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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需应变的智慧化管网平台建设

1     前言

在天然气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城市燃

气企业承受着巨大的天然气保供压力。如何在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实现用户、政府、企业等多方利益的最佳

平衡，实现城市天然气资源调配快速响应，是值得城

市燃气企业研究的课题。

重庆燃气集团随需应变的智慧化管网平台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高效、科学、均衡、

安全”的天然气资源配置方针，以信息技术和自动化

技术为支撑，建设基于网络的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的输配管网，以输配管网数据采集与监

视控制系统（SCADA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系

统）、仿真系统为一体的管网资源信息管理平台，达

到管网运行管理的智慧化，支持科学决策，实现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企业社会责任需要、满足客

户需要、满足企业战略发展需要的随需应变、高效合

理的天然气资源配置目标，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实现多方共赢。

2     管网建设与运行智慧化管理的技术架构

重庆燃气集团结合行业特点，融合先进理念，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搭建由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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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广域网与各监控站点
建立通信，获取燃气管网
运行的实时数据，实现各
站点、重点终端用户的本
地或远程控制，完成对全
管网数据集中监控和调度
管理 。

建设重庆市主城区天然气
管网地理信息专用系统，
实现全管网矢量数据的集
中管理，实现紧急事故分
析、管线完整生命周期管
理、管网强制巡检管理等
功能。

在SCADA系统和GIS系统
的基础上，实现仿真模
拟、预测、离线决策、辅
助设计等功能，为调度决
策、规划设计的优化提供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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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组成的城市燃气管网建设及运行

智慧化管理平台,实现随需应变的资源配置。

感知层——构建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

的输配管网。

网络层——由通讯网络（GPRS/CDMA、ADSL、

光纤网络等）与RTU控制系统网络相连构成通信网络

系统。 

应用层——输配管网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CADA系统）、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仿真

