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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条 为使城镇燃气管网安全运行 以保护国家和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制定本规程

第 条 本规程适用于输送人工煤气 天然气 液化石

油气 气相 的设计压力为 以下的城镇燃气铸铁和钢管

道 以及与管道连接的附件和设备所组成的城镇燃气管网系统的

抢修和维护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的抢修和维护应由专职人员进

行 其人员必须接受专业技术培训 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

管网抢修和维护所用器材和设备的防爆等级应为 级或 级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抢修和维护的管理部门应配置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 对城镇燃气管网的重要设备 重要部位应设有

识别标志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抢修和维护 除执行本规程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二章 抢修和维护的停气

降压 动火及通气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条 管网的抢修和维护应制订方案并经批准后实

施 紧急情况应作应急处理 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 条 燃气管网的动火作业应建立分级审批制度 由

动火作业单位填写动火作业报告和动火作业方案 并向安全管理

部门申报 经批准后方可作业

第 条 管网停气 降压 动火及通气作业 必须有专

人负责现场指挥工作 并应设安全员

第 条 管网停气 降压 动火及通气作业都必须配置

相应的通讯设备 防护用品和消防器材

第二节 停气与降压

第 条 停气与降压前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停气与降压作业应事前通知用户

二 停气与降压作业时间宜避开用气高峰和雷雨天气

三 停气与降压作业中 当采用旁通管供气时 应在作业前

接装好并按有关规定检验

四 需切断气源的停气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采用关闭阀门停气时 应事前进行启闭试验

当采用阻气球阻气时 应先检查管内有无杂物妨碍气源的

阻断

第 条 停气与降压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停气作业时应能可靠地切断气源 并将作业管段内的燃



  

  

气安全排放

二 降压作业应有专人控制压力 管内燃气压力不宜小于

严禁管内产生负压

三 液化石油气管道停气或降压作业时 应采用防爆风机驱

散在工作坑或作业区内聚积的液化石油气

第三节 动 火

第 条 运行中的燃气管网需动火作业时 应有安全 技

术等部门配合与监护

第 条 动火作业时 应划出作业区设置护栏 作业区

应保持空行流通 无燃气聚积

第 条 当采用阻气球隔断气温进行动火作业时 应对

阻气球作好保护 不使其损坏

第 条 停气动火作业前 应置换作业段管内的燃气 并

符合下列规定

一 采用直接置换法时 应取样检测管内混合气体中燃气的

浓度 经连续三次 每次间隔约 测定均在爆炸下限的

以下时 方可动火作业

二 采用间接置换法时 应取样检测管内混合气体中氧的含

量 经连续三次 每次间隔约 测定均符合要求时 方可动

火作业

三 燃气管道内积有燃气杂质时 应充入惰性气体进行隔

离

四 停气动火操作过程中 遇有漏气或窜气等异常情况时 应

停止作业 待消除异常情况后方可继续进行

五 作业中断或连续作业时间较长 均应重新测定管内燃气

含量 符合本条第一 二款时 方可继续作业

第 条 带气动火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当管道和设备处在室外空旷处 确认不会发生燃气聚积



  

  

时 方可带气动火作业

二 带气动火作业时 管内必须保持正压 其压力宜控制在

三 动火作业引燃的火焰 必须有可靠 有效的方法随时将

其扑灭

四 新 旧钢管连接动火作业时 应先采取措施使新旧管道

电位平衡

第 条 液化石油气管道设置临时放散火炬应符合下列

规定

一 放散火炬的管道上应设置控制阀

二 放散火炬应设置在带气作业点的上风向 并保持安全距

离

三 火炬应高出地面 以上

四 放散火炬现场应备有干粉灭火器等有效的消防器材

第 条 点燃火炬的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采用人工点火时 应先点火 后开燃气阀

二 火炬点燃后 应调节火焰 使其完全燃烧 并由专人看

管

三 熄灭火炬时 必须先关闭控制阀门

第四节 通 气

第 条 恢复供气应事前通知用户 涉及到用户的停气

降压工程 不应在夜间恢复供气

第 条 管道和设备在停气作业完成后 应检查置换合

格 方可恢复供气

第 条 管道和设备抢修或维护作业后 应全面检查合

格方可恢复供气 通气作业必须有严格的安全防范措施

第 条 置换作业时 设置临时放散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放散点数量与位置应根据现场条件确定 但管道末端必



