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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压管网分公司（100011）刘  瑶

规范高压燃气全过程安全管理
保障高压管网稳步建设和发展

摘       要：  燃气安全是社会安全重要组成部分，高压燃气在城市公共安全中尤其重要。本文就北京市

“十二五”期间，高压燃气管网迅猛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运行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重点

围绕管网运行安全，从燃气稳定供应和社会影响等多角度、多方位分析和阐述。同时，对解决种

种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新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适应北京高压燃气迅猛发展，保

证高压燃气管网的安全稳定供应，切实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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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五”北京高压燃气整体规划

“十二五”期间，本市四大燃气热电中心（东北、

西北、华能、草桥）陆续建成投产，居民用户规模将不

断扩大，天然气应用将再度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按照规划，至2015年，本市天然气消费量将由2010年

68亿m3增至2015年180亿m3，天然气在本市能源结构

比例从目前13.1%提升到20%以上。全市常住人口天

然气气化率达95%以上，远郊区县达60%以上。

为保障用气，燃气设施建设将稳步进行。陕京

一线、二线、三线等基础气源保障，将在“十二五”

初期完成建设。陕京四线和大唐煤制气项目的北京

编者按：

为满足城市燃气发展的要求，全国各地先后建设和运行了2.5MPa以上压力燃气管道，其间建设

和运行量不断加大，而城市燃气企业对2.5MPa以上压力燃气管道的运行时间较短，经验不足，同时

相关标准、规范也有待完善，各地在2.5MPa以上压力燃气管道设计、施工、管理中逐步暴露了一些

问题，相关单位做了有益的探索。为总结经验、沟通信息，推动提高2.5MPa以上压力燃气管道的安

全水平，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11月7日~9日在北京农展馆宾馆组织召开了

“城市燃气2.5兆帕压力以上燃气管网安全技术研讨会”，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刊载研讨会的部

分论文供参考，希望大家积极探索并提出宝贵意见。

 “城市燃气2.5兆帕压力以上燃气管网安全技术研讨会”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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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接受工程及外部地下储气库建设，唐山曹妃甸液

化天然气项目及进京管线的建设，也将逐步完成。到

2015年，将形成“三种气源、六条通道、两大环线、

九座门站、六种级制”的多源、多向、多级燃气供应

接收体系。

1.1  目前北京市在运高压燃气管网基本数据

截止2012年11月，在运高压A门站3座（另有2座

门站正在建设中）；高压B门站2座；储配站5座；高

压A调压站11座；高压B调压站、箱42座；次高压A

站、箱125座。管线基本数据：高压A管线188km，运

行压力3.9MPa；高压B管线396km, 运行压力1.5MPa,

即将升压至2.2MPa；次高压A管线619km, 运行压力

0.8MPa。

1.2  实现次高压A以上（含）管网24h监控管理

随着管网用户及负荷增加，管网监控数据的采集

和监控尤其的重要和关键。目前，高压管网次高压A

以上级制的所有调压站、箱都安装了远程监控。设备

运行状况、压力、流量、温度等均可通过无线网络上

传至集团运营调度中心和分公司调度中心，进行24h

全天候监控，及时有效地掌握管网运行整体情况。当

设备发生故障时，通过声光报警装置能够保证及时有

效的处置和应对。

2      高压燃气管线在各阶段安全管理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

2.1  燃气管网在安全设计及施工方面存在的问题

城市燃气管网的安全设计以及施工，对管网投产

后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燃气管

网安全稳定供气和运行管理质量。目前，实际工作中

存在如下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1.1 新建高压A重点大用户未采用单独管线供气

2012年投入运行的华能热电厂和草桥热电厂，

气源均来自六环原高压A管网，造成几个较突出的问

题：（1）热电厂在冬供期间的用气负荷特点可能会

对高压A管网的输气能力造成影响；（2）新管线通气

作业需将高压A管网停运，注氮吹扫。施工成本高，

耗时长，同时造成大量天然气能源的浪费。

2.1.2 已建门站和高压力级制调压站的配套设施不健全

公司一直关注日常生产安全和消防安全。但由于

前期施工和设计缺陷，造成许多隐患，例如，目前启

运的通气门站均无消防主管部门验收，消防栓无消防

水，调压站无水无电等实际情况。受其限制，许多安

全隐患在帐多年无法解决，给安全管理工作带来较大

压力，形成被动局面。

2.1.3 高压A、B管线更多进入人口聚集地

随着燃气迅速发展及用户用气增加，高压A、高

压B管线离人民生活区域越来越近。明年即将投入建

设和运行的东北热电中心和西北热电中心，均按四类

地区设计。压力高，风险高，给日常供气，特别是冬

供期间的安全管理与抢险带来一定隐患。

2.2  法律法规执行力不够强，相关技术标准不够完善

2.2.1 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

目前执行的法规是国务院2011年3月1日起实施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因人们对条例知晓程度，特

