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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规划区天然气管道工程的设计

章　磊

(中国石油工程设计西南分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结合规范要求和地域条件论述了输气管道及城市燃气管道通过城郊规划区时在线

路选择 、强度设计 、安全要求 、站场设计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及相互之间的差异。进入城市规划

区的输配气管道和天然气站场建设都有它们的共性与个性。在具体工程处理上要因地制宜并

和地方管理部门密切配合 ,除了要符合城市建设规划要求 、遵守管道保护条例及相关的设计标

准外 ,尚应根据管道通过的地域 、环境 、发展等具体情况与当地有关部门协调 ,选择好满足工艺

要求的输气管道走向和符合城市发展规划 、安全 、经济的天然气站场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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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城郊规划区内的天然气管道大致可分为三

类:长距离输气干线或输气干线的分输支线;城市燃

气高压管线;输气管道末站至城市燃气管道门站间

的输配管道。城郊规划区内的天然气管道线路和站

场设计如何做到服从规划 、遵守规范 、安全可靠 、经

济实用一直是天然气管道工程设计人员与地方管理

人员经常讨论的问题 。

1　天然气输配管线

从气源至用户的长距离输气管道线路一般不进

入城市 ,但大型长距离输气管道线路走向除满足沿

线用户分输要求外 ,还要绕避不良工程地质地区及

已建必须避让的工程项目 ,同时还要考虑到输气管

道线路工程安全及投资费用影响 ,大型输气管道的

建设费用每公里投资高达几十万至百万元以上 ,因

此输气管道为缩短距离局部取直通过城 、镇 、市郊规

划区是不可避免的。

进入城市规划区的输气管道线路走向应符合当

地城建规划要求和遵守国家标准《输气管道工程设

计规范》GB50251的要求[ 1] :线路应避开重要的军

事设施 、易燃易爆仓库 、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区 、飞机

场 、铁路车站 、海(河)港码头等区域 。当条件受限管

道需要在上述地区通过时 ,必须征得相关主管部门

同意。

输气管道设计压力一般都高于城市燃气高压管

道的压力。为确保安全输气管道不应进入城市建成

区及《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和《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规定的四级地区 ,对输气管道局部管段通过人口