  

  

须设置放散点

二 放散管应避开居民住宅 明火 高压架空电线等场所 当

无法避开居民住宅等场所时 应采取防护措施

三 放散管应高出地面 以上

第 条 用燃气直接置换空气时 其置换时的燃气压力

宜小于

第 条 置换前 应在起点段安装压力表 在末端放散

管上安装取样管

第 条 置换放散时 应有专人负责监控压力及取样检

测

第 条 管道通气后 应对新通气管进行全线检查



  

   

第三章 抢 修

第一节 作业现场

第 条 抢修人员应佩带职责标志 到达作业现场后 应

根据燃气泄漏程度确定警戒区 在警戒区内严禁明火 应管制交

通 严禁无关人员入内

第 条 抢修人员到达作业现场后 对中毒和烧伤人员

必须及时救护

第 条 作业现场经测定泄漏的燃气与空气混合气体达

到以下浓度时 应划为污染区

一 燃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或超过爆炸下限的

二 混合气体中一氧化碳浓度大于

第 条 在污染区作业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除抢修人员 消防人员 救护人员以外 其他人员未经

许可严禁进入污染区

二 进入污染区的操作人员应按规定着装 作业时须有人监

护 严禁单独作业

三 污染区内严禁使用非防爆型的机电设备及仪器 仪表 如

录象机 对讲机 电子照相机 碘钨灯等

四 污染区内作业时 应进行强制通风 清除聚积燃气 严

禁产生火花现象

第 条 进入液化石油气污染区作业时 除应符合本规

程第 条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严禁穿带钉的鞋和化纤服装进入污染区

二 不得使用塑料管 橡胶管和胶板等高绝缘材料

第 条 管道及设备修复后 应作全面检查与清扫 防



  

  

止燃气窜入夹层 窨井 烟道和地下设施等不易察觉的场所

第 条 事故未查清 隐患未消除的现场 应采取安全

措施 并宜有专人监护

第二节 泄漏抢修

第 条 抢修人员进入泄漏现场 应立即控制气源 驱

散积聚燃气 严禁启闭电器开关 在室内应开启门窗加强通风 地

下管泄漏时可挖坑或钻孔 散发聚积在地下的燃气 必要时可采

取强制通风

第 条 地下泄漏点开挖作业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抢修人员应查阅管道资料 确定开挖点 当漏出的燃气

已渗入周围建 构 筑物时 应及时清除

二 开挖深度超过 时 应根据地质设置支撑 并设专人

监护操作人员 深度超过 时 应设便于上下的梯子或坡道

三 开挖修漏作业应配置防护面罩 消防器材

第 条 燃气管道的泄漏抢修宜在降低燃气压力或切断

气源后进行

第 条 抢修中如无法有效消除漏气现象或切断气源

应通知有关部门 并作好事故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

第 条 抢修恢复供气后 应进行复查 确认不再存在

不安全因素后 抢修人员方可撤离事故现场

第 条 地下室和地下燃气设备的泄漏抢修 应符合本

规程第 条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 条 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抢修 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 第 条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液化石油气管泄漏抢修时 必须测试管道电位 并应有

接地装置 接地电阻值应小于或等于

二 液化石油气污染区必须进行强制通风 并应检查其他地

下设施 防止液化石油气窜入



  

  

三 液化石油气泄漏抢修时 应备有干粉等有效的消防器材

当泄出的液化石油气不易控制时 应切断气源并用消防水枪喷冲

稀释泄出的液化石油气

第 条 管道泄漏抢修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管道切割点两端安装阻气球时 应对阻气球作好保护 不

