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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泰能燃气集团（266000）杨济宁

基于GIS系统的燃气多业务系统
数据整合应用探讨

摘       要：  本文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SCADA系统和CRM系统数据整合思路，分析了

三系统数据整合共享的方法，探讨了由此带来的燃气信息化技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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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的天然气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不

断提高，燃气客户对燃气企业的服务水平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燃气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扩张也

对自身的综合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青岛泰能燃气集团是青岛国有能源基础产业

集团，集购气、销售、调度、管网输配、客服服务

为一体，担负着青岛市区燃气安全生产和服务供应

重任。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逐步建立了办公自动

化（OA）、燃气管网监控（SCADA）、地理信息系统

（GIS）、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车载GPS应急

指挥调度系统等各类业务管理系统。由于建设时间不

一致等多种原因，导致这些系统之间一般相互独立，

形成了信息孤岛，难以获取系统融合的综合效益。如

何在接到各渠道的故障报修电话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安

全抢修车辆和人员到达现场，降低次生灾害的发生。

如何让抢修人员在达到故障现场以后快速制定抢修方

案，以保障城市供气安全，提升应急处理能力。

我们经过探索，初步完成了基于GIS系统的燃气

多业务系统的数据整合，形成了新型的燃气管网及用

户数据模型，为城市燃气供应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保障和信息支撑平台，是提高燃气企业综合管理水平

的新的技术支撑。

2     各系统数据的共享

青岛燃气的GIS系统是基于全市行政区划、建

筑、道路、河流等基础地理信息的城市燃气管网空间

数据管理平台，是地下燃气管网的可视化信息管理平

台，可以实时掌握地下燃气管线、设备的情况。

SCADA系统是对燃气门站、中低压燃气管网、

远程重要阀门的实时监控平台。通过SCADA系统，工

作人员可以在调度中心实时查询门站供气量和供气压

力、燃气管线的压力流量情况、LNG储配站的储气量

等基础数据，可以根据采集到的基础数据做到事前预

防，提前采取应急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CRM系统为用户提供入户、过户、维修派工、

客户服务等业务服务，具有完整的用户基础信息。通

过对CRM系统各类数据的分析汇总，可以实现对燃气

对外服务的全程监控；也可以通过对热线的主要指标

（呼入量、响应时间、等待时间、服务等级等）进行

量化考核，提升整体对外服务水平。

GPS应急车辆指挥调度系统是在应急抢修车辆

上装载GPS模块和无线通信新系统，把车辆的位置和

任务状况通过移动GPRS网络实时传送至指挥调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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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并将信息显示在GIS系统中。

以GIS系统为基础信息平台，挖掘上述三系统的

数据，进行数据的整合应用，将实现管网运行数据、

基础物理数据、客户资料、应急抢修信息有效的对

接，对于提高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水平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1  系统数据对接图

2.2  GIS系统与SCADA系统的对接

在GIS系统和SCADA系统中，统一调压站、阀

门等的编号，并建立基于两系统的中间数据库。将

SCADA系统采集的数据实时写入中间数据库，GIS系

统按照一定频率从中间数据库中调用SCADA系统采集

存储的数据，实时显示于GIS系统中，并利用颜色进

行供气压力的表示。

GIS系统充分反映了燃气管网及燃气设施的分布

以及属性，能够直观、清晰、完整、准确地反映燃气

管网的基本情况，但是这些基础信息均属于静态信

息，对于动态的信息、管网流量、压力等信息无法获

取，GIS系统与SCADA系统对接后，从以前的静态信

息系统变成了动态信息系统，确保了GIS系统中的燃

气管网和设施运行数据是当前最新的数据，也将为以

后的管网数据建模和数据智能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

（如图2）

 2.3  GIS系统与CRM系统的对接

在早期的系统中，由于用户的属性信息不完整，

我们采用了在CRM数据库中增加用户所属调压站的属

性的方式，通过此种方式，当出现燃气管道泄漏抢修

问题时，可以通过GIS系统中的爆管分析，分析出泄

漏点所影响的调压站，调用CRM系统中的具有此调压

站属性的用户。当泄漏点出现在主干管网上时，这种

方式本身没有问题，但当泄漏点出现在枝干网上时，

会出现分影响的用户数大大超出实际影响用户数的问

题，实时分析数据的准确性较低，为解决这个问题，

在后期的系统中，我们采用了在“用户—立管点”的

数据模型，解决了此类问题。

在GIS系统中，设置单元立管的入户点为最小单

元；在CRM系统中，增加燃气用户所属单元立管入户

点的属性；当出现燃气管道泄漏抢修问题时，可以通

过GIS系统中的爆管分析和连通性分析，分析出泄漏

点所影响的单元立管入户点，通过调用CRM系统中的

具有此入户点属性的用户，分析出所影响的用户数，

并调用短信平台接口将停气通知实时发送至用户手机

中。此种方式，提高了影响范围用户的准确性，并缩

短了通知用户的时间。具体的过程如图3。

2.4  GIS系统与GPS系统的对接

车载GPS终端接收GPS信号以后，通过移动GPRS

网络将应急抢修车辆的地理信息实时发送至调度指挥

中心，通过GPS系统与GIS系统的中间数据库，GIS系

统实时读取车辆的地理位置，并将其显示在电子地图

上。（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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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共享的实际应用

