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ight Transportation | 货运物流

-103-中国化工贸易          2024 年 6 月

0 引言

在能源输送中，管道运输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

输送石油、天然气的长输管道。作为现代工业的生命

线，管道输送对于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确保国家能源

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性的作用。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

发展，人们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追求愈发强烈，

为建立起安全、可靠、和谐、协调的环境和匹配运行

的安全体系，使人类变得安全、康乐、长寿，使世界

变得更加友爱、和平、繁荣，离不开安全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保障，所以提升城镇燃气安全运行管理迫

在眉睫。安全是魂，预防在先，城镇燃气作为民生行业，

运用能源解决了人民生活需求的问题，同时也促使安

全风险的寄存，安全问题不容小觑，安全生产形势日

益复杂。

1 历年燃气事故统计分析

本文对近几年媒体报道的燃气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情

况进行梳理统计，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几个特点：

①从事故总量来看，城镇燃气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总量依然较大，特别是湖北十堰“6·13”燃气爆炸事故、

宁夏银川“6·21”燃气爆炸事故相继刷新燃气领域

事故记录，为燃气企业狠狠敲响了警钟，也不断成为

政府部门、燃气企业、用户，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关注

的焦点问题；

②从事故发生时间来看，城镇燃气领域生产安全

事故呈现一定的时间序列特点，比如夏季、冬季事故

数量明显攀升，主要是因为 7、8 月日常居民生活消

费频繁，餐饮用户经营活动较为活跃，餐饮领域燃气

事故较多。冬季整体气温偏低，用气量增加，居民用

户领域燃气事故较多；

③从事故直接原因来看，在已确定直接原因的城

镇燃气领域生产安全事故中，最主要的三个原因为：

第三方施工破坏、用户安全意识不足、燃气管网设施

老化，基本占到已确定直接原因事故的 60-70% 左右。

2 城镇燃气管道安全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燃气使用的日益普及，

城镇燃气安全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结合以上事故统计

分析情况以及城镇燃气安全管理现状，应当注重以下

几个方面核心问题。

2.1 燃气管网设施老化严重

燃气管道作为城镇燃气输送的主要通道，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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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直接关系到燃气的稳定供应和使用安全。然而，

当前部分城市的燃气管道使用年限已超过 20 年，长

时间的使用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使得管道出现老化、

腐蚀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燃气的正常输送，

更埋下了泄漏的隐患。

一旦发生泄漏，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可能

引发火灾、爆炸等严重事故，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老化问题的产生，既与管道材料、设计标准

的历史局限性有关，也与日常维护保养、巡查管理、

风险防控、物联网技术应用的不到位息息相关。特别

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由于历史原因和管理缺

失，燃气管道老化问题尤为突出。

2.2 用户安全意识不足

用户作为燃气的最终使用者，其安全意识和行为

直接关系到燃气使用的安全。然而，当前部分用户对

燃气安全知识了解不足，使用燃气时存在一些不规范、

不安全的行为。例如，不注意通风换气、违规操作、

私拉乱接、偷盗气等，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燃气事故

的风险，也影响了燃气的正常使用效果。用户安全意

识的淡薄与宣传教育的不足有关，一些用户在使用燃

气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对燃气的性

质、使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了解不全面。此外，部

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忽视安全提示和警示标志，入户

安检到访不遇、用户储量不断增加，实际入户率不高，

也是导致用户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

2.3 第三方施工破坏

随着城市建设脚步的加快，近年来各类市政项目

及工程不断增多，对燃气管道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例

如，施工单位未准确掌握地下燃气管网资料擅自作业、

施工作业安全意识不足、未按既定方案施工、存在未

做保护野蛮施工情况以及安全监管巡视不到位等，都

可能造成燃气管网泄漏，甚至是更为严重的事故发生。

当然，在以上三个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之外，也

存在着燃气企业安全管理层面的问题。燃气企业的安

全管理是确保燃气安全的重要环节。然而，当前部分

燃气企业忽视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存在安全管理制

度不健全或制度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安全认识不到

位，培训教育碎片化、方式单一，风险辨识未全面系统，

隐患排查宽松软、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这使得一些

安全隐患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久而久之，极有可

能导致发生燃气事故。

同时，部分燃气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安全

投入方面也存在不足，导致设备设施维护更新不及时，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这种短视行为不仅影响了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3 产生原因剖析

在对城镇燃气安全管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可以发现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

