤。近年
来，全国发生多起液化气瓶泄漏及爆炸事故，用
气安全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在本市城郊结合部，为求暴利，一些不法经
营者无视公共安全，加气短斤缺两、以次充好，不
合格钢瓶频现，安全隐患突出。

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了围绕“黑气”的产、
供、销利益链———加气企业操作不规范，混乱瓶
装液化石油气→全封闭厢式货车违规加气，运至
“黑气”经营区域，隐蔽在固定地点→车主接到送
气电话后，用助动车转送到居民区→一些二道贩
子与“黑气”货车长期合作，在居民区设“黑气”窝
点，大量储存钢瓶，对周围居民威胁较大。

!焦点知识"

! ! ! !液化石油气有特殊臭味! 属易燃

气体!一旦液化石油气瓶爆炸!可瞬时

产生两次破坏"第一次!是瓶体破裂发

生物理爆炸!液态石油气瞬间膨胀!"#

至$##倍变成气态! 产生强烈冲击波#

接着! 变成气态的石油气迅速与空气

混合!浓度降至$%至&&%时!如遇明火!

将发生化学爆炸! 整个气体空间爆炸

燃烧!带来更严重的二次灾难"

&公斤液化石油气完全燃烧的能

量约等于&#公斤'('炸药的威力"这

是完全燃烧后的理论值!实际威力并

没那么大!因为完全燃烧在钢瓶内很

难达到! 而且钢瓶能抵抗部分能量"

即便如此!爆炸仍可一举摧毁几间房

乃至几层楼!正如今年&&月&)日的西

安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液化气瓶是钢制的移动式压力容

器!在充装$运输$使用过程中!会受到碰

撞$曝晒$介质腐蚀的伤害!产生疲劳裂

纹$凹坑$变形$腐蚀$减薄等缺陷!这些

都会成为爆炸事故的直接原因"

液
化
气
瓶
爆
炸
可
产
生
两
次
破
坏

! 昨天!一个%液化气贩子&骑车运送 *个液化气瓶

! 昨天!%液化气贩子&用密闭的厢式货车装运液化气瓶

小饭馆常用“带病钢瓶”
周浦镇周市路，沿街散布多家小饭馆。记

者前天上午走进其中一家，向店主讨教经验：
“我有个朋友想在附近开店，长期需要液化
气，能不能推荐一家比较好的送气站？”
“不用找正规气站，价格贵，送上门还要

加钱。”小老板热心介绍说，“我有个号码，你
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分钟内就能把气送
到，既便宜又方便。”在城郊地区，一些非法送
气点常瞅准小饭馆，上门做广告、送名片。一
来二去，便培养了一批贪图便宜的老客户。
在这家小饭店厨房的角落，立着一个液

化气瓶，锈迹斑斑，破旧不堪。按规定，正
规瓶体有钢印，显示生产日期、厂家商标等
字样；阀门处有铁牌，标明生产批号、使用
年限等信息。而这个瓶体上却一片模糊，看
不清字迹。
“这可能是报废钢瓶翻新改装的。”在业

内摸爬滚打多年的王中起介绍，根据国家标
准 #$%&&'()***《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与评
定》，使用超过 )+年的任何类型钢瓶，按报废
处理；自制造日期起，前三次检验的周期为 '

年，第四次检验有效期为 &年。
“如果不定期检测、按时报废，就成了‘带

病钢瓶’。一旦阀门或软管漏气，悲剧就可能
发生。”王中起说。
但在店主看来，眼前的小便宜更有吸引

力。“反正用起来差不多，附近的饭店都用这
种液化气，从来没听说出过事。”他透露，常见
的 )',+公斤装液化气，从正规渠道购买，每
瓶约 ))"元；而找这些小广告上的送气点，一
瓶起码便宜 )"元，有时多买几瓶，还能谈价
钱，打个八九折。

“黑气”窝点藏身旧平房
走出小饭馆时，手中多了一个电话号码，

很可能指向某个“黑气”窝点。
没走出多远，便看到好几家饭店已开门

营业。只见一辆自行车载着两个钢瓶，停在
一家川菜馆门口。骑车人是中年男子，穿一
套褪色的迷彩服。他兴冲冲地将两瓶液化气
提进餐馆。不一会儿，中年男子走出门，跨
上车离开。
骑行约 !公里后，自行车拐进周浦镇周

