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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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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1  目的

   为了规范气瓶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制定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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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条是本规程制定的目的和依据。和原《瓶规》相比，
本条仅作文字修改，制定依据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  
  目前，气瓶行政法律法规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气瓶安
全技术规程》。原质检总局第46号令《气瓶安全监察规定
》已经作废。



规范条文

 1.2  适用范围

(1)本规程适用于环境温度为-40℃～60℃(注1-1)、公称容
积为0.4L～3000L、公称工作压力为0.2MPa～70MPa(表压，
下同)，并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
盛装压缩气体、高(低)压液化气体、低温液化气体、溶解
气体、吸附气体、混合气体(注1-2)以及标准沸点等于或者
低于60℃的液体的无缝气瓶、焊接气瓶、低温绝热气瓶、
纤维缠绕气瓶、内部装有填料的气瓶，以及气瓶集束装置(
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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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2  适用范围

(2)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用大容积气瓶以及消防灭火用
气瓶，应当满足本规程总则、材料、设计、制造的有关规
定，长管拖车、管束式集装箱还应当满足《移动式压力容
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要求；大于3000L并且小于或者等
于5000L的大容积气瓶，可以参照执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本规程所指气瓶含瓶体和气瓶附件，所覆盖的主要气
瓶分类、品种以及代号见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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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说明：本条是关于本规程适用范围的规定。

    在环境温度方面，规定气瓶使用的环境温度仍为-40℃～
60℃，但对车用气瓶及消防灭火用气瓶的温度范围，产品标
准有特殊要求的从其特殊规定。
   在公称工作压力方面，将0.2MPa～35MPa的压力范围修改
成0.2MPa～70MPa。这一修改，主要是考虑近年来已经不断出
现公称工作压力大于35MPa的气瓶，甚至有的气瓶公称工作压
力达到了70MPa，如公称工作压力等于70MPa的车用氢燃料气
瓶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目前气瓶集束装置（集装格）
以及大于3000 L并且小于或者等于5000L的大容积气瓶的使用
量越来越大，但目前对上述气瓶及装置还缺乏必要的监管规
定，迫切需要对上述设备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监管，因此，
本次修订还进一步明确，气瓶集装格以及大于3000L的超大容
积气瓶的设计、制造，可以参照本规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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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我国气瓶制造许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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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气瓶 



释    义

8SAC/TC31

B2气瓶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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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气瓶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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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气瓶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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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气瓶 

负压吸附气瓶



规范条文
1.3  不适用范围
   本规程不适用于仅在灭火时承受瞬时压力的消防灭火
用气瓶，以及手提式干粉型灭火用气瓶、水基型灭火用
气瓶、钎焊结构气瓶，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
、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矿山井下、民用机场专
用设备使用的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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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规程再次明确，对仅在灭火时承受瞬间压力而储存时不承受
压力的消防灭火器用气瓶，不适用于本规程。这种灭火器配备小
无缝气瓶作为气源，大容积焊接气瓶用于盛装灭火材料，平时大
气瓶内没有压力。
   对于固定使用的瓶式压力容器，由于其已经作为压力容器纳入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适用范围，自然就不属
于本规程适用范围。对于手提式干粉型灭火用气瓶、水基型灭火
用气瓶、钎焊结构气瓶等，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文件执行。



规范条文

1.4 与标准、管理制度的关系

(1)本规程规定了气瓶设计、制造、型式试验、监督检验
、充装使用、定期检验等环节的基本安全要求，气瓶的
相关标准以及有关单位的气瓶安全管理要求等，不应当
低于本规程的规定；

(2)气瓶产品一般应当采用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设计制
造，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团体标
准或者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制定者还应当提供符合本规
程基本安全要求的比照表，样式见附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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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说明：明确了本规程与有关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的
相互关系，以及采用除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以外
的技术标准的具体规定。

    一是关于团体标准的问题。新《标准化法》第
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
、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
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
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此条赋予了团体标准法律地位，构建了政府标准
与市场标准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由此可以看
出，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组织制定团体标准，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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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加标准有效供给，满足市场和创新的需要，并由此
改变我国由政府单一供给的标准体系。