个方面：

3.1 规划设计不合理

在城镇燃气管道的规划设计阶段，未能充分考虑

到地质条件、气候因素、城市发展等关键变量对燃气

管道的长期影响，这种忽视导致管道的布局不尽合理，

安全防护距离不足，为日后的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

例如，在某些地质活动频繁的区域，燃气管道可能因

未考虑到地质因素、后期建设的建筑物违章占压而遭

受损坏；极端气候事件也可能对未经过适当防护的燃

气管道造成破坏。

3.2 监管机制不完善

燃气行业的监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但由于部门

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协调机制不顺畅、监管人员不专

业，导致监管过程中存在诸多盲区。这种监管的缺失

使得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从而增加了

燃气安全事故的风险。此外，监管部门在事故发生后

的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也有待提高。

3.3 安全投入不足

部分燃气企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对安全生产的

投入持保守态度，这导致设备设施的维护更新不及时、

安全隐患得不到有效治理。长期下来，设备的老化、

腐蚀等问题日益严重，最终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此外，

安全投入的不足还体现在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和个

人防护用品配备上，使得员工在面对突发情况时缺乏

必要的应对能力。

4 对策探讨及解决措施

4.1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监管机制

燃气企业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制度应包括安全生产责

任制、安全检查制度、安全培训教育、应急管理等内容，

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同时，

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深化考核和奖

惩，确保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燃气安全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政府层面要

及时修订燃气相关法律法规、条例等，建立有效的协

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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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共享互通；要加强对燃气企业和燃气用户的监

管力度，建立健全燃气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机制，加大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和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

本，实现“不敢违不想违”。

同时，与燃气企业协同抓好燃气用户的安全管理，

适当放权，允许企业一定的自主处罚权利，以强制手

段督促用户遵守燃气安全要求，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违

规行为的发生。

4.2 加强安全培训规范员工安全行为

结合国家、地方有关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要求和自

身实际，细化培训项目和内容，通过分专业、分层次、

分类别、分岗位制定培训计划，覆盖全员，提高培训

针对性，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精

准培训。

例如，经营层要熟悉行业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

地方规定、条例、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

管理层要掌握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规定、

技术规范、操作规程；

一线员工要积极开展岗前培训，熟练掌握本岗位

操作规程、操作技能、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方面的

能力，严肃安全纪律、劳动纪律、操作纪律、杜艳违

章搭军和违章作业；

规范员工安全操作行为，深层次高强度的开展实

战岗位练兵，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和

解决岗位风险隐患的判定及应急处置能力。

4.3 加大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在燃气管道的应用

当前城镇燃气管道老化严重，应积极推进燃气管

道的更新改造工作。

首先，在原有基础上增设燃气管线压力监测、泄

漏报警装置，可及时感知燃气管道压力变化并及时发

出预警，最大限度地减少老旧管网带来的事故风险。

其次，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对老化管道进行替

换或加固，提高管道的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

最后，对于户外架空管道、过桥架空管道、户内

立管、门站工艺区燃气管道等无缝钢制管道防腐，大

都是按照规范要求刷底漆、防锈漆、面漆，但是不到

半年，我们就能发现，面漆已经脱落，钢管表面已开

始出现生锈，所以每隔半年需要重新刷漆，大量消耗

防腐材料及人力且并不能真正起到防腐目的。

建议采用环氧粉末喷涂工艺技术，与传统的溶剂

型防腐涂料相比，不仅避免了溶剂污染，而且涂敷方

便、固化速度快、防腐性能佳、使用寿命长。例如，

杭州湾跨海大桥钢管桩防腐工程的超大型管道多层环

氧粉末一次性喷涂施工工艺，让我们见识到了真正美

观而又防腐效果良好的防腐技术，在海底经过加强级

多层喷涂的钢管使用寿命可达 100 年。

4.4 规范管理提升用户安全意识

燃气用户安全管理一直是燃气领域的痛点难点，

比如装修时私拉乱接燃气管道设施、使用不合格燃气

用具、不及时更换软管、日常使用时存在干烧、不关

阀门等，特别是不规范装修，极大可能破坏燃气管网

设施原有密封性，影响日常巡检巡查，甚至是出现突

发事件时影响应急抢险处置，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公

共安全事故。因此，在规范燃气用户安全管理上，还

需下大功夫。

一是为了防止用户在天然气管道通气情况下，因

装修过程中私拉乱接导致管道连接处松动埋下隐患，

采取二次挂表、验收、通气的工作方式，从本质上消

除隐患。

二是要加强对燃气用户的安全检查和指导，应定

期对用户进行安全检查，加强用户的安全用气指导，

引导用户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

隐患。要建立用户安全用气档案，对用户的安全用气

情况进行记录和管理，对存在安全隐患或违规行为的

用户进行重点监管。

三是要采取多渠道、全方位的方式，从正反两个

方面介绍燃气安全知识、将常识宣传与警示宣传相结

合，加强燃气用户的安全知识及燃气管理法规宣传。

5 结束语

城镇燃气生产运行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

过加强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监管

机制、提升用户安全意识和技能以及加强科技创新和

智能化应用等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提升城镇燃气

生产运行的安全管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应认识到燃气安全

管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点，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研

究和实践探索来应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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