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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应急管理中应用的探讨

摘       要：  本文通过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探讨如何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燃气事

故的提前预警，以提高应急响应效率，降低燃气事故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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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企业由于管道设施的开放性和隐患的隐蔽性

特点，导致隐患治理难度较大。在很多时候，当发现

安全事件时就已经发生了燃气泄漏，隐患已经处于失

控状态。在从发现泄漏到引发次生事故的时间间隔

里，燃气企业需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并正确地

开展应急处置，这对燃气企业的应急管理是较大的考

验。由于应急处置过程中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也极

有可能由于处置不及时、不正确而引发次生事故。

在传统的应急管理模式下，由于燃气设施的开放

性和用户的公共性，仅靠燃气企业员工通过巡视、巡

检和入户安检及时发现所有泄漏十分困难，也不现

实。因此，多数燃气泄漏的最先发现者是燃气用户或

者普通公众。这就使得燃气企业如何主动并及时发现

泄漏及隐患尤为重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主动

发现泄漏，快速开展应急处置，是燃气企业所面临的课

题。本文通过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应急管理中的实

践应用，探讨如何通过信息化技术实现燃气事故的提

前预警，以提高应急响应效率，降低燃气事故发生率。

1     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的应用情况

与燃气企业生产运行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数

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客户服务系统以

及生产调度系统和应急抢修系统等。这些系统相互协

作，确保了燃气企业的高效运营和优质服务。

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主要是对门站、储配站、调

压站、管网等燃气设施的运行工况数据以及设备状

态、周边环境进行采集，并对需要控制和调节的对象

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操作执行。

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是对燃气管道、附属设施、周

边风险、竣工图档和地形地图数据进行管理，支持对

管道运行、设施维护、应急抢修、管道检测等作业数

据进行管理，支持风险评级、隐患排查和决策分析等

功能或预留数据接口。

客户服务系统可实现对燃气用户和燃气计量器具

的统一管理，实现抄表、计费、收费、安检和户内维

修等作业管理。

生产调度与应急抢修系统具备气源管理、调度监

控管理、调度运行管理、管网仿真、生产报表管理等

功能，支持事故应急抢险抢修管理。其中，应急抢修

管理功能包括：对应急工作涉及的应急准备、接警与

预警、应急响应与联动、现场应急处置和抢修、应急

恢复等进行管理；具备应急演练管理的功能；支持与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应急事件相关信息联动和共

享；对可调用的应急人员和应急资源状况统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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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

2     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与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应急处理流程相比，有信息

化技术支撑的应急管理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和特点，

具体如下。

2.1  风险监测

借助已构建的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对燃气

输配与生产环节的全局、精准监控。这主要包括：

（1）管网哨兵在线监测系统：该系统实时监测

管网的泄漏情况以及周边潜在的第三方施工对燃气管

网的潜在威胁，确保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

（2）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该系统能够精确捕

捉燃气管网的运行压力、气源供给及消耗动态，为燃

气运营管理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

（3）无人值守场站监控系统：运用先进的自动

化技术，该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场站的安全运行状态，

确保无人值守场站的安全运行。

（4）易作业巡检系统：通过此系统，我们可以

实时追踪并管理巡检人员的作业情况，确保巡检工作

的高效执行。

通过这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我们能够主动、及

时地发现潜在的泄漏和隐患，提升企业的应急响应速

度。同时，这些系统还能对潜在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测

和评估，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遏制。

2.2  风险预警

基于信息化技术对各类隐患的监控，可以建立风

险预警系统，并及时向相关人员发布预警信息，提醒

他们做好应急响应准备工作，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下面以管网哨兵在线监测系统的风险预测功能

为例说明。

（1）报警动态分析：依托先进的机器学习技

术，融合实时监测数据及报警历史数据，构建报警动

态分析模型。这一模型不仅能够对管网监测数据进行

实时、动态的深度挖掘，还能精准地识别出潜在的异

常情况，并在第一时间生成警报，确保相关人员能够

迅速响应，高效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2）评估风险等级：结合管道建设年限、材质、

维护历史记录等多方面因素，分析报警数据、报警趋

势。同时开展泄漏点位标识、管道隐患区域标识。在

此基础上，评估判定管道风险等级，针对不同风险等

级的管道，采取分级别、有针对性的安全管控措施。

（3）后台数据分析：利用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人

工智能算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将数据可视化

展现在地图上，通过动态打点标记方式呈现相关信

息，并结合地图图层展示技术，将数据结果以不同图

层展示在地图上，帮助管理人员更清晰地了解管网泄

漏点位分布情况，为管网安全管理和日常维护提供数

据支持和指导，见图1。

（4）管网运行趋势图谱：通过融合管网运行数

据及历史隐患数据，构建出管网运行风险趋势图谱。

这张图谱直观地展现了管网的安全状况演变情况，并

运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对燃气管网的各项关键安全

指标进行深度剖析，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从而推动

问题的及时发现与高效解决。

2.3  应急调度指挥

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层面，通过管网哨

兵在线监测系统、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5G远程视频

监控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对应急处置现场、周边

管网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通过深入分析

信息化反馈的数据，我们能够精确地界定事故的影响

范围，为应急资源的科学调度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这种

精准的数据支撑使得我们的应急指挥调度更加迅速、

高效，从而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有效应对。

2.4  现场处置支持

在应急响应现场处置过程中，信息化技术可以为

现场处置提供重要支持，例如5G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提供的现场影像，可以帮助应急人员及时了解事故现