   新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
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新法取消了企业
标准备案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团体标准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区别除了制定标准的主体不同外，在政
府管理方面，对团体标准不设行政许可，通过市场
竞争优胜劣汰；在制定周期方面，政府主导制定的
标准周期长，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创新时代需求。

   二是关于企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或者超出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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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企业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企业标准是对企业范围工
作要求所制定的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的依据。企业标准有以下几种，一是企业生产的产
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
企业产品标准；二是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进步，
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
标准；三是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选择或补充的
标准。

    三是关于企业标准的比对。对于企业制定的企
业标准，由于是企业自行制定的，虽然企业标准需
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但对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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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瓶这类特种设备来讲，有必要对企业标准是否符合
本规程的基本安全要求进行管理，因此，本规程还
要求企业标准制定者提供符合本规程基本安全要求
的比照表。
   属于气瓶新产品的，或者型式试验机构提出要
求，如果企业标准超出本规程规定的内容或者对气
瓶安全有影响，企业标准制定单位可以委托相关气
瓶标准化技术机构进行标准审评，审评工作主要是
与安全技术规范的安全基本要求进行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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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5  特殊情况处理

   有关单位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与本规程的要
求不一致，或者本规程未作要求、可能对安全性能有重大
影响的，应当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由市场监管总局按照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评审和批准程序组织进行技术评
审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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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说明：目前，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以及特殊情况
的气瓶，市场监管总局委托有关的技术组织或者技术机构
（如总局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等），在必要的理论分析、试验测试、检验检测、型
式试验等基础上，对其结果进行技术评审，并向市场监管
总局提交技术评审报告，提出这些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是否能满足基本安全的意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三
新”批准事宜，属于“一事一议”事项，即批准只对具体
的申请单位有效，不同单位采用类似（或相同）的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可能会由于生产装备、检测手段或操
作规程等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批准只针对申请
单位，不针对申请事项，一般不能推广到其他单位，除非
被纳入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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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6 协调标准与引用标准(注1-5)

  本规程的协调标准，是指满足本规程基本安全要求的国
家标准。本规程的引用标准，是指材料标准、介质标准、
方法标准、零部件标准、充装标准、检验检测标准等基础
性标准。协调标准如下：

 (1)GB/T 5099.1《钢质无缝气瓶  第1部分：淬火后回火
处理的抗拉强度小于1100MPa的钢瓶》；

 (2)GB/T 5099.3《钢质无缝气瓶  第3部分：正火处理的
钢瓶》；

 (3)GB/T 5099.4《钢质无缝气瓶  第4部分：不锈钢无缝
气瓶》；

 

20SAC/TC31



规范条文

1.6 协调标准与引用标准(注1-5)

 (4)GB/T 5100《钢质焊接气瓶》；

 (5)GB/T 5842《液化石油气钢瓶》；

 (6)GB/T 11638《溶解乙炔气瓶》；

 (7)GB/T 11640《铝合金无缝气瓶》；

 (8)GB/T 17258《汽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

 (9)GB/T 17259《机动车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10)GB/T 17268《工业用非重复充装焊接钢瓶》； 

 (11)GB/T 24159《焊接绝热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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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6 协调标准与引用标准(注1-5)

 (12)GB/T 24160《车用压缩天然气钢质内胆环向缠绕气
瓶》；

 (13)GB/T 28053《呼吸器用复合气瓶》； 

 (14)GB/T 28054《钢质无缝气瓶集束装置》； 

 (15)GB/T 32566《不锈钢焊接气瓶》；

 (16)GB/T 33145《大容积钢质无缝气瓶》；

 (17)GB/T 33147《液化二甲醚钢瓶》；

 (18)GB/T 34510《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

 (19)GB/T 35544《车用压缩氢气铝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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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所谓协调标准，就是标准的要求能够满足规程的基本
安全要求，是标准向规程靠近。凡是列入上述协调标准清
单的，意味着这些标准已经满足了本规程的基本安全要求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不需要列出附件C的比照表。而没有
列入协调标准的（如企业标准），则需逐项列出比照表。