使其损坏

二 管道带气开孔时 宜用粘土或其他填料嵌填切割线缝 以

减少燃气泄出

三 拆 装盲板时 应在降压或停气后进行 操作人员应戴

防护面具 系安全带 并有专人监护

第三节 火灾与爆炸

第 条 发生火灾 爆炸等事故 危及燃气管道和设备

的安全时 应会同消防部门共同抢救

第 条 燃气火灾的抢救工作 应采取切断气源或降低

压力等方法控制火势 并应防止管内产生负压

第 条 火势得到控制后 应迅速扑灭火焰 加强现场

通风 并应按本章第二节的有关规定进行抢修

第 条 燃气管道及设备发生爆炸后 抢修人员应迅速

控制气源 防止次生灾害 保护事故现场

第 条 火灾与爆炸灾情缓解后 应对管道和设备进行

全面检查 杜绝隐患



  

  

第四章 维 护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条 对城镇燃气管网的维护 应制订管道和设备巡

查周期和维修制度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的巡查和维修周期 应根据管材

工作压力 防腐等级 连接形式 使用年限和周围环境 人口密

度 地质 道路情况 季节变化 等因素综合考虑

第 条 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加强巡查

一 新投入运行的燃气管道和设备

二 建 构 筑物施工频繁地区

三 人口密集区内的燃气管道和设备

四 穿越铁路 河流 涵洞等地区的燃气管道和设备

五 重要的燃气管道和设备

第 条 进入调压室 阀井等燃气设备场所作业时 应

符合下列规定

一 打开门窗通风或用机械通风 排除积存混合气体

二 进入调压室 阀井前应先检查有无燃气泄漏 在确认有

毒气体的浓度在容许范围内时 方可进入

三 进入地下调压室 阀井作业时 应系安全带并应有专人

监护 进入泄漏的地下调压室和阀井时 必须戴防护面具并应采

取安全措施

四 作业人员应轮换操作

五 维修调压室内电器设备时 应切断电源

第 条 燃气管通和设备维修时 应设置护栏和标志



  

  

第二节 管道维护

第 条 地下燃气管道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管道覆盖层上有无土壤塌陷 滑坡 下沉 人工取土 堆

积垃圾或重物 管道裸露 管道上搭建建 构 筑物等

二 沿线有无燃气异味 水面冒泡 树草枯萎和积雪表面有

黄斑等异常现象或燃气泄出声响等

三 管道安全距离内 有无因其他工程施工而造成损坏管基

悬空搁架燃气管道等可能发生事故的情况

第 条 在巡查中发现上述现象 应及时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 并查清情况记录上报

第 条 地下燃气管道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泄漏检查可采用仪器检测或地面钻孔检查 当道路结构

无法钻孔时 也可从管道附近的阀井 窨井或地沟等地下构筑物

检测

二 对设有电保护装置的管道 应定期测试检查

三 管道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一半时 应对管道选点检查 管

道超过使用年限 应加强定期检查 估测其继续使用年限 并加

强巡查和泄漏检查

四 供气高峰季节应选点测查管网高峰供气压力 分析管网

运行工况 发现故障应及时排除 对供应不良的管网应提出改造

措施

第三节 管道附件和设备维护

第 条 调压器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调压器的巡查内容 应为调压器运行压力工况 调压器

附属装置 仪器 仪表运行工况和调压室内有无泄漏等异常情

况

二 调压器及其附属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 校验 对易损部



  

  

件应按时更换 保养

第 条 阀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阀门的巡查内容 应为阀门有无燃气泄漏 腐蚀现象 阀

井有无积水 有无妨碍阀门作业的堆积物等

二 阀门应定期进行启闭性能试验 更换填料 加油和清扫

及阀井的维修

第 条 凝水器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凝水器应定期排放积水 排放时不得空放燃气 在道路