稠密区和可能发生城市规划调整的区段 ,一般应采

取加强措施如:加密线路截断阀室设置 、提高管线设

计强度系数 、提高管道外壁防腐等级及焊缝检验要

求等。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地区等级划分是:按

沿线有人居住建筑物密集程度划分四个地区等级。

输气管道地区等级划分及强度设计系数见表 1。

表 1　输气管道地区等级划分及强度设计系数表

地区等级 密集程度＊ 强度设计

系数 F

一级地区 15 户以下 0.72

二级地区 15 ～ 100 户 0.6

三级地区 100 户或 100 户以上 0.5

四级地区 四层或四层以上楼房繁华地段 0.4

＊注:沿管道轴线 2.0 km 长 ,两侧各 200 m 宽的范围内的密度。

输气管道与周围的建构筑物及深根植物应保持

5 m 以上的距离 ,且满足管道与建构筑物的检修及



建造时的安装要求。

城郊规划区内的燃气管道高压环网管线多为城

市燃气管道的主供线 ,起到保证安全 、平稳供气 、调

峰作用 。大 、中城市的高压环网多为设计压力大于

1.6 M Pa的高压燃气管道 ,城市燃气高压管道不宜

建在城市建成区或人口密集区内 ,根据已建工程经

验 ,敷设在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外环线公路绿地较为

理想 ,既安全也不影响城市发展。

城市燃气管道的设计应遵守国家标准《城镇燃

气设计规范》GB 50028 的要求[ 2] :地下燃气管道不

得从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的下面穿越 ,地下燃气管

道与建筑物 、构筑物或相邻管道应保持一定的水平

及垂直距离 ,当燃气管道的压力大于 1 .6 MPa时 ,

燃气管道的强度设计应根据所通过的地区人口密度

划分的地区等级取值 ,燃气管道通过的地区按沿线

有人居住建筑物密集程度划分为四个地区等级 ,但

其计算面积 、密集程度和设计强度系数取值与输气

管道不同 。城市燃气管道地区等级划分及强度设计

系数见表 2。

表 2　城市燃气管道地区等级划分及强度设计系数表

地区等级 密集程度＊ 强度设计

系数 F

一级地区 12 个或 12 个以下供人居住建筑物 0.72

二级地区 12～ 80个以下供人居住建筑物 0.6

三级地区 80 个或 80 个以下供人居住建筑物 0.4

四级地区 四层或四层以上楼房繁华地段 0.3

＊注:沿管道轴线 1.6 km 长 ,两侧各 200 m 宽的范围内的密度。

燃气管道依据通过的地区等级 、燃气管道的压

力 、管径及壁厚确定其与建筑物的距离 。

一 、二级地区燃气管道与周围建构筑物的距离

只与燃气管道的管径和管道压力等级有关。

三级地区燃气管道与周围建构筑物的距离与燃

气管道的压力 、管子壁厚有关 。

当不能满足规范规定的距离要求时 ,可通过提

高管子壁厚的办法来减小距离 ,在三级地区当管子

壁厚大于或等于 11.9 mm 时 ,管子与周围建构筑物

的距离不受管道压力大小的限制只要求 3 m 的距

离。

四级地区的燃气管道压力不宜大于 1.6 MPa ,

但受条件限制高压燃气管道需要通过或进入四级地

区时 ,大于 2.5 M Pa的管道与周围建构筑物的距离

应不小于 30 m 的距离 ,采取保护措施后最小距离也

不应小于 20 m 。对大于 1.6 M Pa 等于或小于 2.5

M Pa的管道与周围建构筑物的距离应不小于 16 m

的距离 ,采取保护措施也不应小于 10 m 的距离要

求 。

输气管道末站至城市燃气管道门站间的管线 ,

一般由用气单位建设 。若管线在城市界区内应按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城镇敷设压力大于 4.0

M Pa的管道 ,设计宜按《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并

参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执行;若管线设计压力小

于或等于 4.0 MPa 的管线设计按《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执行 。

城市边缘输配气管道建设既要符合城市建设规

划要求 、遵守管道保护条例及相关的设计标准外尚

应根据管道通过的地域 、环境 、发展等具体情况与当

地有关部门协调确定输气管道走向。使输气管道通

过城郊规划区的线路既要安全可靠又要经济合理 ,

充分发挥输气管道建设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促进作

用 。

2　天然气输配站场

输气管道站场设置位置应符合输气管道线路总

走向 ,满足供气的工艺要求 、选择地势平缓 、开阔 、避

开不良工程地质地区和方便生活 、方便管理 。对进

入城郊规划区的输气站还应符合城市建设规划要

求 、遵守相关规范 、绕避人口稠密区 、处理好天然气

站的放空与消防等问题 ,并应区分与城市燃气管道

站场设计要求的不同。

输气管道站场按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天然气工

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 的分级规定分成两组

即[ 3] :输气工程中任何生产规模的输气站 、清管站 、

配气站及生产规模小于或等于 50×104 m3/d的天

然气压气站定为五级站场;生产规模大于 50 ×104

m3/d的天然气压气站定为四级站场。

五级站场的设置要求:距人口密度大于 100人

的居民区 、相邻厂矿企业 、铁路干线 、35 kV 及以上

独立变电所大于 30 m;距高速公路大于 20 m;距架

空电力线 1.5倍杆高。

属于城市燃气管道门站及储配站的设计则应符

合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规定:

一般无储气罐的输配站距民用建筑 、明火或散发火

花的地点防火间距要求大于 25 ～ 30 m;当站内设有

储气罐时 ,储气罐距周围建 、构筑物间距与储气罐容

量有关 ,储气罐防火间距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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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储气罐防火间距表