   此外还有引用标准，即所谓的规程找标准。通过对标准
的引用，使之达到贯彻和执行。例如基础标准GB/T 16163
《瓶装气体分类》及GB/T34710《混合气体的分类》、方法
标准GB/T 9251《气瓶水压试验方法》、附件标准GB/T8337
《气瓶用易熔合金塞装置》等标准，均被规程所引用。

   按照国家标准委采标的有关规定，目前我国的标准化体
系主要参照ISO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我国的气瓶标准优先
参照ISO标准，在为我国国情特殊需要的情况下，部分标准
参照欧盟的EN标准和美国的DOT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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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目前，我国已制定气瓶相关标准70项，其中基础标准5
项，产品标准19项，附件标准14项，充装标准9项，检验标
准12项，方法标准8项，其他3项。

   除此之外，列入国家标准制订计划的6项，分别为：

  1）车用压缩氢气塑料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

  2）高压储氢气瓶组合阀门

  3）车用压缩氢气纤维全缠绕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4）高压氢气瓶塑料内胆和氢气相容性试验方法

  5）气瓶安全信息化基本要求

  6）气瓶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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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7  气瓶专用
    盛装单一气体的气瓶应当专用，只允许充装与设计文
件、制造标志规定相一致的气体(充装过程所用的置换气体
除外)，不得更改气瓶制造标志和用途，也不得混装其他气
体。
    盛装混合气体的气瓶应当按照气瓶标志对应的气体特
性(注1-6)充装相同特性的混合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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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气瓶充装时一定要按照气瓶标志充装相应的气体，绝不
允许擅自充装与标志不一样的气体，以免引发重大事故，
这样的事故教训已有过多次。不得擅自更改气瓶的用途、
标记或者颜色标志，也不得擅自混装其他气体。气瓶制造
标志是气瓶专用的重要依据，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更改气瓶
制造标志及其用途。
  气瓶专用不仅指单一气体，也包括混合气体。混合气体
是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效组分，或虽属非有效组分但
其含量超过规定限量的气体。
  盛装混合气体的气瓶必须按照钢印标记和颜色标志确定
的气体特性充装相同特性的混合气体，不得改装其他单一
气体或不同特性的混合气体，不能因为是用于混合气体的
气瓶，就突破气瓶专用的原则，随意混装其他气体。根据
ISO标准，明确了混合气体特性是指毒性、氧化性、燃烧性
和腐蚀性，分别用T、O、F、C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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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8  气瓶标志

   气瓶标志包括制造标志、定期检验标志以及其他标志。

 (1)制造标志分为钢印标志(含铭牌上的标志)、标签标志(
粘贴于瓶体上的标志，下同)、印刷标志(印刷在瓶体上的标
志，下同)、电子识读标志(包括射频标签及采用图像识别技
术进行电子扫描读取数据的二维码等电子载体，下同)和气
瓶颜色标志；

 (2)定期检验标志分为钢印标志、电子识读标志、标签标志
以及涂敷标志等；

 (3)除本条(1)、(2)气瓶标志方式外，出租车用燃料气瓶的
制造单位或者安装单位、检验机构还应当在气瓶的显著位置
制作永久性出租车“TAXI”标志(钢质气瓶采用钢印标志，
纤维缠绕气瓶采用树脂覆盖的标签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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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根据目前气瓶信息化管理工作需要和建立产品质量追溯
的要求，特别增加了“电子识读标志”的要求，并对电子识
读标志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即包括射频标签及采用图像识别
技术进行电子扫描读取数据的二维码等电子载体。