上作业时 应设作业标志

二 应检查凝水器护盖 排水装置有无泄漏 腐蚀和堵塞 有

无妨碍排水作业的堆积物等

第 条 补偿器 过滤器等设备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应进行补偿器接口严密性检查 注油 更换填料 排放

积水及补偿量调整等

二 应进行过滤器接口严密性检查 过滤器前后压差检查 排

污及拆卸 清洗等

三 应定期校验安全阀起跳 回座性能及密闭性能等 水封

式安全装置应定期检查水位



  

  

第五章 图档资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管理部门应收集各类燃气管道工

程资料和抢修 维护资料 建立管道和设备档案

第 条 城镇燃气管网管理部门应根据抢修工程和维护

作业要求 提供图档资料

第 条 管道工程图档资料应包括项目批准文件 设计

资料 开工报告 施工记录 工程验收记录 竣工报告 竣工图

地下管平面详图 管线系统图 特殊工程断面图和其他必要的工

程图 设备图 卡 记录内容应包括设备型号 位置 连接形式

设置日期 编号 施工单位及工程负责人 运行工况 维护记录

等

第二节 抢修工程的图档资料

第 条 抢修工程的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事故报警记录

二 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和原因等

三 事故类别 中毒 火警 爆炸等

四 事故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

五 参加抢修的人员情况

六 工程抢修概况及修复日期

第 条 抢修工程的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抢修任务书 执行人 批准人 工程草图等



  

  

二 动火申报批准书 记录

三 抢修记录

四 事故鉴定记录

五 抢修质量鉴定记录

第三节 维护作业的图档资料

第 条 管道设备巡查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巡查周期 时间 地点 范围 异常情况 处理方法和

记录人等

二 违章 险情上报记录

第 条 管道设备维修作业的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维修 更新和改造计划

二 维修记录

三 管道设备的拆除 迁移和改造工程图档资料

第 条 管道设备的监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 配合其他工程的管道监护记录 包括管位 管坡保护措

施 在管位上违章搭建处理记录

二 燃气运行压力记录



  

  

附录一 本规程术语解释

术 语 解 释 附表

序号 术语 解 释

抢修
燃气管网发生危及安全的泄漏以及引起中毒 火灾 爆炸等事故
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

维护
为保障燃气管网安全运行 预防事故发生所进行的检查 维修的技
术措施

停气
在燃气管网系统中 采用关闭阀门等方法切断气源 使燃气压力
为零时的工况

降压
燃气管网抢修和维护时 为了操作安全或维持部分供气 将燃气
压力调节至低于正常工作压力

明火 指裸露的火焰 电火花等

动火 燃气管道和设备进行焊接 切割等产生明火的作业

作业区
燃气管道和设备在抢修或维修作业时 保证操作人员安全作业所
确定的区域

惰性气体
在城镇燃气管网中 用于置换管道和设备中空气 或燃气 所选用
的如氮气 烟气等不易发生氧化反应的气体

直接置换 采用燃气 或空气 置换管道和设备内的空气 或烯气 的过程

间接置换
采用惰性气体置换管道和设备内的空气 或燃气 再用燃气 或
空气 置换管道和设备内的惰性气体的过程

吹扫
燃气管道 设备在投产或维修前清除其内部剩余气体和污垢物的工
艺

放散 将管道和设备内的空气 燃气或混合气体安全的排放

防护面具
用以隔离燃气和保障操作人员呼吸的防护用具 一般有防毒面具与
供氧面具等

监护
在燃气污染区或带气作业时 对现场人员进行的监督 保护 或
在燃气管网运行中 由于其他工程施工可能引起危及燃气管网安全
而采取的监督 保护



  

  

附录二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要求 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

准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的要求 或规定



  

  

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上海市煤气公司

参 加 单 位 北京市煤气公司

成都市煤气公司

沈阳市煤气总公司

重庆市天然气公司

深圳市液化石油气管理公司

主要起草人 吴雯琼 郑安涛 刘崇武

陈秋雄 任守岩 陈文桂

周伟 金奉春 程佩文

蔡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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