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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赛福特安全评价认证有限公司（210009）吴  靖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
2015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第8章对比

摘       要：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已于2015年12月发布，2016年8月正式施

行，原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中第8章内容同时废止。本文以较为

常见的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和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为例，分析了新老规范的不同点，以

及新规范的修订特点，为新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设计和老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的改造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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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是燃气

行业最为重要的设计规范，几乎涵盖了城镇燃气所

有类型的设施，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6年，至今已有

10年之久。随着川气东送、西气二线、三线的贯通，

燃气行业在近10年内飞速发展，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层出不穷。《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

2006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城镇燃气设施

建设，由于原《城镇燃气设计规范》涵盖内容过于广

泛，因此住建部本轮修订拟将该规范进行拆分，分成

城镇燃气输配工程、压缩天然气供应工程、液化天然

气供应工程、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等部分。《液化

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是本轮最

先修订完成的部分，已于2015年12月3日正式发布，

2016年8月1日正式施行，随着该标准的施行，原《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中的第8章液化石油

气供应将同时废止。

本次新修订的规范最大的特点在于更加强调安全

设施和设施设备的本质安全度，而在防火间距等方面

的要求略有降低，符合现代安全系统工程的理念。以

往在原规范中是属于“宜”或在一定条件下执行的条

款，例如烃泵的安全回流阀、卸车拉断阀、紧急切断

阀、液位和压力的远传与报警、万向充装系统、全螺

纹螺栓、水封井等，在新规范中变为了应无条件执行

的条款。除此以外，新规范还首次提出了一些新的安

全措施，如屏蔽泵、高压注胶与注水装置、连锁控制

等，虽然这些内容尚列为“宜”执行的条款，但下一

轮规范修订时，很可能将变为应执行的条款，所以对

于广大液化石油气从业人员应引起重视，未雨绸缪，

跟上时代的脚步。

本文将根据本次修订特点，归纳为降低要求项、

提高要求项、首次提出项和具体明确项分别阐述，列

出新老规范的主要不同点，同时结合江苏省液化石油

气供应工程的现状，分析新条款的可操作性和需要注

意的情况。鉴于论文篇幅限制，并考虑到江苏省目前



燃气技术 Gas Technology

5城市燃气  2016 / 09  总第 499 期

燃气技术 Gas Technology 吴　靖·《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第8章的对比