别是对燃气重要性和危险性认识不够，当涉及一些个

人或集体利益时，因燃气企业无执法权，造成无法执

法或执法力度不够的局面，对燃气设施运行管理特别

是高压管线运行管理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2.2.2 现行标准已不能完全指导高压力级制管网施工

与运行管理

目前，管线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维

护抢险大多依据GB50028和DB11/T302—2005。高压

力级制管线的迅猛发展，所依据的 “国标”和“地

标”各项规定中针对三级和四级地区的相关标准已不

够详尽。规范中提到四级地区不宜铺设大于1.6MPa，

但目前高压A管线的铺设已突破标准，高压A管线进

入四环人口密集区，急需明确高压A与高压B管线市

政设施的距离，指导今后施工与运行管理。

2.2.3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未针对不同气体制定单独技

术规范

燃气由于成份不同，施工、使用存在较大差异，

应针对不同气体制定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

理、维护抢险等，制定全国统一技术规范，指导实际

工作。

2.2.4 燃气临时占地后的运行和管理无明确法律法规

保护

燃气建设中，最基础的管线施工均为临时占地。

但占地后对管线上方的安全距离有很详细的规定，容

易造成管线管理方与土地产权方的矛盾，给燃气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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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造成很大的难题。

例如：高压A管线施工临时占地大约是管线周边

3m、4m范围。但投入运行后燃气管道距建筑物的距

离按三级地区技术标准是管线两侧8m~17m。由此管

线管理方与土地拥有方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

2.3  生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燃气迅猛发展，燃气功能也随之改变，从

居民使用占主导地位，发展为以供电厂、锅炉使用为

主，近年来出现如下新问题：

2.3.1 设备内部冻堵

2011年冬供期间，因供气气温、供气压差等因

素，远郊区县门站、调压站高压A、高压B和次高压A

等系统调压器内部结冰，出现冻堵现象，导致调压器

不能正常工作。见图1、图2。 

  

2.3.2 设备外表结霜

常营、姚家园、天竺调压站3座调压站中压出口

管线陆续出现结霜冰冻现象，随着天气回暖，调压站

内管线结霜情况有所好转，但出站闸井结霜情况更加

严重。见图3、图4.

  

冻堵现象已严重影响北京市冬供期间正常供气。

面对管网日益凸显的设备冻堵现象，高压管网分公司

在近年冬供中，采取以下几种临时措施，保证了不间

断燃气供应：

（1）对调压器系统采取加装伴热带等保温措

施，见图5。

（2）使用带加热的调压器指挥器 ，见图6。

（3）采取定期的倒换调压器运行台的方法。

  

图2  调压器阀口的冻堵

图1  信息号的冻堵

图3  闸井内设备表面结霜

图4  调压站中压管道表面结霜

图5  对调压器系统缠绕伴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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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管道发生较大程度变形

通州高压A 案例，见图7、图8。

通州调压站于2006年11月19日建成投产，设计进

口压力4.0MPa、设计流量40万Nm3/h；其中系统一高

压B出口设计压力2.5MPa、设计流量25万Nm3/h；系统二

次高压A出口设计压力1.6MPa、设计流量10万Nm3/h；

系统三中压出口设计压力0.4MPa、设计流量5万Nm3/h。 

  

2.3.4 施工破坏

根据集团公司生产运营管理体系管理规定要求，

2.5MPa（含）以上管网列为一级管线及设施，每日

巡视一次，主要检查管网安全保护范围内有无地面塌

陷，有无易燃易爆物品、有无建（构）筑物占压、有

无施工迹象、有无燃气异味、其他燃气设备设施状态

是否完好、消防器材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由相关人员及时进行处理并上报。近年

来，野蛮施工造成燃气管网泄漏时有发生，给城市居

民安全带来潜在安全隐患，案例如下。

案例一：2009年8月16日下午，大兴区京开高速

双星桥东侧兴洲通物流园大院内，道路建设勘探人员

在勘探时，不慎将高压B（2.5MPa  DN700）燃气管道

钻漏，导致大量天然气外泄。见图9、图10。

  

高压管网分公司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调集多部门百

余名抢险救援人员、数十部抢险车辆赶到现场处置。

经现场调查，事故起因为北京公路联络线有限公司委

托河北某公司马西路南延勘探过程中，不慎将天然气

管线钻穿，造成天然气泄漏，肇事勘探队员及负责人

当即被警方控制。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8.6万元。

事故主要原因：施工方在勘探实施前未与我公司

及下属单位取得联系。且未认真进行燃气管线位置调

查，贸然施工。

案例二：2011年8月25日，西三环花园桥玲珑路

图6  使用带加热的调压器指挥器

图7  穿地管整体向上提升了10cm

图8  调压支线上的截门整体脱离支架

图10  被钻漏的高压B燃气管线

图9  钻漏高压B管线的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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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A管线被钻漏（见图11、图12），发生燃气泄漏。经

