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式炉安全事故的发生与产
品质量、使用环境、操作方式等都
有关系，当前卡式炉这一产品仍
然在多个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产品质量把关不严。广东
燃气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欧阳健民告诉记者，卡式炉这
一产品依据的标准主要是 GB/
T 38522—2020《户外燃气燃烧
器具》，但这一标准是推荐性国
标非强制性国标，卡式炉的生产
过程监管也不受3C强制认证或
生产许可证制度的约束，因此产
品在质量和安全性能的把关上
过于宽松。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正规厂
家的正规产品相对来说安全性能
更高，如一些产品会配备过热保
护装置、过压保护装置，一旦气罐
过热或压力过高，会自动切断供

气，保障使用安全，但小厂产品、
劣质产品或是没有配备安全装
置，或是安全装置无法达到应有
性能，关键时起不到保护作用。

卡式炉所用气罐的质量也直
接关系到使用安全。有从业者表
示，卡式炉气罐要求95%以上是
丁烷，但有商家为了节省成本，以
次充好，在罐中混入大比例丙烷，
使卡式炉能承受的气压、温度更
低，更易爆炸。此外，气罐本身所
用材料优劣、接缝处是否牢固等，
也都会影响使用时的安全。

部门监管存在盲区。卡式炉
的监管主要归口于市场监管部
门，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
在积极通过抽检、巡查等方式加
强对卡式炉的监管，但目前市场
监管部门在人员配备、检测能力
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有业内人

士表示：“抽查是抽了，但检测能
力不行、检测项目不全，发现不了
企业的问题，难以实现对质量的
有效把控。”

公众安全意识不足。太原市
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薄
涛表示，相当多数量的安全事故
与使用者安全意识不足、操作不
当有关。如使用时未注意卡式炉
周围有遮挡、容易影响散热；使用
有明显变形、有漏气风险的气罐；
不注意气罐使用期限；私自改装
炉具；使用的锅具明显大于炉具
等，都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电商平台上，商家对卡式炉
的展示页面中，多以“安全防爆，
终身质保”“安全保护”“多重防
爆”等宣传语展现产品的安全性，
但对具体的使用注意事项则提醒
较少。

各环节存在安全隐患

小卡式炉缘何问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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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士表示，随着卡式炉
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使用日益普
及，对此类产品的安全监管也亟
待加强。需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
体系，特别是推进强制性国标的
制定和出台，推动卡式炉产品纳
入 3C认证或生产许可证管理范
围，从源头把控好产品质量和安
全性能。

“只有产品足够安全，才有消
费者的安全。”叶静表示，相关部
门应当加强执法检查，打击假冒
伪劣、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提升检测能力，让监管更精准、更
有效。

浙江一家卡式炉生产企业负
责人表示，针对产品的安全痛点，
企业也在加大研发力度，不断改进
设计和生产。“随着市场的不断扩
大，企业会更愿意投入研发，做出
更安全的产品。”上述负责人说。

欧阳健民提醒，卡式炉的设
计和制造均按户外产品的要求进
行，而家庭餐桌、餐厅等室内场所
对燃具有更高的要求，如必须带
有熄火保护装置等，因此卡式炉
的使用场所应仅限于户外，这应
当让更多公众知晓。

薄涛等受访人士提醒，消费
者要从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处购

买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识信息，
要选择装有过压保护装置的产
品，定期检查过压保护装置能否
正常使用；使用时要仔细阅读说
明书、警示信息等，检查气罐是否
在有效期内，并且没有损坏或泄
漏；不能将罐体倾斜、倒置，不能
私自拆卸改造燃具；使用时要远
离其他热源和易燃物。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大
锅小灶’。”薄涛提醒，锅具的底盘
如果大于炉体，会使热量通过锅
具传递到气罐处，导致罐内温度
上升引发爆炸。

据新华社

户外“神器”卡式炉，有哪些安全短板？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邹凯杰
记者 陆文杰）近日，常州两名女子
都因为呼吸“中毒”，一天内两次
被送入常州七院急诊科。在医护
人员的安抚和指导下，两人调整
情绪和呼吸，身体逐渐恢复。

18岁女生小丹（化名）凌晨时
突然感觉四肢麻木，家人连忙把
她送到常州七院急诊，被诊断为

“过度通气”。在医护人员的指导
下，小丹调整了情绪和呼吸节奏，
等身体恢复就离开了。但当天下
午在体育课上，小丹跑完步后又
感觉胸闷、手脚发麻，休息后没有
明显好转，再次被送到常州七院。

“小姑娘来的时候很紧张，手
像鸡爪一样蜷缩着伸不开，这是
呼吸‘中毒’的表现。这不是疾
病，只是紧张引起的身体反应。”
常州七院急诊科护士长胡敏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呼吸“中毒”其实
是情绪激动、剧烈运动后突然感
到头晕、手脚发麻甚至呼吸急促
到喘不过气的情况，这是身体发
出的“过度通气”警报。