液化石油气管道、混气站已基本停用，气化站主要是

广大餐饮、工业企业等用户使用，故本文仅涉及燃气

企业较为常见的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和液化石油气瓶装

供应站。

2     降低要求项

防火间距档次划分

原标准条款：第8.3.7条，总储量划分档次为50m3~ 

200m3、200m3~500m3。

新标准条款：第5.2.8条，总储量划分档次为50m3~ 

220m3、220m3~500m3。

分析：相当于将原来200m3~220m3的站安全间距

降了一个档次，属于降低要求。

3     提高要求项

3.1  烃泵的安全回流

原标准条款：第8.3.24条，宜设置液相安全回流阀

新标准条款：第5.3.10条，“宜”改为“应”。

分析：目前有不少老站存在未安装回流安全阀的

情况，以往尚可通融，新规范执行后，应在有条件的

情况下进行整改，可在下次罐检时考虑加装。

3.2  卸车拉断阀

原标准条款：第8.3.34条，装卸管上宜设置拉断阀

新标准条款：第5.3.14条，装卸管段应设置拉断力

为800N~1400N的拉断阀。

分析：原为“宜”改为“应”，目前江苏省苏州市

早已强制要求站安装拉断阀，其他城市尚未安装。加

装拉断阀时需要注意，多出一个法兰面，勿遗漏法兰

的跨接。

3.3  液化石油气装卸管道

原标准条款：第8.8.5条，液化石油气管道系统上

采用耐油胶管时，最高允许工作压力不应小于6.4MPa 

新标准条款：第9.1.9条，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装

卸应采用万向充装系统。

分析：新规范要求卸车装置使用鹤管，取消了

耐油软管，所以原关于耐油软管的条款删除。目前部

分城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已经要求卸车改为万向

管，但大部分气站还是软管卸车，需进行改造。

3.4  储罐第一道法兰的连接

原标准条款：第8.8.10条，液化石油气储罐第一

道管法兰、垫片和紧固件的配置应符合国家现行《压

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新标准条款：第9.3.4条，液化石油气储罐第一

道管法兰、垫片和紧固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HG/T20592~HG/

T20635，并应采用带颈对焊法兰、带内环和对中环型

的金属缠绕垫片和专用级高强度全螺纹螺柱与Ⅱ型六

角螺母的组合。

分析：新规范明确规定了应采用全螺纹螺柱，即

双头螺柱，提高储罐的本质安全性，目前很多站还在

用单头螺柱，应在下次罐检时更换。

3.5  储罐紧急切断阀

原标准条款：第8.8.11条，储罐容积大于或等于

50m3时，其液相出口管和气相管必须设置紧急切断

阀；储罐容积大于20m3，但小于50m3时，宜设置紧急

切断阀。

新标准条款：第9.3.5条，储罐液相出口管和气相

管应设置紧急切断阀。

分析：新规范删除了容积前提，也就是说所有储

罐都应采用，进一步提高储罐本质安全性。目前仅有

少数站还没有紧急切断阀，有不少场站气相管缺紧急

切断阀，按新规范，所有场站被忽略的残液罐也需加

装紧急切断阀。

3.6  站区排水

原标准条款：第8.10.8条，液化石油气站生产区

的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液化石油气排入其他地下管道

或低洼部位的措施。

新标准条款：第11.2.2条，在此条基础上提出具

体要求：生产区内地面雨水在排出围墙之前，应设置

水封和隔油装置；储罐区雨水在排出储罐区防护堤和

围墙之前应分别设置水封装置；站生产区应在建筑墙

外或围墙内设置水封井。同时规定了水封井的高度等

具体要求。

分析：这就意味着站区应至少设置2个水封井，

一个在罐区内，一个在生产区围墙内。

3.7  储罐的自动化控制

原标准条款：第8.8.15条，容积大于100m3的储

罐，应设置远传显示的液位计和压力表，且应设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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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下限报警装置和压力上限报警装置。

新标准条款：第12.3.1条，应设置远传显示的液

位计和压力表，且应设置液位上、下限报警装置和压

力上限报警装置。

分析：新规范删去了容积前提，也就是说所有储

罐均应具有液位和压力远传及报警系统，对本质安全

度要求提高了。自动化控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老站

在整改过程中困难较大，但也并非无法实现，可以利

用原有压力表接口、液位计接口、温度计接口安装现

场数显和远传二合一的变送器。

3.8  消防水量

原标准条款：第8.10.4条，消防水池的容量应按

火灾连续时间6h所需最大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当储

罐总容积小于或等于220m3，且单罐容积小于或等于

50m3的储罐或储罐区，其消防水池的容量可按火灾连

续时间3h所需最大消防用水量计算确定。

新标准条款：第11.1.5条，消防水池容量的确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

范》GB50974[4]的有关规定；《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3.6.2条，液化烃储罐

