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锅炉管理 

第一条 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

所盛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对外输出热能的设备，

其范围规定为： 

1.承压蒸汽锅炉：设计正常水位水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 

2.承压热水锅炉：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1MPa，且额

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1MW； 

3.有机热载体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1MW。 

第二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制定锅炉及辅助设备的操作规

程，建立巡回检查制度。蒸汽压力小于 3.8MPa 的蒸汽锅炉、

出口水压小于 3.8MPa 的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可以不设

跟班锅炉运行操作人员，但应当建立定期巡回检查制度。 

第二章  压力容器管理 

第三条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

力的密闭设备，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 

2.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且内直径大于或者等于150mm；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以及介质最高工作温度高

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第四条 压力容器使用单位应制定压力容器的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落实维护、保养及安全责任制，实行使用登记。

安全阀和压力表需定期校验或检定。 

第五条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即带活动门的压力容器，如



医用氧舱）使用人员，须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持证上

岗。 

第六条 简单压力容器不需要办理使用登记手续，在设计

使用年限内不需要进行定期检验，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时应当

报废，使用单位负责其使用的安全管理。 

第三章  气瓶管理 

第七条 气瓶，是指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

的容器，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 

2.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0Mpa·L；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

60℃液体的容器。 

第八条 实验室使用的气瓶气体应当在具有气瓶充装和

租赁资质的经营单位租用压力气瓶和充装相应介质。校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自行购置的气瓶，也不允许自行往气

瓶充装任何介质，购买气体气瓶需购买人书面申请，院领导

签字后报送至国有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经审批备案后方

可进行购买。气瓶充装单位负责所提供气瓶的安全，负责气

瓶的定期检验、报废、销毁等事宜。 

第九条 实验室内存放的氧气不可与易燃气体放置在一

个房间，其它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钢瓶库房内

易燃和助燃的气体气瓶要分别存放在两个房间。氢气、氧气、

氨气等危险气体气瓶应存放在能正常使用报警和排风功能

的防爆气瓶柜内。未放置于防爆气瓶柜内的气瓶均应靠墙排



放并上铁链锁保护。各单位自行制定气瓶的使用管理制度及

安全应急预案。 

第十条 涉及剧毒、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应配有通风设

施和合适的监控报警装置，张贴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使用

和存放大量惰性气体或液氮、二氧化碳的较小密闭空间，为

防止大量泄漏或蒸发导致缺氧，需加装氧气含量报警表。 

第十一条 需要同时使用大量气瓶的单位，应在主体建

筑物之外设置符合要求的集中存放处，根据气瓶介质情况采

取必要的防火、防爆、防电、防毒、防辐射等措施。窒息、

可燃类大型实验气体罐必须放置在室外，配有通风、干燥、

防雨设施，远离火源和热源，设置隔离装置、安全警示标识。 

第四章  压力管道管理 

第十二条 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

气体或者液体的管状设备，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 

2.输送气体、液化气体、蒸汽介质或者可燃、易爆、有

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介质； 

3.管道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50mm。 

公称直径小于 150mm，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 1.6MPa

的输送无毒、不可燃、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

管道除外。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压力管道必须由有资质的

公司设计和施工，未经监督检验和竣工验收合格的不得投入



运行。 

第五章  起重机械管理 

第十四条 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

并水平移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 

1.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0.5t； 

2.起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且提升高度大

于或者等于 2m。 

第十五条 起重机械要标有运行通道、张贴警示标识，

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 

第六章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管理 

第十六条 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以下简称场车)，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

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

辆，包括机动工业车辆和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 

第十七条 场（厂）机动车应取得《厂内机动车辆监督

检验报告》方可使用。使用者应取得相应安全作业资格后持

证上岗。 

第七章  电梯管理 

第十八条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由依照本规定取得许可

的单位或者电梯制造单位进行。 

第十九条 电梯应当至少每 15 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

调整和检查。 

第二十条 保养单位（物业公司）应当在维护保养中严

格执行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



安全技术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

全。 

第二十一条 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

保养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在 1 个小

时内赶赴现场，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 

第二十二条 电梯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应当配备专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其他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应当根据情况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第二十三条 电梯投入使用后，电梯制造单位应当对其

制造的电梯的安全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了解，对电梯的

日常维护保养单位或者电梯的使用单位在安全运行方面存

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并提供必要的技术帮助。发现电

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向学校基建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