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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风险分析与管控策略

摘       要：  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稳定发展。本文深入剖

析城中村供气特点、风险因素与运行状况，进而提出涵盖政府、物业、企业和用户多方主

体的城中村燃气运行风险协同管控策略，致力于提升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性，为燃气行业

特殊区域管理提供参考，推动城市公共安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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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城中村作为城市特殊区域和重要单元，房屋建筑

错综复杂，人口更是高度密集。以某南方新兴超大型

城市来看，其城中村农民房或私人自建房总建筑面积

占全市住房总量达到49%，租赁城中村房屋居住的人

口可能占到了整个城市租赁总人口的60%~70%[1]。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中村燃气用户数量迅猛

增长，其运营安全问题愈发突出。由于缺乏统一规

划，城中村楼栋间距狭窄，燃气管道敷设空间受限。

城中村的户型面积普遍较小，用户通常会将厨房与卧

室、客厅或卫生间之间进行连通，导致构成非常规厨

房，发生燃气泄漏后事故风险较大[2]。再者，城中村

住户安全意识相对比较淡薄，燃气设施老化，管理难

度较大。一旦发生燃气安全事故，将造成不可估量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影响城市正常运行。因

此，深入研究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风险识别与管控策

略，对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燃气行业可持续

发展以及维护城市稳定具有深远意义。

国内研究认为，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有

现象，前期宏观规划力度不足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缺

陷是城中村产生的根源[3，4]。城中村是一种特殊的社

区类型，既保留了农村的部分特点，又受到城市化影

响，具有典型的过渡性质[5]。目前，国内燃气运营风

险管控研究多围绕常规城市燃气系统整体安全展开，

城中村燃气安全的专项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城中村

燃气安全研究需更紧密结合国情与城中村实际特点，

以形成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管理模式。

2      城中村供气特点分析

2.1  建设规划缺失

在城市规划建设体系中，城中村是一个薄弱环节[6]。

城中村房屋一般为自建楼房，建设过程未办理相关报

建手续，缺乏整体布局规划，建筑设计不合理[7]。楼

栋间距极小，“握手楼” 现象普遍，建筑密度超高。

这种无序布局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日常采光、通风，还

极大制约了燃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合理铺设。在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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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中村中，狭窄空间致使燃气管道安装困难重重，