3.1  停气通知的应用

由于计划性检修、突发性燃气事故等各种原因，

燃气公司经常需要对特定区域的用户停气，以保证整

个燃气管网的运行安全和检修作业的顺利进行。对于

例行性的检修停气，之前的做法一般是提前在报纸、

互联网发出停气通知，并在楼道贴出纸质通知；对于

突发停气，由于无法提前通知用户，往往导致燃气公

司的客服热线电话被打爆。

数据共享以后，通过爆管分析和连通性分析功

能，可以实时分析出停气所影响的立管入户点，通过

调用CRM数据库中的用户数据，可以获得准确的影

响用户数，并通过短信平台将停气原因、预计停气时

间，预计恢复供气时间等相关事项第一时间通知用

户，实现由被动呼叫向主动通知的提升，提高了用户

满意度，减少了投诉事故的发生。

3.2  应急抢修的应用

当管网出现抢修事故时，可以根据出现抢修事故

的地区，在系统中查找相关的管网信息，包括地理位

置、敷设方式、埋深、敷设年代、防腐情况等的相关

信息，并可以在系统中分析出停气影响的范围。

以前的应急抢修，基本上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方

式，层层安排落实抢修人员。在系统数据整合后，通过

车辆安装的GPS装置将车辆的位置实时传送至调度中

心的GIS系统中，当发生突发性燃气事故时，可以及时

从GIS系统中寻找最近的应急抢修车辆，并通过系统

查找该抢修车辆的值班人员情况，及时通过车载值班

电话通知该抢修人员赶往附近的事故现场，防止次生

事故的发生。采用该种方式以后，赶往事故点的时间

基本能够控制20min以内，有效提高了抢修的效率。

3.3  日常巡检的应用

日常的巡检主要包括埋地燃气管线、楼栋立管、

架空管的日常巡检，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分片负责制，

每个人在固定的区域内进行例行巡检。系统建立后，

巡检人员只需要将本区域内的管网图纸从GIS系统中

打印后，按照打印图纸进行巡检即可，免去了前期携

带大量竣工图纸的不便。同时还可以根据系统中管线

的建设的年代、压力等级进行分析，实现重点区域多

次重点巡视的安排。

3.4  管网压力的及时预警

 GIS系统按照一定频率从中间数据库（GIS系统

与SCADA系统之间）中调用，实时显示于GIS系统

中，并利用颜色进行供气压力的表示，一旦压力低于

或者高于规定压力，GIS系统中的管网颜色将发生变

化，通过GIS系统进行实时声光报警提醒。该项功能

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单纯依靠数据报警的情况，提高调

度值班人员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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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用户报装

燃气客服中心在接到电话以后，可以根据用户提

供的报装地理位置信息，实时查找报装点处的区域、

调压站信息、管网敷设情况等，可以及时给予客户相

关的答复，并根据系统中查询到的信息，将相关工单

及时下派施工部门。

3.6  移动派工

该应用方式与应急抢修的方式基本类似，当客服

中心接到用户报修以后，通过CRM系统及时或取用户

位置信息，将该位置信息定位于GIS系统中，并从GIS系

统中查询与用户距离最近的维修人员。通过GIS系统

中的短信平台，将维修信息、维修工单及时下派至维

修人员，可有效缩短服务时间，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

3.7  调压器的选型规划

根据年度的用户发展计划，可以提前安排工作人

员测算调压器的供气负荷，根据SCADA系统的历史数

据统计情况，以及CRM系统中目前该调压器下的用户

数，计算出该调压器是否可满足相关区域内年度的用

户发展规划，及时确定后续的施工方案，以确保后期

的用气可靠性。

4     结束语

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完善燃气信息化管理手段，

全面提升燃气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是燃气企业信息

化建设的目标。对各个系统的各类信息、业务数据、

供气信息和客户资源的搜集整理，使得大量看似毫无

关联的数据，经过深度挖掘和整合利用，将得到更加

全面的情况分析。充分利用信息手段整合利用企业内

部的各种资源，将有效提升燃气企业的应急处置能力

和快速响应能力，实现燃气突发事件的影响和损失控

制在最低限度的总体要求。

当前基于GIS系统的行业快速发展，随着各个地

方智慧城市的建设，GIS系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燃

气行业GIS系统综合信息平台的建立也将是智慧城市

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泰能燃气集团的基于燃气GIS

系统的燃气多业务系统数据整合工作，在进行抢修调

度、确保安全供气，以及提高客户满意度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后期，我们将深度挖掘基于GIS系统的

数据整合应用，对于应用方向的拓展，我们愿与燃气

同仁共同探讨。

工程信息

长期以来，管道天然气主要在中心城区发挥

其清洁能源作用，随着农村小城镇进程加快，管道

天然气建设进展也在加快，在2013年10月24日河北

省南宫市垂阳天然气工程协调会上，记者了解到，

工程主要包括建设天然气门站一座，沿南宫市垂阳

镇、段芦头镇、紫冢镇铺设燃气管道，同时以此为主

线向南北幅射，形成“一横四纵”燃气管网格局，基

本覆盖南宫市东南主要乡、村，管网里程达50km。

该公司副总经理韩春坡介绍说，“随着县域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兴起，天然气进乡入

村是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南宫市政府高瞻远瞩，

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项目建成后，沿线

5个乡镇、50多个村、5个工业园区和众多的新民居

邢台燃气管输气由“中心城区”敷设至“美丽乡村”

将通上天然气，不仅能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而且能

够让更多居民享受清洁能源带来的新生活。”

为确保工程按时完工，燃气公司采取倒排工

期，制定了施工计划，并在协调会的次日，就派出

专人会同南宫市职能部门，对各乡镇用气情况及燃

气管道路由等情况进行实地查勘，工程计划2014年

8月完工。

近年来，邢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还邢台青山绿水，走生态发展之

路”的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县域燃气的发

展步伐，有力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新民居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赵军峰  辛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