项目名称 防火间距

站内储气罐

总容积/m 3 ≤1 000
1 001～

10 000

10 001～

50 000
>50 000

距明火 、散发火花 、

民用建筑距离/m
25 30 35 40

地处规划区的天然气站场消防设计直接影响周

围居民 、工矿企业安全 ,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天

然气站场发生火灾事故时 ,消灭火灾事故最有效的

措施就是切断气源 。因此所有天然气站场必须在

进 、出站处设置气源截断阀 。而且要求截断阀设置

的位置能在站内发生火灾事故时 ,操作人员能够靠

近并迅速切断气源 ,天然气站场火灾将随气源切断

而迅速扑灭 。各输气站内还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规范》GBJ 140配置灭火器 ,配合灭火。对以天

然气为主要生产介质的站场 ,消防水并不能扑灭天

然气大火 。消防水的主要作用只是用来扑灭火灾开

始时的火源;当站内发生大火时起到冷却相邻设备

和保护消防队员的作用 。对于生产规模大于 50 ×

104 m3/d的四级压气站及设置有储气罐的储配站还

应按规定设置消防水池 ,满足消防用水量及给水强

度的要求 。

天然气站场的放空与周围安全及环境卫生有密

切关系 ,因此火炬及放空管的设置应按相关规范规

定设计。天然气站场检修或事故时应放空站内天然

气。火炬及放空管宜设在天然气站场生产区最小频

率风向上风侧并布置在地势较高处 。根据《石油天

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当天然气站场放空管

放空量等于或小于 1.2 ×10
4

m
3
/h 时 ,放空管距天

然气站场不应小于 10 m;当放空管放空量在 1.2 ×

104 ～ 4 ×104 m3/h 时 ,放空管距天然气站场不应小

于 40 m;规范没有规定放空量大于 4×104 m3/h时

的要求 ,显然从环境和卫生要求考虑放空量大于 4

×104 m3/h 时应予点火放空 。放空管设置的要求

是:距人口密度大于 100人的居民区 、相邻厂矿企

业 、35 kV及以上变电所 60 m;距铁路 、高速公路 、

国家 Ⅰ 、Ⅱ级架空通信线 40 m;距一般公路 、一般架

空通信线 、架空电力线 30 m 。火炬与有关设施的防

火间距按上述距离加倍 ,当布置有困难时可通过计

算确定 。

对于城镇燃气管道站场放空管 ,放空量相对较

小 ,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 ,城镇燃气管道站

场设置要求:放空管高度应高出其25 m 范围内建构

筑物 2 m 以上且不得小于 10 m 。放空管距明火或

散发火花地点 、铁路地界 、室外变配电站大于 30 m;

距办公民用建筑 、甲 、乙类产品生产厂房 、库房 、燃气

锅炉房 、汽车库 、机修间等 25 m;距工艺装置 、调压

计量间 、压缩机房 、消防泵房等 20 m;距高速公路 、

Ⅰ 、Ⅱ级公路 15 m;Ⅲ 、Ⅳ级公路 10 m 等 。火炬及

放空管均宜设在天然气站场生产区最小频率风向上

风侧并布置在地势较高处。

总之 ,进入城市规划区的天然气站场不管是输

气管道站场还是城镇燃气管道站场都有它们的共性

与个性 。在具体工程处理上要因地制宜并和地方管

理部门密切配合 ,按输气管道保护条例及相关规范

标准要求选择好满足工艺要求 、符合城市发展规划 、

安全 、经济的天然气站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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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C 降烯烃催化剂在大庆石化 FCC装置的应用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研制 、长岭炼化公司催化剂厂生产的 DODC 降烯烃催化剂在大庆石化公司炼油厂

140×10
4
t/a重油催化裂化装置获得应用 ,运转结果表明 ,该催化剂对石蜡基原料具有良好的汽油降烯烃能

力和重油转化能力 ,当 DOCO 占系统催化剂藏量 60 %,平衡催化剂微反活性由原来的 62.7上升到 65.0 ,剂

油比由 5.8增加到 7.2时 ,汽油烯烃体积分数由 54.2%下降到 36.1 %,汽油研究法辛烷值下降了 1.4个单

位 ,汽油诱导期大幅上升 ,由 390 min增加到 952 min ,大大超出 480 min的国家标准 ,焦炭产率增加 0.05%,

轻油收率仅降低 0.02 %,产品分布较好。
金秋石化传播有限公司　钱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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