场的情况，快速做出决策，地理信息系统提供的地下

管网卫星定位信息、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提供的周边

燃气管网运行压力信息，可以帮助应急人员准确把握

事故影响程度和范围，科学评估风险，制定相应的处

置方案。这些信息化手段提升了现场应急处置效率和

准确性，增强了应急响应的效能。

3     大连华润燃气应用实践

大连华润燃气从2019年开始推进企业信息化转型

工作，通过信息化系统的搭建对传统业务及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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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服务等燃气企业新生业务提供支持。目前，

已建设投运CIS（客户服务系统）、SCADA（数据采

集与监视控制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EIS（易作

业系统）、SMS（安全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化系统。

初步实现了从气源供给源头到供气末端的管网压力、

温度、流量实时监测（SCADA系统），管网泄漏、周

边挖掘施工实时监测（管网哨兵在线监测系统），员

工巡检动态实时监测（EIS系统），抢维修工单流转

实时监测（SMS系统）等功能，对管网输配、应急抢

修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见图2。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深入应用，大连华润燃气的应

急管理也从以人工为主的应急管理模式向信息化、智

慧化方向转变，并得到了充分地赋能。下面就以应用信

息化技术后，隐患发现及处理流程的变化为例说明。

没有或缺乏信息化支撑，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应急

处置流程如图3。

从图3可见，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应急处置，燃气

泄漏等安全事件的发现主要依赖于员工的主动发现

和社会公众报告，应急处置情况的反馈主要依赖于

现场处置人员的认知，此方式依赖人工，局限性大、

效率低、成本高、误判率高，无法满足对于燃气事故

提前预警，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和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的需求。

有信息化技术支撑的应急处置流程如图4。

从图4可见，在信息化技术支撑下，燃气企业可

以通过管网哨兵在线监测系统、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等信息化系统主动监测发现燃气泄漏等安全事件，从

而提升了隐患及风险发现的及时性，为企业应急响应

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应急处置情况则可以通过信息化

系统进行实时地记录、分析和共享，提升了应急处置

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图2  大连华润燃气信息化系统建设情况

图1  管网哨兵报警类别及频次分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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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以人工为主的传统应急处置流程图

图4  信息化技术支撑的应急处置流程图

李　鹏等·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应急管理中应用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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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效果

4.1  主动发现泄漏风险

通过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智能监测系统，燃气

企业能够实时、主动地捕捉潜在的泄漏风险、及时发

现泄漏事件，这种主动发现机制不仅大幅提升了风险

预警的精准度，更在源头上有效遏制了因泄漏可能引

发的安全事故。

4.2  应急处置及时性提升

当安全事件及事故突发时，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实

时监控与报警功能，燃气企业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应急响应处置。这种高效的应急处

置流程不仅提高了响应的及时性，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泄漏事故带来的损失，切实保障了人员与财产的安全。

4.3  辅助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

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使燃气企业能够通过信息化

数据对泄漏事故和风险进行深入地分析与总结，为企

业安全生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这不仅有助于企业

更准确地识别和评估安全风险，还能够为制定更为科

学合理的安全生产策略提供有力依据。同时，通过对

泄漏事故的深度剖析，企业能够积累宝贵的经验与教

训，推动安全生产能力的持续改进与提升。

综上所述，信息化技术在燃气企业的应急管理工

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应用场景的拓展，信息化技术必将为燃气企业的应

急管理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吴鹏飞，何　信，胡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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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定位及高精度光谱分析检测技术
在燃气管线泄漏检测的技术应用

摘       要：  近年各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隐患逐渐增多。受常用检测设备的灵敏度及环境条件影响，不

能及时、准确地发现泄漏隐患。本项目以北斗精准定位技术与ppb级高精度激光光谱分析

技术相结合，在不超过90km/h移动速度情况下，排除沼气等气体的干扰，对150m范围内

的ppb级别的微小泄漏检测和泄漏点的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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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燃气管道设施投运时间的增长及环境条件的

变化，燃气泄漏隐患显著增加。传统巡检模式——依

赖人工手持可燃气体检漏设备定点巡测与检测车道路

检测，存在显著局限性。此模式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资

源，而且受限于设备灵敏度和环境条件，难以及时、

准确发现泄漏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