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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地区长输天然气管道的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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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气的使用已逐渐向人口密集 、规划众多的发达地区扩展 。输气管线的设计过

程亦变得相对复杂 。需要转变传统设计思路 ,加强设计前期与地方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及协调 ,

尽可能在选定技术合理线位的同时兼顾线位的可实施性。通过在浙江省设计天然气长输管道

的实践 ,对发达地区输气管道的设计要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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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 ,天然气长输管道

逐渐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延伸。在经济发达地区

进行天然气管道的设计及建设面临着新的课题及挑

战 。

经济发达地区大多人口密集 、规划区众多并且

待建和已建的项目也很多 ,使得地貌看似相对简单

的管线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遇见了一些前所未有的

困难。

杭甬线输气管道工程地处我国经济发达的浙江

省 。该工程线路路由的确认(市 、区 、镇)难度大 ,施

工工期紧 ,施工无法待设计全部完成后再开展 ,是典

型的三边工程 ,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下面结合该工

程谈谈在经济发达地区设计天然气长输管道需要注

意的一些问题。

1　在前期设计工作中加强与地方结合
的力度

1.1　规划部门
[ 1 ～ 2]

由于发达地区土地利用非常紧张 ,管道路由占

地与地方用地矛盾十分突出 。在与地方政府(尤其

是乡镇)结合的过程中 ,上级规划部门批复的管道

规划路由经常与地方利益发生矛盾。一般需多次召

开路由协调会 ,才能达成一致。在设计前期工作中 ,

需要用足够的时间 ,与建设方紧密配合 ,把规划路由

落实到乡镇级的地方政府。

在建设周期不允许长时间协调的情况下 ,施工

改线难以避免 ,导致出现大量的现场设计 ,同时使得

工程建设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加大 。

在工程实践中 ,设计需和每一个与管线发生关

系的区 、镇结合取得书面认可。由于部分地区天然

气工程刚刚起步 ,很多部门并不了解天然气的特性 ,

并且对管道保护条例提到的安全间距非常的敏感 ,

大都不愿管道从自己所辖土地上经过 ,就是经过也

希望尽量向道路 、高压电力走廊靠近 ,尽量减少对土

地利用的影响 。特别是某些规划部门提供的线路路

由沿尚未实施的规划道路敷设 ,将导致管道建设拆

迁大量的民房及厂房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难以

实施的 ,并且也是工程投资所难以承受的。部分管

线走向依托尚在规划中的道路 ,若道路的规划发生

调整 ,则管线路由亦随之发生变化 ,将导致拆迁量等

线路工程量发生较大变化。这需要设计配合建设方

给地方耐心的做好解释工作 ,争取到合理的规划线

位。

1.2　其它部门(高速公路 、铁路)
[ 3]

在发达地区地方规划给定的管道路由大多离公

路 、铁路较近 ,否则将带来大量拆迁 。故与公路 、铁

路的安全间距问题尤须重视 。按两部协议及地方公

路管理条例要求的安全间距 ,线位与地方规划又经



常发生矛盾 ,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高速公路 、铁路

等穿越需要相关部门做出安全性评估 ,方可最终确

定线位 。

在发达地区工程实践中 ,工程总体线路走向多

是与各地方的高速公路并行敷设 。如:杭甬线输气

管道工程在杭州境内是沿绕城高速公路 ,从萧山到

余姚则基本沿杭甬高速公路 ,而进入宁波后则是沿

在建的沿海大通道和绕城高速公路以及同三高速公

路敷设 ,并行敷设段的总长度超过干线总长度的一

半 。由于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对安全间距的要

求 ,各地规划部门都不希望管道多占用土地 ,因此大

多要求管线进入高速公路的控制用地范围以内或反

复穿越高速公路 。但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由于对天

然气管线本身的不了解以及在规范和法规的理解上

与我们存在较大的差异 ,双方意见统一过程漫长 。

有的需经过数月的协商 ,才得以解决。这也是制约

设计施工进度的又一重大因素 。

2　发达地区线路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2.1　平原涉及规划地区定线的问题

平原地段的定线分为两种:一种沿已有的道路

敷设 ,在规划没有明确间距时可以按有关规定进行

野外定线 ,但最终线位应尽量与红线一致;另一种是

若沿规划道路敷设 ,则无法去进行野外定线 ,需待按

规划路由测量放线完毕后进行确认 ,线路也尽量与

红线一致 ,若实在需要修改 ,应及时与规划部门联

系 。

2.2　水网地段河流穿越设计
[ 3]

在江浙水网地区河流穿越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大开挖 、顶管 、定向钻穿越 。其中定向钻穿越和其它