火灾延续时间为6h。

分析：按消防专业规范，不分容积大小，火灾延

续时间均为6h，也就意味着原小型站的消防水量有可

能不符合新规范的要求，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

加深蓄水水位、增设消防水池、增加补水等措施。

4     首次提出项

4.1  卸车场所车辆固定要求

新标准条款：第5.2.6条，卸车场地应配置车辆固

定装置。

分析：目前常见的车辆固定装置有三角枕木、地

楞、车档、地锁等，配备较为简单。

4.2  槽车装卸柱与站外的防火间距

新标准条款：第5.2.16条，新增槽车装卸柱与站

外的防火间距要求。

分析：从数据来看，槽车装卸柱与站外建构筑物

防火间距大部分不超过储罐，但有两点超过储罐，一

是重要公共建筑，要求100m，二是与道路，六级及

以上要求与主要道路30m，其他道路25m，这可能会

导致一些老场站达不到该要求。

4.3  与通信发射塔的防火间距

新标准条款：第5.2.20条，通信发射塔视为其他

民用建筑。

分析：需要进行普查，以往可能会被忽略或看做

架空电力线按1.5倍杆高要求。

4.4  地下储罐防水措施

新标准条款：第5.3.4条，增加地下储罐设于钢筋

混凝土槽内时，应采取防水和防漂浮的措施。

分析：地下罐的抗浮措施早已提出，但少有采

用，包括现在很多LNG加气站地下、半地下式储罐也

都未采取抗浮措施，这两年南方频繁出现暴雨天气，

让此类场站尝到了苦头，很多站都备了两个潜水泵来

抽水，甚至请消防车来抽水，需要设计时注意，储罐

抗浮措施一般在储罐两端采用扁钢抱箍，并加锚固。

4.5  液化气泵型式

新标准条款：第5.3.9条，烃泵宜采用屏蔽泵。

分析：这是设备更新换代的趋势，屏蔽泵在安全

性和运行稳定性上相比普通烃泵具有较高优势，提高

了设备的本质安全性。

4.6  压缩机安全阀放散管

新标准条款：第5.3.7条，增加“安全阀应设置放

散管”要求。

分析：需注意加装放散管时应有良好的支撑，且

需要考虑压缩机震动对管道的影响，我省曾出过加装

的放散管过重，且支撑不良，被震断的事故。

4.7  法兰跨接

新标准条款：第9.2.1条，当每对法兰或螺纹接头

间电阻值大于0.03Ω时，应采用金属导体跨接。

分析：《建筑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3]早已有要

求，一般4个螺栓法兰均要求跨接，目前绝大多数场

站法兰都有跨接，但存在个别遗漏现象，需要仔细检

查，跨接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6mm2的铜芯绞线。

4.8  管道安全阀、排气阀和排污阀

新标准条款：第5.3.19条，增加“液相管道两阀

门间应设管道安全阀，高点应设置排气阀，低点应设

置排污阀”。

分析：目前大部分场站液相管道两阀门间都设有

管道安全阀，但也存在个别老场站设计时未考虑，在

管道未留接口的情况下无法加装，只有在有条件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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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更换。

4.9  储罐注胶或注水装置

新标准条款：第9.3.6条，全压力式液化石油气储

罐底部宜加装注胶装置或加装高压注水连接装置，罐

区应备有高压注水设施，注水管道应与独立的消防水

泵相连接。消防水泵的出口压力应大于储罐的最高工

作压力。

分析：新增的安全措施，以便于在储罐根部法兰

泄漏时用胶或水将液化石油气顶托，使之与泄漏法兰

隔离。目前有注胶或高压注水装置的气站很少，加装

连接装置较为容易，但因目前大多数站的消防泵扬程

无法达到1.6MPa以上，还需增设高压注水泵，所以整

个系统改造投资较大。新规范既然用“宜”字，在新

站设计时可要求，老站可以不强制要求加装。

4.10  储罐排污

新标准条款：第11.2.2条，清洗储罐的污水不应

直接进入排水管道。储罐的排污应采用活动式回收桶

集中收集处理，不得直接接入排水管道。

分析：很多场站排污管是直接接管接入罐区水封

井或排水管道的，按照新规范，是不允许的。

4.11应急照明

新标准条款：第12.1.2条，消防水泵房及其配电

室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照明的备用电源可采用蓄电

池，且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0.5h，重要消防用电设

备的供电，应在最末一级配电装置或配电箱处实现自

动切换。

分析：应急照明较为容易实现，安装应急照明灯

即可，自动切换需要对配电箱进行改造，加装自动切

换装置。

4.12  人体静电消除

新标准条款：在生产区入口处应设置安全有效的

人体静电消除装置。

分析：目前很多场站将人体静电释放球分散设置

在处于爆炸危险区域内的储罐区和充装间，人体静电

释放本身是个产生火花的过程，应移至爆炸危险区域

外的生产区入口处。

4.13  安防要求

新标准条款：第12.3.4条，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应

设置视频监视系统；第12.4.2条，液化石油气供应站

安全防范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

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GB50395和《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GB50396的规定；第12.4.3条，三级及以上液化

石油气供应站应设置安防中心控制室，并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

分析：江苏省于2013年出台了《江苏省城镇燃气供

储场所反恐怖防范标准》，已就安防设施提出了要求，

与新规范要求基本一致，目前大部分场站已普及视频

监控，但往往出现在爆炸危险区域内安装不防爆视频

监控探头的隐患，需要引起注意；此外，防入侵设施

（如周界报警）普及率较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14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与控制系统连锁