安全间距无法保障，燃气泄漏与爆炸风险显著增加。

2.2  房屋结构堪忧

房屋结构复杂多样，一层和二层多用作商业经

营，二层以上为住宅，使用功能杂乱。建筑结构设计

与施工缺乏规范标准，通风条件差，消防设施配备严

重不足。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气体难以迅速扩散，极

易积聚形成爆炸混合物，且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极为

艰难。广州曾发生的城中村火灾事故，因房屋结构不

利于逃生，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充分凸显此类房

屋结构在燃气安全方面的巨大隐患。

2.3  人员流动频繁

城中村房屋出租率极高，租户众多且流动性极

大。房东与租户之间对燃气安全管理责任界定模糊，

缺乏有效沟通与协作机制。租户普遍安全意识淡薄，

对燃气设施安全使用知识知之甚少，在租赁期间常因

不当使用或私自改造燃气设施引发安全事故，且事故

发生后责任追溯困难重重。如北京某城中村，租户私

自改装燃气管道引发泄漏，由于责任难以厘清，事故

处理过程复杂。

2.4  敷设空间局促

地下及地上各类管线纵横交错，包括电力、给

水、污水、雨水、通讯等，燃气管道敷设空间被严重

挤压。这种复杂的管线环境极大增加了燃气管道施工

难度与安全风险，施工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易损坏其他

管线，引发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燃气供应的稳定性与

安全性。上海城中村在进行管线改造时，因施工空间

有限，多次发生挖断燃气管道事故，导致供气中断，

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2.5  管道保护艰难

前期缺乏统一规划，后期基建施工频繁，如道路

改造、房屋扩建等，对埋地燃气管网安全运行构成严

重威胁。施工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监管，极易造成燃气

管道被挖断、挤压等损坏，引发燃气泄漏事故。武汉

某城中村道路改造工程，因施工方未与燃气公司有效

沟通，盲目施工挖断燃气管网，造成周边区域停气，

且存在爆炸风险。

2.6  正规物业匮乏

多数城中村由股份公司人员兼任管理工作，缺乏

专业物业管理经验与能力。安全管理力量薄弱，管理

制度不完善，难以有效开展燃气安全日常巡查、维护

与应急处置工作。与正规物业小区相比，在燃气安全

管理专业水平、资源投入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无法

满足燃气安全管理需求。如深圳部分城中村，物业在

燃气安全管理方面缺乏专业人员与设备，面对突发情

况往往难以应对。

3      城中村燃气运营风险因素分析

3.1  技术属性风险因素

3.1.1 调压柜隐患

调压柜在城中村燃气供应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其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常常不到位。部分调压柜长

期未进行专业检测与维护，设备老化磨损严重，极易

出现超压运行情况。超压可能导致燃气管道破裂、泄

漏，甚至引发爆炸事故。例如西安某城中村调压柜因

维护缺失，出现超压故障，虽及时发现未造成严重后

果，但已对周边居民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1.2 埋地管乱象

村内埋地燃气管道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与管理，管

线走向杂乱无章，且多数未纳入市政管理体系。部分

管道铺设年代久远，材质老化，防腐措施失效，存在

腐蚀穿孔风险。同时，复杂的地下环境使管道易受外

力破坏，如地面沉降、施工挖掘等。重庆曾发生城中

村挖断埋地燃气管线事故，原因就是管道位置不明

确，施工单位盲目作业。

3.1.3 公共管缺陷

公共燃气管道阀门控制范围广，涉及众多楼宇，

但部分阀门缺少清晰指示牌，给维修与紧急操作带来

极大困难。此外，公共管道与电线等其他管线交叉现

象普遍，安全间距不足，一旦发生漏电或燃气泄漏，

极易引发火灾或爆炸。杭州某城中村曾因公共管道标

识不清，维修时误关阀门，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用气，

引发诸多不便。

3.1.4 户内管问题

城中村户内房屋结构与空间布局不合理，给燃气

管道安装带来诸多不便。部分户内管道安装时未严格

按照规范要求施工，存在管道走向不合理、固定不牢

固、接口密封不严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燃气泄

漏，危及居民生命安全。南京某城中村曾发生户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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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气事故，原因就是安装时生料带缠绕不规范，密封

