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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煤改气”安全相关问题的探讨

摘       要：  随着国家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北方地区“煤改气”工作近两年得到了跨越式

发展，尤其农村“煤改气”受各地强制性政策影响呈集中爆发态势。受农村特殊环境、

施工质量、用气意识等客观因素影响，农村“煤改气”带来诸多安全问题，而在此之前

地方政府及燃气企业并无多少农村燃气安全管理经验，如何将农村“煤改气”工作快速

理顺。本文结合实践，对农村“煤改气”中的特殊环境、施工质量、用气意识以及政府

推进等问题进行分析，并对解决以上的对策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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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the "switching 
from coal to gas" in the northern area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especially the rural "switching from coal to gas" is affected by all kinds of compulsory policies. 
By the special rur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quality, safe use of natural gas consciousness, the 
rural coal gas brings many security problems. B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gas enterprises 
did not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gas safety, and how to straighten 
out the work of " switching from coal to gas "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practice of rural areas "switching from coal to gas" in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promote awareness of gas government issues such as analysis, and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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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由于天然气较其他化石燃料具有优越的环保性，

同时受益于天然气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近两年我国的

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煤改气”成为举足轻重的重

头戏。自2017年以来，国家部委及“2＋26”传输通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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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先后就大气污染治理举措出台多个政策。

2017年3月1日，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能源

局及相关6大省市政府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全面加强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散煤治理，北京、天津、

廊坊、保定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

务，传输通道其他城市于2017年10月底前，按照宜气

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每个城市完成 5万~10万户

以气代煤或以电代煤工程”。

2017年8月21日，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年~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的通知（环大气〔2017〕110号）提出：“全面完成《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指标。2017年10月至2018年3

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

下降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

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大气环境治理文件后，

北方地市普遍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指导思想下，考虑天然

气更符合北方农村村民的实际生活习惯（炊事与取

暖）等因素，“煤改气”成为北方力推的农村燃料革

新方式；“煤改气”既符合了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整体

要求，也高度契合广大村民使用清洁能源，提升生活

品质的诉求。然而在此背景下，受农村特定环境因素

带来的“煤改气”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必须引起相关

从业者的重视。

2     农村“煤改气”安全问题

2.1  农村建筑规划缺失

当前，北方地区进行“煤改气”的地市多为欠

发达地区。村庄缺乏规划布局，整体功能布局未经过

系统性规划[1]。现有房屋建筑为村民根据经济条件、

喜好自行建造，较为随意，房屋结构没有经过科学设

计，未充分考虑房屋的功能分区、防火等级以及节能

效果等因素，造成先天性不足，如图1所示，燃气管

道敷设墙体稳定性差，且与燃气具烟囱间距过低。其

它水电等基础设施也是因需而建，缺少协调，造成燃

气管道设施用地或走位困难，如图2所示，架空管道

高度仅2.1m，无法满足农村大型车辆通过。就上述农

村环境而言，往往并不能满足相关燃气设施设计施工

的规范技术要求。

 

2.2  政策仓促而行

相当地区的农村“煤改气”项目为政府“环保一

票否决”态势下上马的“一刀切”任务。据了解，某

些地方政府直到2017年9月份以后才决定“煤改气”

项目的实施，要求燃气企业在供暖季前无条件完成数

千户村民的燃气设施安装与通气；从施工图设计、材

料采购、工程施工及置换通气等全过程的时间不足两

个月，由于农村环境的复杂性，无论是施工图设计还

是工程施工的难度都远超城市居民燃气工程，而且燃

气企业在农村燃气项目上并没有多少经验可循；在如

此繁重的任务下，建设单位又如何能把控好工程的各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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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为赶工期牺牲的往往是工程质量，甚至由于

专业施工人员的缺乏，雇佣无资质无经验的“草台班

子”施工队，施工质量令人堪忧，如此工程为后期的

安全运营埋下了极大的本质性隐患。

2.3  施工质量难保证

受上述两点因素影响，农村天然气项目的实际工

程质量远低于城市天然气项目的工程质量，如图1、

2。通过调研部分农村“煤改气”现场，燃气管道设

施违规安装现象较多。农村特定的环境及房屋特点对

燃气管道走线及燃气设施的规范化安装造成较大的困

难，燃气管线设施与供电设施等危险因素的间距不达

标，无合适安装固定点且难以做到防碰防撞等问题已

为常态（农村道路狭窄，春节等车辆聚集势必容易出

现刮碰或撞击燃气管道），如图3，管道支架架设在

无硬化基础的土地上，且临近农村狭窄的马路无防撞

措施；甚至在部分村民的厨房内仍保留着传统的土炕

土灶。同时由于目前所实施的城镇燃气相关规范，更

多适用于城镇环境。在农村特定环境下的施工过程中

如何对难以满足现行规范要求的工程，如何予以增加

安全裕量，目前政府并无专门的指导规范，只能依靠

企业自行把握。

 

                   