地方没有大的区别 。浙江地区河流水流较为缓慢 ,

在大开挖时一般采取压重块保护方式 ,该地区 20 m

以上的河流一般都是要通航的 ,当地政府不允许开

挖 ,因此一般采取的是顶管穿越 。

规划河道的穿越是工程施工中的一个难点 ,由

于浙江地区水网密集 ,且大部分都通航 ,因此对现有

河道的规划整治以及规划河道也很多 ,特别是以余

姚和宁波特别突出 ,规划河道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内容。

2.2.1　平地起河

即在现有的平地上规划一条河 ,这主要是在上

虞比较突出 ,这种规划河道一般距离现状地表的深

度都比较深 ,都在 5 m以下。因此管线埋深也因此

达到 8 m左右 ,而 8 m以下的管沟由于土质松软的

原因 ,开挖已经非常困难 ,杭甬线穿越位于上虞的浙

东引水工程规划河道时 ,管道开挖面就达到了 90 m

左右 ,因此类似情况中推荐采用顶管方案。

2.2.2　河道改道

由于发展的需要 ,部分河道有改道的规划 ,因此

设计前一定要了解是否有改道的计划 ,在设计中需

要一并考虑 ,杭甬线在余姚的小余姚江穿越时就出

现了河道截弯取直的情况。

2.2.3　河流宽度加宽 ,深度加深

发达的水网地区几乎每一处河流都有加宽 、加

深的计划 。如宁波江北区就特别突出 , 7 ～ 8 m的小

河都有规划 ,这使得河流穿越处两岸的深度都很深 ,

最深达到 11 ～ 12 m,而施工单位在 6 m以下的管沟

开挖已经显得很吃力了 ,因此在软土地区的河流穿

越 ,当深度超过 6 m以后设计基本是考虑顶管穿越 ,

利用两侧的沉井将弯头返上来。而且沉井距离岸边

一般都保持了 10 ～ 15 m的距离 。这样使得顶管过

河在该工程中应用非常广泛 。

2.3　山区丘陵地段

对于山区段基本上为林区保护地段 。地表植被

非常茂密 ,定线前若不砍出一条作业带 ,设计人员根

本无法进场定线 ,但这样操作将造成工期严重滞后。

因此建议对山脊较完整的山区段 ,采取现场定上山

点和下山点 ,待测量完成测图后 ,再在图上进行线位

修定的设计方式。山上涉及局部坟墓等特殊地段需

要单独测大比例图 ,进行详细设计 。

2.4　规划道路穿越

在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大量的规划道路穿越 ,

因考虑将来修路时碾压 ,基本采用预埋套管的方式 ,

同时对套管底基础采用了超挖并换填级配碎石的处

理方式。

2.5　地下构筑物穿越
[ 4 ～ 5]

发达地区地下管网很多 ,因此在勘察阶段需对

各种地下建构筑物加以探明并明显地标注于平面图

上 ,在施工阶段均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具体地下管网

位置并与相关产权单位结合将施工方案上报后方可

施工 。与地下管道并行敷设段需采取适当的保护措

施方可施工。

5　第 26卷第 5期 杨　帆 ,等:经济发达地区长输天然气管道的设计要点 　　　　　



在杭甬线输气管道工程施工中非开挖技术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根据目前已完成的设计统计 ,仅顶管

穿越就达到了 260处之多 ,定向钻穿越也已达到了

62处以上 ,这些非开挖施工除了大量用于河流、道

路穿越外 ,也用于躲避地下障碍物和政策处理难度

极大的地段 。

3　在施工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 6]

设计现场配合施工部分主要着重考虑以下几部

分内容:

3.1　施工改线

施工改线有以下几个原因:

3.1.1　政策处理原因造成

经济发达地区法制较健全 ,往往依靠纯粹的行

政手段无法确定管位 ,很多地方需村委会表决 。往

往表现为 “大规划服从小规划 、小规划服从村规划 、

村规划考虑农户的利益 ”。而在设计阶段是不可能

将工作做到每一个村的(主要是考虑政策处理需对

具体线位保密的需要),因此在施工过程中的改线

是难以避免的 ,为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

3.1.2　地形图原因造成

用于规划部门盖红线的图纸是万分一的地形

图 ,虽然图纸年份还是比较新 ,但由于地区发展太

快 ,图纸局部地段无法反映现场实际情况 ,而在取得

施工图红线后的定线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了调

整的 ,这就存在局部地段的施工图图纸与红线线位

不一致的情况 ,这也带来了一定量的改线量 。建议

在和地方结合时 ,尽量使用大比例尺地形图 ,如 1∶

2000,做到线位的尽量准确。

3.1.3　红线本身就不具备可实施性造成

部分发达地区规划设计院给定红线的原则是尽

量减小管道对规划用地的影响 ,因此要求对管线所

穿越的民房和厂房都不能进行避让 ,而地方一些部

门也希望通过天然气管道的施工去拆迁一些他们认

为将来会拆除的建筑物。这样将导致工程投资的大

幅增加 。而管道建设方需要的是一条具备可实施性

的线位 。如在宁波市部分地段的红线取得过程中遇

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最后经过了多次反复 ,虽然大部

分问题得到解决 ,但局部段还是有规划要求必须拆

迁的厂房 ,但这是管道投资难以承受的 ,而管道施工

又不可能等到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后再实施 。这种情

况 ,设计应按照规划给出的红线进行设计 ,到实施的

时候由施工单位再与当地部门进行协商后改线。

3.1.4　地方主管的调离的影响

这是指乡镇指定线位的主管人员调离后 ,新来

的工作人员对原来的红线进行否定 ,从而造成的改

线。这在发达地区工程实施过程中也时有发生。

3.1.5　现场情况变化

施工图交付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开工 ,而现场

地形地貌 、施工条件等发生变化后产生的改线。

3.2　施工方式的更改

施工方式的更改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策

处理原因 ,例如有的农户不允许从他的承包地开挖

通过 ,最后不得不改成顶管;另一个是当地政府部门

不同意采用开挖的方式通过道路或河流 ,因而改成

顶管或定向钻;第三是周边情况发生变化后的更改。

3.3　与其他工程的相互关系

这主要是指在管线设计完成后规划道路与管线

交叉时对方要求对管线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 。

4　小结

a.取得红线前应详细了解管线所经过地区的各

级规划情况。

b.需了解规划给定的红线中是否涉及到其他

部门的利益 ,如果有应及早接触 ,并及时报给业主通

报。

c.设计前应多与各部门结合 ,落实管线的敷设

方式(如水利局 、高速公路等)。

d.设计过程中应结合详勘资料更加深入的了

解管线所经过地区的地质条件 ,以便采取合理的保

护措施。

e.在配合施工过程中应要有充分的改线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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