系统为一体的管网资源信息管理平台。

3     管网建设与运行智慧化管理的目标体系

3.1  实现随需应变的资源配置

（1）随社会责任需要的资源配置。重庆燃气集

团根据重庆市《供气应急保障预案》，对资源配置实

行分类供气保障制度，在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的同时满足了各类客户需求。

（2）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按重庆

市产业改革导向，重庆燃气集团在资源配置时支持低

耗能、高附加值的产业，限制发展高耗能、低附加值

产业，节约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3）随客户需要的资源配置。重庆燃气集团按

供气保障的重要程度不同，把客户分为居民、工业、

商业、集体、医院、学生公寓、CNG加气站等7大类

20小类，并为每位客户建立了档案，记录客户历史用

气情况，便于预测客户用气量，提供准确的资源配

置。

（4）随企业发展战略需要的资源配置。重庆燃

气集团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在天然气资源充足时满足

供销差价大的企业的用气需求，降低成本，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

城市燃气企业围绕以上4个方面的目标，根据资

源状况、经济环境及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建立

相应的模型，选择管网建设及运行管理的最佳方案，

对资源配置适时做出调整。

3.2  实现管网建设与运行管理智慧化

重庆燃气集团建设了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以

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的实时数据为运行工况，建立仿

真模型，为规划设计、管网建设与运行搭建了智慧化

平台的管理平台，实现了专家预测和智能决策。管网

的数据集中，支持深层次的挖掘分析，从而使得资源

配置、管网运行管理持续优化。

4     智慧管网建设的实施

4.1  加大管网设施建设

（1）改造管网架构。重庆燃气集团根据重庆市

发展，对埋地管网进行统一规划，实施了老旧管网改

造和新管网建设，并将新旧管网整合，将以往调峰能

力差的支状管网逐渐变为由高压、中压、低压组成的

三级环状网，实现整个管网互联互通，彻底消除供气

末端气问题。

（2）增强调峰手段。重庆燃气集团新建了头塘

储配站、扩建了六店子储配站，新增了80万m3的储气

调峰能力，不仅实现了“削峰填谷”，管网负荷更加

均衡；还提高了储气能力，管网的资源配置能力得到

加强。

4.2  数字化管网资料

针对管网资料不全，管理混乱的现状，重庆燃气

集团对管网资料进行了全面梳理，建立了管网的生命

周期档案。首先，对已有管网竣工图进行数化,累计

数字化图纸4 500张，管线6 000多km。其次，委托勘

察设计院对管网进行勘测。最后，将数化的图纸与勘

测的情况比对，通过连通性分析、坐标配准等多种技

术手段，形成集团公司地下管网的矢量化数据档案。

4.3  实施管网智慧化改造

重庆燃气集团对所有站场进行了自动化改造，装

备了自动阀门、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差压变送

器等先进设备，建立了与集团总部的通讯线路。通过

自动化改造，能对站场工艺进行全面、实时监控，达

到本地或远程的自动控制，并在集团公司调度中心及

职能部门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共享和智能化的识别、监

控和管理。

4.4  建设信息系统

重庆燃气集团注重新技术运用，结合实际情况，

建设了各类信息系统，建立了完整的数学模型，为实

现管网运行管理智慧化打下基础。2003年-2007年，

集团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地理信息系统（即GIS系

统），实现了埋地管网的跨生命周期的管理；建设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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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管网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即SCADA系统），已能

对主城70多个站场和重点终端客户、所有CNG加气站

进行监控，实现对各类站场数据、终端用户数据、管

网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提高管网运行监控能力；建

设仿真系统，建立主城区高/中压主线管网的在线模

型，能对管网运行情况进行模拟、预测，实现优化天

然气资源的配置方案。

5     管网运行智慧化管理

5.1  各级管理智慧化

重庆燃气集团通过实施管网智慧化建设，运行管

理扁平化，由粗放型、经验型管理向精细化、智慧化

管理转变。

基层管理人员借助智慧管网，能实时了解管辖

区域内的站场、管网运行状况，对调度指令能快速执

行，及时反馈。高层管理人员能掌握集团公司整体管

网运行状况，预测负荷变化情况，了解重要客户用气

需求，能优化天然气资源配置方案，及时满足客户需

求。

5.2  优化管网建设维护决策

重庆燃气集团借助地理信息和仿真系统能测算

出在满足管网运行压力的情况下，投入成本最少的方

案，为规划设计提供了智慧化的管理平台，集团投资

决策科学化，降低建设成本，保护企业投资。配备先

进技术设备，实现了对管网的安全评估，并可将巡

线、维护、抢险等信息进行记录，通过计算预测管道

运行情况，发挥管道最大效能，为领导决策管网的改

造和维护提供科学依据。

5.3  优化资源配置决策

重庆燃气集团通过使用仿真系统，辅助各级管理

人员的资源配置决策。仿真系统以输配管网数据采集

与监控系统采集的现场实时数据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的

管网数据为基础参数，对管网的各种状况进行模拟分

析，达到智能模拟管网运行情况，预测管网负荷、终

端用户负荷，为资源配置选择最佳方案，提高资源配

置的准确性。   

6     结语

重庆燃气集团通过实施随需应变的管网建设与运

行智慧化管理，对创新城市燃气行业资源配置管理模

式进行了有效探索，增强了城市燃气供应保障能力,

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同时满足不同层次的差异化

需求，有效提升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支持了企

业可持续发展。

然而，由于城市管网的复杂程度较高，在城市燃

气智慧化管网建设及运行管理中建立准确有效的数学

模型还存在巨大困难，重庆燃气集团凭借30多年的城

市燃气运营管理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不断摸索规

律，将为形成更加准确有效的数学模型，高效均衡的

城市燃气智慧化管理平台不断探索。

工程信息

山 东 省 邹 城 市 燃 气 总 公 司 天 然 气 加 气 站

（CNG）于2011年3月30日置换成功并试运行。

该站于2010年9月开工建设，建有储气竖井3座，

储气能力为3 000m3，日供气能力为2万m3，是邹

城市第一座压缩天然气（CNG）标准站，气源为

管道天然气直供，经深度脱水装置干燥后进入压

邹城市燃气总公司天然气加气站试运行

缩机进行三级压缩而成，具有质优、量足、价平

等优点，可相对增加综合运距。该站可为汽车加

气、CNG撬装车充装等，另外，当上游气源紧张

或紧急抢修停气时，可向管网短期输气或管网供

气调节，对于保障全市民用户安全、稳定用气具

有重要意义。                                            （陈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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