性能下降。

3.2  用户属性风险因素

3.2.1 居民用户风险

城中村居民多为租户，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

大，安全意识淡薄。部分租户在使用燃气过程中，缺

乏基本安全常识，如随意开关燃气阀门、长时间无人

看管燃气器具等。同时，租户与房东之间安全责任不

明确，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与监督机制。成都某城中

村租户私自改装燃气管道引发泄漏，由于责任难以界

定，事故处理困难。

3.2.2 非居用户风险

城中村底商众多，部分商户未安装燃气报警器，

炉具缺少熄火保护装置。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人员集

中且营业时间长，若发生燃气泄漏，难以及时发现并

采取有效措施，极易引发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郑州曾发生城中村底商因燃气泄漏引

发的爆炸事故，主要原因就是安全防护设施缺失。

4      城中村燃气运营运行状况分析

4.1  安检情况分析

通过对南方新兴超大城市2021年数据对比分析，

城中村成功入户安检率仅为50.4%，同期非城中村成

功入户安检成功率为62.99%。数据显示城中村安检入

户难度大，安检成功率低于非城中村。

4.1.1 安检入户难

城中村租客多为上班族，工作时间与安检时间冲

突，导致安检人员难以进门。此外，城中村电梯未普

及，安检工作劳动强度大，同等薪酬条件下，员工更

倾向于非城中村安检工作。

4.1.2 末端未封堵严重隐患多

租客退租时拆走自行购买的炉具，造成考克后管

道敞口，形成末端未封堵隐患。下一任租客因未用气

或不了解燃气隐患情况，使隐患长期存在。

4.1.3 自行增加用气点隐患多

城中村房屋设计多为1个用气点，当客户需同时

使用炉具和热水器时，部分客户未联系燃气公司进行

量改管，或量改管失败后自行购买三通等设备违规增

加用气点，增加了燃气泄漏风险。

4.2  抢修出警分析

4.2.1 总体时效

根据南方新兴超大城市2021年燃气抢修数据，城

中村抢修出警到达在半小时内的比例为91.1%；同期非

城中村抢修出警到达平均时长为14.4min，城中村抢修出

警到达在半小时内的比例为93.5%。城中村因区域大，

楼栋乱，抢修出警到达平均时长较长，及时率较低。

4.2.2 延误因素

城中村通常距离城市中心区域较远，道路条件复

杂，楼栋布局错乱，导致抢修人员寻找事故地点困

难，增加了抢修到达时间。此外，信息传递不畅、交

通拥堵等因素也可能影响抢修时效性。

5      城中村燃气运营管控措施研讨

5.1  政府主导联防联控

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动相关主管部

门出台政策文件，明确各方在城中村燃气安全管理中

的具体责任。压实街道燃气履责机构和人员职责，将

燃气安全纳入社区网格日常巡查重要内容，确保及时

发现并妥善处理安全隐患。同时，明确小区物业管理

处的燃气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对物业的监督与考核，

促使其积极履行燃气安全管理职责。例如合肥市政府

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各方责任，有效提升了城中

村燃气安全管理水平。

5.2  物业强化小区管理

物业管理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燃气安全管理工

作。专人需接受专业燃气安全培训，具备一定燃气安

全知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物业应加强对居民的燃气安

全使用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安全意识。定期对物

业管理区域进行全面日常巡查，及时制止危害燃气安

全行为，发现燃气紧急事件立即通知燃气企业。同

时，建立健全物业端燃气安全管理制度及档案，详细

掌握本区域燃气管道及设施状况，加强对户内燃气设

施的巡视和监控，确保燃气设施安全运行。如深圳部

分物业积极协助燃气公司开展安检工作，加强安全宣

传，有效减少了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5.3  全流程优化管理

5.3.1 设计施工风险把控

在城中村工程建设初期，燃气企业应安排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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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前介入。对管道设计方案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设

