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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610081）杨罗  刘曦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修订建议

摘       要：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分析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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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以下简

称《燃规》）实施以来积极的指导城市燃气工程建

设，对城市燃气工程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借《燃规》修编之机，结合具体的城市燃气工程

实践对《燃规》使用过程中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并提

出修订建议以供参考。

1     高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间距问题

《燃规》根据高压管道的设计压力、设计管径、

地区等级及管道壁厚规定了高压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

间距，根据《燃规》6.4.11、6.4.12条文说明，该水平

间距为安全间距，是当发生事故时将损失控制在较小

范围，减少人员伤亡的手段。

根据《燃规》要求在确定管道敷设地区等级的时

候应考虑规划发展的需要，所以实际工程中城镇燃气

高压管道大多数敷设在三、四级地区。四级地区一般

为城市建成区，是建筑物密集、人员活动较频繁的区

域，城镇燃气高压管线应慎入，当受地形条件限制进

入时必须满足《燃规》规定的技术条件，从规范实际

执行的情况来看这些技术条件虽较为严格、但设置恰

当，有效地保障了四级地区燃气高压管线的安全。

高压管道在执行《燃规》三级地区水平间距，

尤其是设计压力为4.0MPa，管道壁厚不小于11.9mm

的燃气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间距时，有时会出现比较

尴尬的局面。比如：由于燃气管道管位的限制，规

划部门经常要求城市燃气高压管道与上游长输管线

同沟敷设，上述级别的城市高压燃气管道执行《燃

规》，与建筑物要求8m的水平间距，而上游长输管线

执行《输气管道设计规范》GB50251（以下简称《输

规》），与建筑物没有安全间距的提法，仅需与建筑

物留有保证施工和日常维修的通道即可。当同沟敷设

的两管道在距建筑物较近时，就会出现长输管线能

够通过，而设计压力更低（长输管线压力一般不小于

4.0MPa），安全系数更高（三级地区城镇燃气高压管

道强度设计系数为0.4，即安全系数为2.5；长输管线

强度设计系数为0.5，即安全系数为2.0）的城镇高压

燃气管线由于不满足与建筑物的安全间距要求而无法

通过的情况。

 造成以上情况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燃规》和

《输规》编制理念的不同。《输规》认为在保证管道

本质安全的情况下无需再考虑管道的安全间距，而

《燃规》认为城镇燃气管道在城市内敷设，实际上管

道难以避免绝对不会出现缺陷、事故，高压燃气管道

与建筑物控制一定的距离，是确保当发生事故时将损

失控制在较小范围，减少人员伤亡的一种有效手段。

两规范从各自行业的特点出发制定规范要求的做法无

可厚非，但结合实际情况来说，在目前城市各类市政

doi:10.3969/j.issn.1671-5152.2016.01.003



燃气技术 Gas Technology

17城市燃气  2016 / 01  总第 491 期

燃气技术 Gas Technology

管线大量增加、管道管位日渐紧张的情况下，控制管

道自身安全，从积极的方面上预防事故的发生，逐步

减小甚至取消安全间距的理念更为先进。

根据《燃规》6.4.11、6.4.12条文说明的解释，造

成管道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是：①外力作用下的损坏；

②管材及焊接缺陷；③管道长期埋于地下，目前城镇燃

气行业对管道运行期发生的缺陷，管内、外的腐蚀情况

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和先进设备，管道在使用后的质

量得不到有效及时的监控。《燃规》颁布于2006年，

随着近10年的发展，城市燃气行业出现了许多新技

术、新设备和新方法来解决以上问题。

采用提高管道应力水平（即强度）的方法来抵抗

外力破坏。根据《燃规》6.4.11、6.4.12条文说明：经

实验证明，在三级地区允许采用的挖土机，不会对

管壁厚度不小于11.9mm 的钢管造成破坏，因此采用

管壁厚度不小于11.9mm的钢管（管道材料钢级不低

于L245），基本上不需要安全距离。所以提高管道壁

厚，增加管道强度是抵抗外力破坏的有效手段。

采用“双百”探伤无损检测避免焊接缺陷。从

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很大一部分高压管道工程设

计、施工中已经对所有环向管道焊缝进行了全周长

100%的射线探伤和100%的超声波探伤，有效地避免

了管道的焊接缺陷。

采用在役管道外防腐层检测技术监控外防腐层质

量。目前以PCM为主的在役管道外防腐层检测技术发

展迅速，国内很多燃气公司均已采用该项技术对在役

管道外防腐层进行检测，对管道运行期间外防腐层质

量进行有效监控。

采用智能检管技术监控管材缺陷及管道运行期间

内腐蚀情况。智能检管技术是通过装有无损检测设备

及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系统的智能清管器，在不影

响管道运行的情况下，检测并记录管道壁厚、管径以