核实为地铁六号线施工，地面有塌陷，钻孔打桩注浆

做加固，打孔过程中将DN500次高压A管线打漏。施

工单位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开挖后检

查发现三处破损，其中一处造成漏气点、一处造成管

壁减薄，一处防腐层破损。由工程所对漏气点进行修

复部位补焊，对两处管壁薄弱点，进行修复补焊。

案例三：2011年5月20日，太和桥西侧南六环高

压A燃气管线附近施工方进行污水管道（管径DN1 000）

南北方向顶管作业，将交叉的燃气管线DN1 000管道

8点和9点间位置损伤（见图13、图14），造成管道长

0.3m，最深处约7mm左右的一道沟，没有出现燃气泄

漏。总承包施工单位北京市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

工承包分包单位为某施工租赁公司。9月5日~28日停

气置换，不带气完成太和桥事故的修复工作。

2.3.5 管线腐蚀漏气

2011年1月24日，运行人员在开展检测过程中，

发现南三环方庄桥东有燃气浓度。经长期监控，于

4月18日开挖。随着防腐层剥离，密密麻麻的腐蚀点

出现在长约2m的管段上，工程所修复完成后，大大

小小的补丁共有15处（见图15、图16）。在先后完成

管线漏点修复、防腐层检测、壁厚检测、加装牺牲阳

极保护装置、加装信息球和碳纤维补强等作业后，抢

修作业全面完成。

图12  被钻头划伤的燃气管线

图11  被钻漏的燃气管线

图14  被钻头划伤的高压A燃气管线

图13  在运的高压A燃气管线

图15  开挖后腐蚀严重的次高压A管线

图16  对腐蚀管线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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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建议

3.1  针对设计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1）设计施工时应结合北京市城市规划，高压

A燃气管线应避开大型居住区规划用地、国防军队边

缘、市政其他管线、公路、地下构筑物等，保证高压

管线的真正安全。

（2）设计前期尽量将这些待规划建设的用户做

预留，防止全线停气吹扫作业，节约能源和对管网工

况的影响。

（3）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尽量解决完善门站、

调压站等的用水、用电、采暖、消防通道等问题，保

证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使用。

3.2  提高法规制度执行力，对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细化

（1）通过多种渠道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加

大宣传，让燃气周边用户知晓燃气的重要性和危险

性，自觉遵守条例的要求。

（2）增加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遇到违章行

为时能够确保及时有效的执法，保护燃气供应的安全。

（3）对适用于1.6MPa（含）以上压力级制输气

管线的各项安全防护的技术标准和规范需进一步明

确。制定针对城镇高压力燃气管线具有指导性和参照

性的技术标准，明确城镇新建市政管线、地上建筑

物、地下构筑物、绿化、公路、桥梁等的防护距离，

以有别于长输管线相关安全防护技术标准。便于运行

管理方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提供准确合理的安全

距离及防护距离标准。

（4）应针对临时占地土地管理，出台相关法

规，明确在运燃气管网所涉及的安全及防护距离内土

地的权属。

（5）城镇燃气设计规范针对不同气体制定单独

技术规范。

3.3  针对设备设施冻堵现象采取有效措施

（1）完善管网布局，使管网工况各调压站的出

气更合理，防止出现极端的用气不均衡。如：有些站

超负荷运行，有些站不出气的情况。

（2）设计地处偏僻调压站需保证有供暖，从而

减少由于外界低温影响造成冻堵。

（3）设计上减少跨压力级制的工艺，可减少相

应管道结霜情况。

（4）在今后建设的门站、远郊区县的调压站采

用水浴式加热方式提高燃气温度。

（5）加强施工质量的监督，保证管线在施工中

管道中不进水。

3.4  针对施工破坏和腐蚀漏气，加大监控和政府处罚

力度

（1）加强管网运行管理，进一步完善施工配合

流程，在企业各级管理部门层层落实。

（2）由政府相关部门给施工单位建立长期有效

的黑名单，对未上施工作业平台的施工进行登记加强

管控。

（3）针对第三方破坏完善相关法规，加大处罚

力度。

（4）加大社会宣传，对开挖施工形成社会性齐

抓共管和群防联动机制。

（5）明确城乡结合部城管的执法职责。

（6）寻求除城管外其他政府执法部门的支持。

（7）加大管线的泄漏检测，有针对性的加密对

老旧管线、违章占压管线的检测、监控和技术改造。

4     结论

燃气运行管理要重视结果，更要重视过程。首都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燃气事业大发展带来机遇，但

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意识到挑战与机遇并存，高压

A、B压力级制的燃气管线及未来超高压燃气级制的

出现，对燃气管网管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加大社会宣传，加强高压燃气在设计、

施工、运行等全过程的安全管控，同时提高职工的安全

意识，依靠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做好各项工作预防

性管理，紧抓危险源和隐患管理，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确保首都高压管网稳步建设和迅猛发展并进。

主办：中国城市燃气协会信息委      咨询电话：010-62032933

为促进会员单位信息的交流和发展服务             

刘   瑶·规范高压燃气全过程安全管理 保障高压管网稳步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