就在同一天，21岁女子小萍
（化名）也因呼吸“中毒”两次被送
到常州七院。“第一次来，她的手
也是呈鸡爪状，是被朋友抱着送
过来的，表现得很紧张，也是属于

‘过度通气’，经过调整呼吸就恢
复了，但三个小时后又因为同样
的情况来医院。”胡敏说。

据了解，过度通气是指呼吸频
率过快，导致体内二氧化碳排出
过多，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的一种
现象。常常表现为：呼吸急促、头
晕、口周和手脚出现麻木及针刺
感、鸡爪手、手足抽搐、肌震颤、晕
厥等。过度通气的原因包括焦
虑、恐慌、运动过度、低血糖等。
患者常主诉窒息感，多有情绪压
力的诱发事件。

“过度通气不需要用药，只需
要调整呼吸。当出现过度通气症
状时，首要的是冷静下来，调整呼
吸。进行呼吸训练，如腹式呼吸、
深呼吸等，帮助患者掌握正确的
呼吸方式，减少过度通气的发生
率。紧急情况可以尝试用一个纸
袋（或口罩）捂住口鼻，生活中随
处可见的塑料袋也可以使用。”胡
敏提醒，症状无法缓解时，请拨打
急救电话。

两名女子呼吸“中毒”，一天内两进医院
专家表示，不需用药，只需调整呼吸

记者 8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获悉，近日印发的《老年医学科
建设与管理指南（2025年版）》明
确要求有条件的二级及以上综
合医院要开设老年医学科，并细
化科室设置、人员配备、服务模
式等标准。

新版指南在2019年试行版基
础上修订而成，强调老年医学科
应当以老年患者为中心，强化老
年人群重点疾病的早期筛查与早
诊早治，在做好各种疾病诊疗的
同时，规范开展老年综合评估，强
化老年综合征管理与共病处理，
加强安全用药指导，关注老年人
心理健康，最大限度维持或改善
老年人功能状态、提高其独立生
活能力和生活质量。

根据新版指南，老年医学科应
当设置门诊诊室、病房、综合评估
室。三级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住
院床位数不少于20张，二级综合
医院不少于10张。老年医学科门
诊、病区及相关公用场所应当执
行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适老化改造，符合老年
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
求。同时，应当配置基本抢救设
备，包括气管插管设备、简易呼吸
器、心电监护仪、心脏除颤仪等。
鼓励医院设置辅助洗浴设备、电
动护理床、自主转运装置、肠内营
养液输注泵、康复训练设备等。

新版指南要求，老年医学科要
逐步建立多学科团队工作模式，
根据临床工作需要，主动吸纳内
科、肿瘤、中医、康复、精神心理、
护理、药学、营养等各专科医护人
员，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共病诊
疗特色服务，积极应用中医适宜
技术和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推
动老年医疗服务从单病种诊疗模
式向多病共治模式转变。

在人员配备方面，老年医学科
每张病床应当配备医师不少于0.3
名，配备护士不少于0.6名。老年
医学科医师配置应当确保落实三
级查房制度。鼓励医院配备康复
治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临
床药师等人员。 据新华社

有条件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要开设老年医学科

五一假期期间，北京的陈先
生与邻居两家人在野外烧烤时，
所用卡式炉突然爆炸，导致7人
不同程度受伤，其中严重的住院
治疗。据当事人描述，爆炸瞬间
毫无征兆，炉具刚购入一个月，
仅是第二次使用。

卡式炉，又称便携式丁烷气
炉，是一种以灌装丁烷气为主要
燃气、用火进行直接加热的非固
定烹饪厨具。浙江省燃气具和厨
具厨电行业协会秘书长叶静介
绍：“前些年卡式炉主要应用于
餐饮行业，方便对火锅、干锅等
食物进行持续加热，但近年来，
随着户外活动的兴起，卡式炉快

速进入家庭场景，越来越多的年
轻消费者购买卡式炉用于户外烧
烤、煮食。”

记者登录某电商平台看到，
卡式炉产品在“野餐用品热卖
榜”等榜单上名列前茅，品牌主
推产品普遍销量过万，最畅销的
一款销量超过20万，不同品牌卡
式炉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
等，气罐价格在10元上下，商家
多以“露营野餐必备”“烧烤火
锅”“户外便携”等为卖点。

在卡式炉进入寻常百姓家的
同时，相关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今年4月6日，河北石家庄一女子
在户外露营烧烤，卡式炉突然发生

爆炸，桌上食物及锅具被炸飞，所
幸人员没受伤。今年2月25日，
河南一烤肠摊位所用卡式炉发生
爆炸，没有人员伤亡。2024年12
月10日，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发
视频称，自己在户外用卡式炉烧水
时被炸伤。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看到，
仅2025年以来，就有多名消费者
反映卡式炉安全问题，包括漏
气、多次起火、瓶身变形，以及卡
式炉爆炸导致家人头部手部被炸
伤等。电商平台部分商品评价
中，也不乏消费者反映遭遇卡式
炉质量问题，有网友称产品爆炸
伤人。

产品安全才能保障安全

近年来，随着“户外风”劲吹，卡式炉因便

携、易用等特点成为户外烧烤、露营的热门装

备，被称为户外“神器”。但与卡式炉相关的安

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卡式炉有哪些安全短板？

该如何安全使用？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胡敏
建议，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
防过度通气的关键。规律作息，
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增强心
肺功能；学会情绪管理，通过培养
兴趣爱好、与朋友倾诉等方式释
放压力；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积极治疗原发病，定期复查，也能
有效降低过度通气的风险。

专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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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脚出现麻木及针刺感、
鸡爪手时，首先要冷静，然后调
整呼吸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