新标准条款：第12.3.5条，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宜与控制系统连锁。

分析：即泄漏与紧急切断和机械设备连锁关闭或

停车的要求，可极大提高系统的本质安全性。要实现

该功能需要进行大规模自动化改造，目前站内常用的

手动油压紧急切断系统是无法满足的，需要更换为气

动或电磁阀门。但新规范用“宜”字，因此目前还可

作为非强制执行的条款。

4.15  一类瓶装供应站的防火间距

新标准条款：第8.0.4条，增加了一类站瓶库与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铁路、

架空电力线、架空通讯线的防火间距要求，参照新规

范第6.1.3条的规定。

分析：一类站瓶库相当于气化站和混气站的储

罐，以往这些站外设施有可能被忽略，因此一类站瓶

库需要重新对周边防火间距进行评估。

4.16  瓶装供应站爆炸危险区域划分

新标准条款：第8.0.5条及附录A.0.5条，以瓶库

门、窗起15m范围内属于2区爆炸危险区域，相邻房

间的门窗若在这15m范围内，也属于2区；这就意味

着爆炸危险区域内的所有电气设施均应防爆。

分析：目前大多数站点瓶库和营业室相邻，门朝

同一个方向开，基本在15m范围内，因此营业室都必

须用防爆电气，灯、开关较容易实现防爆，但很多站

点需要使用电脑、打印机开票，需要使用空调，这些

很难做到防爆。更难以做到的是相邻其他店铺也在爆

炸危险区域内，站点根本无权控制相邻其他店铺安装

防爆电气。就这一条将导致现在90%以上的瓶装供应

吴　靖·《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第8章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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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不符合要求。

5     具体明确项

5.1  储罐区是否可以暗沟排水

原标准条款：第8.3.15条，规定生产区内严禁设

置地下和半地下建构筑物（寒冷地区的地下消火栓和

储罐区的排水管、沟除外）。

新标准条款：第5.2.4条，规定生产区内严禁设置

地下和半地下建构筑物但下列情况除外：1 储罐区的

地下排水管沟；2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地下消火栓。

分析：原标准易让人产生歧义，只有寒冷地区储

罐区的排水管沟除外，非寒冷地区不允许。新规范分

开说，避免了歧义，储罐区允许采用地下排水管沟。

5.2  地下储罐防液化石油气积聚措施

原标准条款：第8.3.20条，地下储罐钢筋混凝土

槽内应充填干砂。

新标准条款：第5.3.4条，删除了应充填干砂，改

为应采取防止液化石油气聚集的措施。

分析：地下罐防止液化石油气积聚的措施一般为

充填干砂，但也有其他措施，如充水、设置强制排风设

施等，我省镇江市有充水的液化石油气地下罐案例。

5.3  通风口设置

原标准条款：第8.9.2条，通风口应靠近地面设置

新标准条款：第7.0.10条，通风口下沿距室内地坪

宜小于0.2m。

分析：新规范规定更加具体，易于操作。

5.4  三类站存瓶问题

原标准条款：第8.6.7条，三级站非营业时间瓶库

内存有液化石油气气瓶时，应有人值班。

新标准条款：第8.0.7条，非营业时间无人值守的

Ⅲ类瓶库内存有液化石油气钢瓶时，应设置远程无人

值守安全防护系统。

分析：三类站非营业时间若不存瓶，可以不需要

附加安全设施；若存瓶，有两种选择，一种方法安排

值班，另一种方法，不安排值班但要设远程无人值守

安全防护系统，远程无人值守安全防护系统包括防入

侵装置、视频监控、可燃气体检测远程报警、110联

动报警等。对于三级站来说，非营业时间不存瓶是最

好的选择。

本次新修订的条款总体来说，无论是新站的设计

还是老站的整改，都可以实现，难度不算太大。但唯

独第8.0.5条及附录A.0.5条关于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

站爆炸危险区域划分的条款笔者认为过于严苛了。存

放钢瓶的供应站点15m的爆炸危险区域对比第A.0.3条

液化石油气储罐4.5m的爆炸危险区域，明显不合理，

特别是对于存瓶量较小的Ⅲ类站。若严格按照新规范

执行，全国恐怕极少有符合条件的站点，这将导致居

民换气困难，且若收回原已取得供应许可证的站点的

经营权，也将会导致大量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因

此建议该条应酌情删除。瓶库内的用电设施应符合防

爆要求，相邻房间在无门、窗洞口实体墙相隔的前提

下可为非防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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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

订）》（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的规定，经

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审核，北京海

淀北部区域能源中心（燃气热电联产）项目符合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订）》

规定的许可条件和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

标，满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京都

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要求，同意

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本刊通讯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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