2.4  用气环境脆弱

相对而言，农村村民整体安全意识较为薄弱。近

年来，受媒体传播影响力等因素影响，城市燃气事故

的曝光率远高农村，事实上并不代表农村燃气事故处

于低发水平。尽管部分村民有着较长时间的瓶装液化

气使用经验，但对燃气基本安全知识的认知仍处于极

为片面的阶段，无法满足正常安全用气需求。据调查

了解，相当部分村民对燃气设施保护以及燃气事故预

防应对等措施并无了解，如村民对尚未供气的燃气设

施私改、私接，破坏燃气设施。

更为甚之，上述农村“煤改气”区域多为人口输

出型地区，中青年男女一般常年外出务工，村庄内多

为留守的老幼等弱势群体，这类群体无论是对新事物

的接受还是突发情况应对能力均处于弱势地位，无形

中又增加了管道天然气使用的危险性。燃料转换过程

中，如何快速培育村民良好的用气习惯及安全意识是

燃气企业及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2.5  运营挑战

农村用户的用能习惯、燃气管线设施分布等方面

与城市燃气供应有着极大差异，如何做好燃气持续供

应、运营维护、巡视检查、表计设施更换、抄表收费

等方面工作，是燃气企业后期运营的重要问题[2]。农

村环境无论是道路交通的便利性，还是消防、医疗救

援的及时性与城市相比都存在诸多不足，城市燃气供

气常规的管理模式及经验面临上述问题往往并不能完

全有效解决，如何快速运用良好的管理模式及先进的

技术手段是解决运营阶段棘手问题保证村民安全稳定

用气的关键。

3     建议

3.1  政企统筹资源规划协调

由于燃气具有公共服务民生工程的特殊属性，不

同于一般性商业贸易活动，不仅需要供需双方的协调

配合，更需要政府与燃气企业间的通力合作。

对于尚未进行农村“煤改气”的地区，当地政

府应综合考量本地农村的生活习惯与资源禀赋，统筹

协调规划与发展，整体提高农村能源利用效能及可操

性，逐步推进天然气“村村通”。

其次，农村天然气的普及必须结合当地村庄环境

通盘考虑、循序渐进，建议在村庄社区或个别典型村

庄进行试点性供气，培育村民使用天然气意识，总结

农村“煤改气”过程中的难点、重点问题，为下一步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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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煤改气”工作积累经验；同时对于确定“煤改

气”的地区要进行充分调研，提高多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调，提升天然气资源供应的保障能力。

3.2  强化设计、施工环节管理

对于目前已经确定的“煤改气”项目，政府要

制定合理科学的“煤改气”计划，切不可再盲目追求

项目建设速度而忽视施工质量。在建设过程中相关单

位要充分论证相关项目的安全可行性，根据每户村民

的建筑特点，科学合理设计、施工，不得随意安装布

线；受农村环境限制，当环境确与施工要求相差较大

时，相关单位必须要采取安全补偿措施，保证燃气设

施的安全性。与此同时，地方燃气主管单位要根据本

地农村“煤改气”常见问题及时出台农村天然气建设

利用指导意见或标准规范。

3.3  提高村民用气安全意识

燃气企业要根据村民受教育水平情况，充分利用

电视、广播、画报、学校课堂等途径，开展无覆盖、

多频次通俗易懂的安全用气宣传活动，提高村民安全

意识；尤其加强对农村老人、儿童的安全教育宣传；

同时制定农村服务运营模式，强化巡检，对“管道外

爬、表箱外置”等新技术应用开展多种形式的燃气安

全宣传。

地方政府可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建立农村燃气安全

管理督导组，明确将农村燃气安全纳入安全“一岗双

责”的管理重点，推动燃气安全责任险的落实，引导

村委会承担一线燃气安全督导义务。

3.4  运营管理模式转变

燃气企业要针对农村地区特定环境下的天然气

使用特点涉及天然气储、运、销各环节的设施管线运

营、户内用气设施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作业指导

书，为参与农村燃气各项运营的工作人员提供有序开

展业务的安全保障。

同时，燃气企业要以农村“煤改气”为契机，在

农村燃气供应过程中的运营维护、销售服务、客户安

检等方面积极创新运营模式。依托地理信息系统优化

传统生产运营业务应用模式，构建工程可视化、运营

可视化、户内作业可视化等新技术管理系统，实现农

村燃气管网管理的可视化、智能化管理。

要积极开展安全技术创新，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云平台等促进标准落地，打造数字化主动安全模

式，如在农村地区率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再者，燃气企业要根据农村燃气抢险所面临的交

通恶化、消防医疗、极端天气等外部影响充分评估，

对交通工具选择、机具改良及相关资源整合等问题进

行综合考量，合理布置抢险（修）网点，有效增加燃

气企业抢险快速反应效能[3]。

参考文献

1 黄骞. 农村“煤改气”存在诸多“先天不足” [N]. 中

国能源报，2017-12-25（14）

2 吕淼. 农村“煤改气”不可因噎废食 [N]. 中国能源

报，2018-1-22（4）

3 黄骞，彭知军. 关于城市燃气抢险快速反应对策的探

讨[J]. 城市燃气，2015；9：23-26

2018年3月7日，从2018年全市燃气管理工作

大会获悉，武汉市将建设智慧燃气综合监管平台，

通过液化石油气气瓶销售电子标识管理系统，实现

气瓶从充装、销售到配送、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可追

溯。另外，武汉市还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天然气储备

其它信息

湖北武汉将建“智慧燃气”

的能力，以便在上游供气紧张等特殊情况下，最大

限度地降低市民用气受影响的程度。

根据计划，2018年武汉市将推进液化石油气气

瓶销售电子标识管理，最终实现居民扫码就能实现

追溯一瓶燃气来源的目标。        （本刊通讯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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