及管道内外腐蚀、局部变形以及焊缝裂纹等缺陷，也

可间接判断涂层的完好性，同时也为制定有效的管线

完整性检测和评估方案奠定了基础。近几年，国内新

建的燃气场站在设置清管装置时，基本设置都是智能

清管器，大多数高压管道设计、建设也满足《钢质管

道内检测技术规范》GB/T27699及《管道内检测》SY/

T6889进行智能检管的技术要求。

在役管道外防腐层检测技术及智能检管技术最大

的特点就是在管道运行期间定期进行检测能发现、记

录外防腐层及管道本体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皱褶、凹

陷等缺陷信息，进行“预知性维修”，以减小事故发

生概率。

 通过运用以上的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能够极

大地提高管道自身安全，建议《燃规》在修编时能否以

上述技术或方法为保护措施，对满足这些保护措施的

高压燃气管道与建筑物的水平间距进行适当的调减。

2     燃气管线与铁路的安全间距问题[1]

《燃规》6.3.3条及6.4.13条对于燃气管线与铁路

平行敷设的安全间距的规定：高压燃气管道与铁路路

堤坡脚保证6m~8m的安全间距，次高压及中压燃气管

道保证5m的安全间距。而铁路行业规范《铁路工程

设计防火规范》TB10063-2007（2009年局部修订条

文）中对于可燃气体与铁路平行敷设时的安全间距的

规定为：可燃气体管道与铁路路堤坡脚的防火间距为

50m。

在实际工程中燃气管线靠近铁路平行敷设时需由

燃气管线工程技术方案铁路部门审批，铁路部门常以

“从严要求”为理由，不采用国家规范《燃规》的相

关条文，而按照铁路部门行业规范《铁规》要求执行

燃气管线与铁路50m的安全间距，使《燃规》的规定

失去了指导意义。

建议《燃规》在进行修编时与《铁规》规范编制

组进行协商，在确保双方安全的情况下，制定铁路和

城市燃气管道合理的安全间距要求。

3     站内埋地燃气钢质管道阴极保护问题

《燃规》6.7.1条明确了城镇燃气钢质管道需进

行外防腐设计，同时6.7.4条明确了采用涂层保护埋地

敷设的钢质燃气干管应同时采用阴极保护，但对于非

燃气干管的站内埋地钢质燃气管道的阴极保护没有

作要求。根据《城镇燃气技术规范》GB50494-2009

（以下简称《技规》）中6.2.10条规定：对于设计压力

大于0.4MPa及公称直径大于100mm，且设计压力大于

0.01MPa的新建燃气管道必须采用外防腐层辅以阴极

保护系统的腐蚀控制措施，由于《技规》全部条文为

杨　罗等·《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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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所以城市燃气钢质管道

只要为《技规》所列范围，无论站内还是站外管道，

无论干线还是支线管道均必须进行阴极保护。

从实际工程来看，燃气场站站内埋地钢质钢管管

径较小，用量较少，管道外防腐通常采用现场制作的

方式完成，由于施工现场环境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现

场制作的管道外防腐层质量控制很难达到工厂预制外

防腐层的水平，故对燃气场站站内埋地钢质钢管进行

阴极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颁布了行业标准《石油天然

气站场阴极保护技术规范》SY/T 6964-2013可作为站

内埋地管道阴极保护设计的依据。建议《燃规》在修

编时对于站内埋地燃气钢质管道阴极保护的规定应与

《技规》的要求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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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出租车加气拥堵的成因分析及效率提升措施

摘       要：  CNG车辆加气排队等待的主要原因是CNG加气站供应能力不能满足CNG出租车交接班时

段集中的加气需求。目前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增加CNG加气站的数量。但通过合理的统筹

可有效地提升CNG加气站设备利用率达到提升供气能力的目的。通过估算理论提升值可

达50%，接近了设备的最大供气能力。统筹管理后，提高了高峰期间的运行供应量，可大

大降低加气排队等待时间，提高了加气站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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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NG车辆加气现状

天然气作为一种替代汽油燃料的清洁能源，因

其经济性而被广泛应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扩展

和车辆的高速飞增，加气站的数量和规模难以满足现

状，导致加气排队影响交通而被广泛的关注。

1.1  加气次数和加气时段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CNG气瓶重量不能超过整

车重量的5%，因此配置的气瓶容量受限。以出租车

为例，CNG出租车气瓶加满大约13Nm3~14Nm3，能行

驶200km左右。以每日行驶400km计，日用气约25Nm3~ 

30Nm3，每天至少需加气两次。但按照出租车“加满交

班”的行规，一般每天至少需加气3次~4次。（公交车为

多个气罐并联，储量大，一般一天加气1次。）

私家车主要在白天加气，公交车一般在夜间停运

后加气。出租车因加满交班的行规，下午4点~5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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