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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燃气管道抢险抢修及带气作业 
 
 
 
 
 
 

第一节 燃气管道抢险作业要求
一、燃气管道可能产生事故的主要原因 

 
-/ 

 

1、腐蚀：因化学腐蚀、电腐蚀、细菌腐蚀造成埋 
 

地管道管壁变薄穿孔，引起燃气泄漏； 
 

2、外力破坏：因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掘、 
 

取土等施工在管道安全距离附近，造成燃气管道及 
 

设施破损，引起燃气泄漏； 
 

3、人为破坏：私接燃气管道、偷盗燃气设备和设 
 

施造成燃气泄漏； 
 

4、施工质量问题：由于管道材质、设备本身及填 
 

料等的缺陷、管道焊接和设备设施安装过程中的质 
 

量控制缺失，造成管道及设备投入运行后一段时间 
 

内出现燃气泄漏； 
 

5、自然因素：地面沉降、深根植物挤压等引起管 
 

道或设备变形、撅断，造成燃气泄漏： 
 

6、其它：管道施工或燃气用具安装不慎，造成管 
 

道水堵等堵塞，引起供气中断、不畅。 
 
 
 
 
 

二、燃气泄漏抢修的准备工作 

 

抢修组织机构领导由经理、生产副经理、生产科
长、技术科长及各抢险队长组成。重大抢修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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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指挥，一般抢修由主管部门组织指挥，管理、-

/安全、技术、消防人员和专职抢修人员构成具体执

行事故抢修的基本队伍。 

 

1、接到燃气泄漏报警后，接报人员立即通知当

日值班领导并视情况报主管领导，通知相关人员，

并填好值班记录。 

 

2、迅速到达现场，确定警戒区。警戒区内严禁烟 
 

火，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3、技术部门准备齐全相关图纸、资料、探测仪， 
 

生产部门准备抢修工具、通讯工具，做好各部门的 
 

协调工作。 
 

4、制定抢修方案。依据图纸及资料，关闭相应管 
 

段的阀门、调压器以控制漏气的进—步扩展，并根 
 

据具体隋况制定相应的抢修方案。准备齐全抢修所 
 

需设备、材料、工具及车辆。 
 

5、确定漏气点。 

 

6、挖好作业坑。修出安全坡道，对漏气部位清
理干净，为处理漏气管道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三、燃气管道抢险作业要求 
 

1、一般要求 

 

1)城镇燃气供应单 ,位应制定事故抢修制度
和事故上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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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燃气设施抢修应制定应急预案，并根-/据具体

隋况对应急预案及时进行调整和修订。应急预案可

包括下列主要内容：a)基本情况 

 
 
 
 

b)危险目标及其危险特性、对周围的影响 c)
危险目标周围可利用的安全、消防、个体 

 

防护的设备、器材及其分布 
 

d)应急救援组织机构、组织人员和职责划分 
 

e)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f)事故发生后应采取的处理措施 
 

g)人员紧急疏散、撤离 
 

h)危险区的隔离 
 

i)检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j)受伤人员现场救护、救治与医院救治 
 

k)现场保护 
 

1)应急救援保障 
 

m)预案分级响应条件 
 

n)事故应急久远终止程序 

 

o)应急培训和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计

划 p)附件 

 

3)城镇燃气供应单位应根据供应规模设立

抢修机构，并配备必要的抢修车辆、抢修设备、抢

修器材、通讯设备、防护用具、消防器材、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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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装备，并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4)接到抢修报警后应迅速出动，并根据事

故不同情况可联系有关部门协作抢修。抢修作业应

统一指挥，严明纪律，并采取安全措施。 
 

2、抢修现场要求 

 

1)抢修人员应佩带职责标志，到达抢修现

场后，应根据燃气泄漏程度确定警戒区并设立警示

标志；监测周围环境的燃气浓度。在警戒区内应管

制交通，严禁烟火，严禁无关人员入内。 

 

2)抢修人员到达抢修现场后，在布置事故

现场警戒、控制事态发展的同时，应积极救护受伤

人员。 

 

3)操作人员进入抢修作业区前应按规定穿戴

防静电服、鞋、防护用具，并严禁在作业区内穿脱

和摘戴。作业现场应有专人监护，严禁单独操作。 

 

4)在警戒区内燃气浓度未降至安全范围时
，严禁使用非防爆型的机电设备及仪器、仪表等。 

 

5)管道和设备修复后，应作全面检查，防

止燃气窜入夹层、窨井、烟道、地下管线和建（构

）筑物等不易察觉的场所。 

 

6)当事故原因未查清或隐患未消除时不得

撤离现场，应采取安全措施，直至查清事故原因

并消除隐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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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修作业要求 

 
-/ 

 
 

1)抢修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应立即控制气源

、消灭火种，切断电源，驱散积聚的燃气。在室内

应进行通风，严禁启闭电器开关及使用电话。地下

管道泄漏时应采取有效措施，排除聚积在地下和构

筑物空间内的 

 

燃气。 

 

2)燃气设施泄漏的抢修宜在降低燃气压力

或切断气源后进行。当泄漏处已发生燃烧时，应

先采取措施控制火势后再降压或切断气源，严禁

出现负压。 

 

3)抢修作业时，与作业相关的控制阀门必
须有专人值守，并监视其压力。 

 

4)当抢修中暂时无法消除漏气现象或不能

切断气源时，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并作好事故

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 

 

5)修复供气后，应进行复查，确认无不安
全因素后，抢修人员方可撤离事故现场。 

 

6)场站泄漏抢修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a)
低压储气柜泄漏抢修①检查和抢修人员宜

采用燃气浓度检测器 

 

或采用检漏液、嗅觉、听觉、来判断泄漏点；②根
据泄漏部位及泄漏量应采用相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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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漏： 