计合理，充分考虑城中村特殊环境与需求。在气源接

入等关键环节，提前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针

对性解决方案。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全程管理，通过监

理单位严格监督施工质量，确保施工符合规范要求，

避免因设计不合理或施工质量问题导致燃气安全隐

患。例如昆明某城中村燃气改造项目，提前介入设计

施工，有效避免了管道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5.3.2 验收移交严格把关

完善城中村供气单位验收移交标准，明确验收移

交环节各方职责、抽查内容与比例。供气单位应严格

按照标准参与验收工作，对燃气管道及设施进行全面

细致检查，确保质量合格。加强对验收移交工作的监

督考核，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接收，堵住验收移

交环节的漏洞，确保燃气设施安全可靠投入使用。太

原某城中村在验收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整改多项问

题后才完成移交，保障了后续供气安全。

5.4  用户端双管齐下

5.4.1 提升安检入户率

燃气企业应高度重视城中村安检工作，制定严格

安检指标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统筹考虑激励机制，

适当提高城中村安检计件薪酬，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员

工给予奖励，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同时，合理

安排安检时间，如利用节假日、晚上等租客在家时间

进行安检，提高安检成功率。西安某燃气公司通过优

化激励机制，显著提升了城中村安检入户率。

5.4.2 深化安全宣传

在传统宣传方式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

展精准宣传。燃气企业应完善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

道的功能，在客户点火、安检作业成功后以及量改管

作业后，及时向绑定客户推送个性化的用气安全常识

和安检隐患信息。通过生动形象的图文、视频等形

式，提高宣传效果，增强居民安全意识。武汉燃气公

司通过微信公众号精准推送安全知识，有效提高了用

户对燃气安全的重视程度。

5.5  应急能力进阶提升

5.5.1 优化值班布局

按照当地关于燃气应急出警到达时限的社会承

诺，结合城中村分布情况，合理统筹设置应急值班

点。定期对值班点布局进行评估分析，根据城中村发

展变化及应急响应需求，及时增设值班点或派驻应急

队伍，确保在发生燃气事故时能够迅速到达现场进行

处置。重庆燃气公司根据城中村布局优化应急值班点

后，应急响应时间大幅缩短。

5.5.2 精准掌握设施

燃气企业应尽快绘制城中村燃气管道设施平面

图，明确每栋楼的相对位置以及每个阀门控制的具体

楼栋，为抢修工作提供准确信息。同时，长远规划应

考虑完善GIS、阀门维保等信息系统，实现燃气管道

设施布置情况的信息化管理，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广

州燃气公司应用GIS系统后，抢修人员能迅速获取管

道信息，缩短了抢修时间。

5.5.3 锤炼抢修技能

定期组织城中村燃气抢修人员开展现场实操演

练，模拟各种可能的事故场景，提高抢修人员应急处

置能力与协作能力。加强对抢修人员的培训考核，定

期对辖区城中村管道走向和阀门位置进行考学考问，

确保抢修人员熟悉城中村燃气设施情况，能够迅速准

确判断事故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北京燃气公司通过

强化培训与考核，有效提升了抢修人员在城中村的应

急处置能力。

6      结论与展望

城中村供气面临建设规划缺失、房屋结构复杂、

人员流动大、敷设空间小、管道保护难和正规物业少

等诸多挑战。风险因素涵盖技术属性和用户属性两方

面，技术上存在调压柜、埋地管、公共管和户内管等

问题，用户方面居民和非居用户均存在安全意识与设

施方面的风险。运行状况中，安检、抢修和出警时效

存在不同程度问题。通过政府、物业、燃气企业和用

户多主体协同治理，实施针对性管控措施，可有效提

升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性。

未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对城中村燃

气运营安全水平：一是深入探索物联网、大数据等在

城中村燃气运营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实现智能化风险

监测与预警；二是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各部门协

作，形成常态化管理模式；三是开展城中村燃气安全

文化建设研究，提高居民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四是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综合运用工程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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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企业安全管理策略
在大型商业综合体燃气应用中的探索与思考

摘       要：  本文就燃气公司HSE管理体系中实施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双重预防机制、应急处置、

安全培训等好的工作方法与大型商业综合体燃气用户安全管理相融合，对燃气用户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为大型商业综合体燃气安全管理、使用、应急处置等提

供方向与思路，确保安全稳定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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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建设逐渐增

多，其燃气用户的数量也随之增长，大型商业综合体的

内部建筑平面布局复杂、体量庞大、人员数量密集[1]，

若燃气管道以及燃气设施一旦发生大量泄漏引发爆

炸、火灾等事故，将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因此保障用户端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运行[2]，做

好大型商业综合体燃气用户的安全用气至关重要。而

在燃气企业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大型商业综合体的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为城中村燃气运营

安全管理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杨镇源,胡平,刘真鑫.村城共生：深圳城中村改造研

究[J].住区,2020(03):83-88.

[2]尤英俊,徐大用,蒋会春.城中村厨房燃气扩散影响因

素研究[J].城市燃气,2021(07):8-13.

[3]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

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J].城市问题,1998(06):43-46.

[4]李颜强,徐正康,王昌遒.全国城市燃气管道的发展和

改造[C].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燃气分会第九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论文集,2006：47-55.

[5]段铭洋.城中村消防安全风险及综合防控策略研究

[C].2024年度灭火与应急救援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智慧消防与消防管理及其他,2024:7-9.

[6 ]冼冬梅.城中村燃气管道建设研究[J] .低碳世界, 

2016(20):270-271.

[7]陈南玲.深圳市老旧住宅和城中村燃气管道建设研究

[J].煤气与热力,2014(04):82-83.

黄治豪· 燃气企业安全管理策略在大型商业综合体燃气应用中的探索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