   RFID是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进行读取数据的一种电子
载体，无线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
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
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二维码，它是用特定
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
间的图形，是表达一组信息的图形标识符；二维码是采用图
像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扫描读取数据的电子载体。当然，目前
有的地区正在使用的诸如孔阵码和镂空数字码及其识读技术
、软件等，和二维码一样，都属于采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电
子扫描读取数据的电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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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另外，对用于出租车的车用燃料气瓶，如车用压缩天然气
气瓶，由于有些出租车采用昼夜连班运营，气瓶每天的充装
次数较多，气瓶在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之前，其充装次数已达
到或超过气瓶的循环疲劳次数，故而需要提前报废。所以，
需要有永久性的“TAXI”标志（玻璃纤维布+树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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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8.1 气瓶制造标志
1.8.1.1  气瓶钢印标志、标签标志、印刷标志
  (1)气瓶制造标志是识别气瓶的依据，标志的内容应当符合
本规程附件D以及相关标准的规定；小容积气瓶制造标志的内
容可以参照本规程附件D的规定；
  (2)制造单位应当在每只气瓶上做出钢印标志、标签标志或
者印刷标志等制造标志；
  (3)制造单位应当在钢质燃气气瓶(注1-7)的封头上压印内凹
的盛装介质、制造年份、产权单位标志，在护罩上压印“人员
密集的室内禁用”的字样；复合材料燃气气瓶应当在外套上压
铸盛装介质、制造年份、产权单位标志，以及“人员密集的室
内禁用”的字样。
   注1-7：燃气气瓶是指盛装液化石油气、液化二甲醚等民用
燃料气体的气瓶，分为钢质燃气气瓶和复合材料燃气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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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首次提出燃气气瓶概念的基础上，对燃气气瓶的制造
标志进行了特别规定。要求在所有钢质燃气气瓶封头上压印
内凹（原规程为外凸）的盛装介质、制造年份、产权单位标
志等内容。此条配合《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充装单
位只允许充装自有气瓶的规定，对基层住建部门和市场监管
部门依法查处气瓶充装单位充装非自有气瓶以及防伪打假执
法带来极大的便利，并能推动气瓶固定充装制度和充装追溯
体系建设落实到位；
   同时，也将对气瓶生产销售方式带来较大影响，将目前
钢瓶行业自由放量生产的状况变为“以销定产”的有序生产
模式，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钢瓶行业的产能过剩及低质低价
恶性竞争，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气瓶追溯体系实施的有效性。
对于不执行本条规定的生产厂家，各地方执法部门可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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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特种设备安全法》，责令企业召回气瓶产品并依法进行处
罚。
   充装单位购买燃气气瓶时，应在合同中注明须在气瓶封
头上压印充装单位标识，无充装单位标识的燃气气瓶不予办
理使用登记。针对目前国内已经有复合材料燃气气瓶产品生
产厂家，本条也要求在复合材料燃气气瓶外套上压铸盛装介
质、制造年份、产权单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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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8.1 气瓶制造标志
1.8.1.2  电子识读标志
    氢气气瓶、纤维缠绕气瓶、燃气气瓶和车用气瓶的制造
单位，应当在出厂的气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久性电子识读标
志。鼓励其他气瓶制造单位在出厂气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久
性电子识读标志。
    钢质燃气气瓶上设置的电子识读标志应当直接镂刻或焊
接在护罩上，并且确保在钢瓶使用年限内不可更换并能有效
识读。电子识读标志应当能够通过手机扫描方式链接到制造
单位建立的气瓶产品公示平台，直接获取每只气瓶的产品信
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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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对电子识读标志的设置进行了专门规定。针对一些涉及
公共安全、危险性较大以及需要严格监管的气瓶产品，比如
：氢气气瓶、纤维缠绕气瓶、燃气气瓶和车用气瓶等，本条
要求气瓶制造单位应当在出厂的气瓶上设置可追溯的永久性
电子识读标志，以便实行气瓶全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管理。目
前，按照市场监管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全国气瓶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通知》（市监特设〔2019〕69号）文件
要求，燃气气瓶的电子标志装设已经先行一步。
   为规范燃气气瓶电子标志的设置，确保在钢瓶使用年限
内不可更换并能有效识读，本条规定燃气钢瓶设置的电子识
读标志应当直接镂刻（如镂刻孔阵码或数字码）或焊接（如
二维码等载体焊接）在护罩上，不允许采用铆接或粘贴方式
设置。并且要求，电子识读标志应当能够通过手机扫描直接
获取每只气瓶的产品信息数据，以方便社会公众查询和监管
部门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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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8.1 气瓶制造标志
1.8.1.3 气瓶外表面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
       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符合GB/T 
7144《气瓶颜色标志》的要求；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有特
殊要求的，还应当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对未列入国家
标准的气瓶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制定团体标准。气
瓶的显著部位应当标注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充装单位名称或
者简称。
1.8.1.4 燃气气瓶专用颜色标志
   (1)气瓶使用登记机关可以在市(县)区域内，规定在本区
域内充装的燃气气瓶采用统一的专用颜色标志；
   (2)自有产权气瓶超过一定数量的燃气气瓶充装单位，经
过气瓶使用登记机关同意后，可以在办理了使用登记的气瓶
上涂敷本充装单位专用的颜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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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对气瓶外表面颜色标志等，提出了特殊规定。首先，考
虑到一些气体企业的自有气瓶颜色并未列入GB/T 7144《气
瓶颜色标志》国家标准或有特殊需求，根据工作需要，本条
规定对未列入国家标准的气瓶颜色标志、字样和色环，应当
制定团体标准予以规范。
   其次，对于燃气气瓶专用颜色标志的规定方面，在总结
10多年来各地专用色气瓶使用管理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本规
程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专用色燃气气瓶的使用，规定只要自
有产权气瓶超过一定数量（取消了30万只的要求，具体数量
由使用登记机关确定）的燃气气瓶充装单位，气瓶使用登记
机关同意后，即可以使用专用色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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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同时，为方便各地监察机构属地执法，提高执法效率，
在吸取地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特别规定，气瓶使用登记
机关可以在市(县)区域内，规定在本区域内充装的燃气气瓶
采用统一的专用颜色标志，也是将整个区域作为一家充装单
位看待，统一监管。配合充装追溯平台，这样就可以具体追
溯到每个充装单位对应到每一只充装的气瓶。而区域外的气
瓶是无法进入到本区域内进行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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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条文