南村的一条小巷，在一处旧平房门前停了下
来。透过房门，依稀可见房间内堆放着几十个
液化气钢瓶。一个中年妇女怀抱孩子，坐在门
口，一看到有陌生人经过，她便直起身子，十
分警觉地四下张望。
王中起透露，类似这样的“黑气”窝点，在

城郊结合部还有不少。“他们通常都是二道贩
子，每天从上家批发钢瓶，再添几辆自行车或
助动车，就能源源不断往外送气。”
王中起介绍，相对而言，“上家”即头道贩

子的投入更大，需要一辆载重 !,+吨或 '吨
的货车。既做批发，长期给“黑气”窝点供货；
也做零售，转由助动车向周边散客送货；还能
把货车直接开到指定地点给空瓶加气。

于是，退到巷口，等待“上家”出现，但一
直等到傍晚，依然毫无收获。

一辆助动车装了7个钢瓶
昨天一大早记者再次来到巷口，没多久

便看见一辆全封闭厢式小货车缓缓驶来，停
在“黑气”窝点门口。
车内跳下一名中年男子，嘴里叼着烟，穿

一身蓝色运动服，明显不是企业制服。短短几
分钟内，十多瓶液化气从车厢内搬出，转移进
平房，又有相同数量的气瓶回到车里。根据搬
上搬下的吃力程度分析，显然是送出满瓶，换
走空瓶。
“这辆货车没悬挂黄色三角形危险品运

输标志，司机抽烟，整天拉着几十个液化气瓶
在马路上跑，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
王中起说，液化气属危险品，使用和运输都有
特殊要求。司机应有 +年以上运营经验，经过
特种培训、注册、登记、备案方可上岗；运行中

严禁吸烟；不能把车接近人口密集区。这些要
求，司机基本都没做到。
“车厢内被隔出多层，密密麻麻地叠放着

几十个液化气瓶，也很危险。”王中起介绍，按
规定，气瓶应该竖立并固定摆放，在运输时要
防止瓶与瓶之间相互碰撞，以免打出火花或
蹭开阀门。“车厢应高出液化气瓶体的三分之
二，逐层叠加的做法，明显违规。”
做完批发生意，“黑气”货车离开周南村，

转做零售买卖。
尾随其后，记者发现了它的固定停车

点———'公里外的秀浦路康巴路口。周围环
境较偏僻，货车整日守在此处。只要电话接到
生意，中年男子便骑车装货。他骑着的助动车
令人大吃一惊———车身单薄，加装多层支架，
压了整整 -个液化气钢瓶，左右两侧各挂 &

瓶，车尾还顶着 )瓶。

加气点和送货点瓜分暴利
在南码头路高科西路的立交桥引桥下，

王中起曾见过另一辆货车，也是“批发兼零
售”。昨天下午 '时，记者跟随一辆货车来到
毗邻申嘉湖高速公路的一家燃气公司门口。
不到半小时，有好几辆相似的全封闭厢式货
车驶入，其中多半没有悬挂危险品运输标志。
公司周边保安众多，如果不是去加液化气，很
难走进这家公司。
“这个加气点本身有合法资质，但它只能

给指定的、正规的单位加气。和那些货车合
作，属于违规。”王中起介绍，《上海市液化石
油气管理办法》'&++!年发布!&++*年和!#&#

年两次修正(规定，个体工商户不得从事液化
气供应业务；液化气供应单位不得擅自发展
用户，否则罚款 &"""元至 &万元；液化气供

应单位不得擅自向无《经营许可证》《自管许
可证》的单位转让、销售液化气，否则罚款
)"""元至 &万元。
既然明令禁止，为何照样我行我素？“因

为有利可图。”王中起分析，同样是灌装液化
石油气，为正规单位加气，通常保持在 )',+

公斤至 )+公斤；而为私人加气，一般都不超
过 )!公斤，而且还可以在瓶内混掺二甲醚。
二甲醚是一种新型燃料，价格明显比液

化气低，但热值低得多，不耐烧。最麻烦的是，
二甲醚对橡胶有特殊要求，如长期使用，可能
腐蚀液化气钢瓶阀门的橡胶密封圈，导致泄
漏甚至爆炸。借助短斤缺两和以次充好等手
段，加气成本大大降低，暴利由此而来，被加
气点和送货点瓜分。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最高
可罚 &万元，但企业违规后获得的利润要高
得多。违法成本低，使得“黑气”难以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