1.8.1 气瓶制造标志
1.8.1.5 低温绝热气瓶(含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标志
   盛装液氧(O2)、氧化亚氮(N2O)和液化天然气(LNG)等介质
的气瓶，应当在外壳上封头的显著部位，压制明显凸起的
“O2”“N2O”“LNG”等充装的介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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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39SAC/TC31

介质混装引发的低温绝热气瓶爆炸事故案例

乌鲁木齐事故现场

2014年3月5日零时十五分，河北南宫市宏瑞蓝天彩
钢有限公司发生天然气气瓶爆炸事故。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已转往省二院救
治），3人轻伤。

上述两起事故，都是因为气瓶混装混用引发的。GB24159规定低温瓶只允许充
装氧、氮氩、CO2和N2O，使用者擅自改充LNG，用记号笔做标识，后来标识
模糊不清了，又充装液氧。残留在瓶内的LNG与液氧混合，该气瓶用于切割钢
板，在点火后2分钟，发生致爆炸。



释    义
   对于气瓶专用，在2000版《瓶规》、2003版《气瓶安全
监察规定》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气瓶制造钢印中只能打印唯
一的充装介质，并且规定不允许气瓶改装。目的就是避免充
装不相容的气体，而引发爆炸事故。但这样的违规事故却时
有发生，不得不采取更加明显的警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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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示充装操作人员认清介质，避免混装。在2014版《
瓶规》中，增加了在“外壳上封头显著部位，压制明显凸起
的O2、N2O、LNG等充装介质的符号”的要求。同时，再次强
调了瓶阀出气（液）口螺纹旋向的要求（可燃气体左旋），
杜绝错装、错用。



释    义

   通过对焊接绝热气瓶采取上述措施，经过近几年的贯彻
和执行，有效地遏制了焊接绝热气瓶混装事故的发生，对保
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条维
持了2014版《瓶规》的这一要求。

41SAC/TC31

低温瓶的凸字钢印，建议位于充液口附近的醒目位置。一般来说，大
容积气瓶，字高不宜小于60mm，中容积气瓶，字高不宜小于40mm。且
仅只针对LNG、O2、N2O等具有不相容的介质，



规范条文

1.8.2 气瓶定期检验标志
   气瓶定期检验标志的标记方式，应当符合本规程附件D
的规定。气瓶定期检验机构应当在检验合格的气瓶上逐只
做出永久性的检验合格标志，涂敷检验机构名称和下次检
验日期(无法涂敷的气瓶可用检验标志环代替)，并且在电
子识读标志对应的数据库中录入检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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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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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是关于气瓶定期检验标志的规定。与原《瓶规》相
比，根据目前气瓶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需要，为建立气瓶全
生命周期的可追溯系统，本条仅增加了气瓶定期检验机构
在气瓶检验后将检验信息录入气瓶电子识读标志所对应的
数据信息平台。而检验标志环不再作为检验永久标志，只
是作为无法涂敷气瓶的一种代替手段。



规范条文

1.9 进出口气瓶
   进出口气瓶，除应当符合进出口商品检验的相关规定外
，还应当满足本规程附件E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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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款明确了进口气瓶的制造许可要求；进口气瓶需要
遵循的制造规范及相关标准，以及对于采用境外标准设计
的气瓶的相关要求，即“将境外产品标准转化为企业标准
，同时需提供企业标准符合本规程的比对结论，并且通过
气瓶设计文件鉴定和产品型式试验。”；明确了进口气瓶
监检的相关要求。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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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出口返销气瓶。专门制造出口气瓶的气瓶制造单位
，没有要求一定取得中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但如果是
出口气瓶返销中国境内使用的，其制造单位应当取得相应
的中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目前，发现有气瓶制造单位假
借生产出口气瓶名义，生产不符合本规程和国内有关充装
规定的气瓶并在国内充气使用（比如采用非重复充装焊接
气瓶充装氦气，以及采用小容积焊接气瓶充装一氧化二氮
等压缩气体），这种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严格监管。



规范条文

1.10 管理要求
    气瓶制造单位、充装单位、检验与检测机构等，应当
严格执行本规程，并且对气瓶产品的设计、制造、充装、
检验等过程信息进行记录，建立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并且按照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的规定，及时将所要求的信
息录入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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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删除了监管方面的要求，规程中多保留技术
上的规定。原《瓶规》中“（1）国家质检总局和各级质监
部门负责气瓶安全监察工作，监督本规程的执行”的内容
，予以删除。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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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款新增了“建立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要求，
是对气瓶信息化管理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号）文件要求，要开展特种设备和危险品追溯体
系建设，以电梯、气瓶等产品为重点，严格落实特种设备
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推动企业对电梯产品的制造、安
装、维护保养、检验以及气瓶产品的制造、充装、检验等
过程信息进行记录，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追溯体系。
  为此，69号文件明确要求，以落实气瓶制造单位、充装
单位、检验单位（以下称气瓶相关单位）追溯管理责任为
基础，以提升气瓶质量安全与公共安全为目标，统一追溯
标准，强化信息互通共享，提高监管效能，实现气瓶来源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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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流向可追、责任可究。并要求，气瓶相关单位要按
照有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并参照相关技
术标准，依托安装在气瓶上的二维码、孔洞码、电子芯片
或其他不易损坏的数据载体，自行建立或委托其他单位建
立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采集生产、监督检验、充
装、定期检验等数据信息并有效存储与对外公示。

   为落实和推进 国办[2015]95号和 市监特设[2019]69
号 等文件中关于气瓶质量追溯体系平台建设进度，全国气
瓶标委会、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气瓶安全标准化及信息
工作委员会（瓶工委），从标准制定入手，对质量追溯的
数据元结构、压力试验装置的数据采集、数据储存、远程
监检、信息公示等内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制定了团体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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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优先在液化石油气钢瓶制造企业进行了试点工作，
达到了市监特设[2019]69号规定的要求。在团体标准的基
础上，完成了制定《气瓶安全信息化基本要求》和《气瓶
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指南》国家标准的立项。

   各气瓶制造企业实行“12位”统一的气瓶编号规则，用
于全国气瓶信息追溯管理的唯一性“身份”编号，数据结
构如下：

   其中“气瓶制造单位代码”由三位数字组成，由瓶工委
负责登记。尚未获得制造单位代码的气瓶制造企业，请与
瓶工委取得联系（电话：010-62366911，邮箱：
tc31tc3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