 
-/ 

 
 

③当发生大量泄漏造成储气柜快速下降时

，应立即打开进口阀门、关闭出口阀门，用补充气

量的方法减缓下降速度； 

 

b)压缩机房、烃泵房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

断气源、电源，开启室内防爆风机排气通风。故障

排除后方可恢复供气。 

 

c)地上（下）调压站、调压箱泄漏抢修  ‘ ①地上

（下）调压站、调压箱发生泄漏，应立即关闭泄漏

点前后阀门，打开门窗或开启防爆 

 

风机加强通风，故障排除后方可恢复供气： 

 

②调压站、调压箱由于调压设备、安全切断设

施失灵等原因造成出口超压时，应立即关闭调压器进

出口阀门，并放散降压和排除故障。当压力超过下游

燃气设施的设计压力时，应对超压影响区内燃气设施

做全面检查，排除所有隐患后方可恢复供气。 

 

7) LNG 气化站的抢修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LNG 储罐进、出液管道（焊缝、法兰间） 

 

发生少量泄漏时，应关闭相关阀门，将管道内 LNG 
放散（或火炬燃烧掉），待管道恢复至常温后，按

相关规定进行维修，完毕后可利用于氮气进行试漏

，合格后投入运行。 
 

b)当大量 LNG 泄漏时，对泄漏出的 LNG 可 



第四章燃气管道抢险及带气课后复习

使用泡沫发生设备，对其表面覆盖，使其与空气隔-

/离。 

 

c)LNG 泄漏着火后，应当使用干粉灭火剂，

严禁用水灭火。在灭火的同时还应对未着火的储罐

、设备和管道进行隔热、降温处理。 
 

8)压缩天然气设施的抢修还应符合下列要 
 

求： 

 

站内出现大量泄漏时，应迅速切断站内气源

、电源，设置安全警戒线，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

消除泄漏点，防止事故扩大； 

 

a)因泄漏造成火灾后，除采取上述措施控制

火势、抢修作业外，还应对未着大的其他设备和容

器进行隔火、降温处理； 

 

b)汽车载运气瓶组或拖挂气瓶车出现泄漏或

着火事故时，除采取上述措施控制泄漏或火势外

，还应迅速离开加气、卸气现场，避开人群密集

区域向空旷地区停靠。 

 

9)处理地下泄漏点开挖作业时，应符合下列 
 

要求： 

 

a)抢修人员应根据管道敷设资料确定开挖点，

并对周围建（构）筑物进行检测和监测；当发现漏出

的燃气已渗入周围建（构）筑物时，应根据事故隋况

及时疏散建（构）筑物内人员并驱散聚积的燃 



第四章燃气管道抢险及带气课后复习

 

气； 

 
-/ 

 
 

b)应连续监测作业点可燃气体或一氧化碳浓

度。当环境中可燃气体浓度在爆炸范围内或一氧

化碳浓度超过规定值时，必须强制通风，降低浓

度后方可作业： 

 

c)应根据地质情况和开挖深度确定作业坑
放坡系数和支撑方式，并设专人监护。 

 

10) PE 管道发生断管、开裂、意外损坏大量
漏气时，抢修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采取关闭阀门、使用封堵机或使用夹管
器等方法有效阻断气源后进行抢修；  

b)抢修作业中应采取措施保证 PE 管熔接面
处不带压力；  

c)抢修作业中应采取措施防止静电的产生和  
聚积；  

d)抢修作业中环境温度低于一 5℃和大风（大  
于 5 级）条件时应采取防风、保温措施，并调整
连接工艺。 

 
11)铸铁管泄漏抢修时，除应符合上述有关

条款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泄漏处开挖后，宜对泄漏点采取必要的措
施进行临时封堵，减少泄漏量； {  

b)如用阻气袋阻断气源时，将管线内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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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降至阻气袋有效阻断工作压力以下，且阻气袋-

/应在有效期内使用；给阻气袋充压时，要用专用气

源或设施进行，且充气压力要在阻气袋允许充压范

围内，充填气体宜采用惰性气体。 

 

12）用户室内燃气设施泄漏抢修作业应符合
下列要求： 

 

a)接到用户泄漏报修后应立即派人检修；b)进
入室内后应打开门窗通风、切断气源、 

 

消灭火种，在安全的地方切断电源，严禁在事故
现场拨打电话； 

 

c)严禁明火查漏，应准确判断泄漏点，彻
底消除隐患； 

 

d)漏气修理时应避免由于检修造成其他部

位泄漏，应采取防爆措施严禁使用能产生火花的

工具进行敲击作业。 

 
 
 
 
 

第二节 燃气管道带气作业方法 

 

带气作业就是将新建燃气管道与正在输气运行

的燃气管道相连接，使新建燃气管道投入输气运行

。因为要对具有一定燃气压力的管道进行切割，焊

接或打口，以及钻孔，属于危险行业。施工人员必

须掌握带气接线方法，制定周密的带气接线方案，

熟悉危险作业的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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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气作业准备工作 
 

1、前期准备工作 

 
-/ 

 

 

对已竣工准备接管的管道，要有验收手续，证

明施工质量合格。凡严密性试验超过半年的又未使

用的管道，需从新进行试验。 

 

对已使用的燃气管道，应查清停气降压时阀门

关闭范围内影响调压器的数量及该调压器所供应的

范围，其低压干管是否与停气范围以外的低压干管

相连通。对于需停气的专用调压器，需事先与用气

单位商定停气时间，以便用户安排生产与生活。高

、中压管道只有采取降压措施方可带气进行割焊。

降压后，管内的压力必须大于大气压力，以免造成

回火事故。 

 

对新建管道，与原有燃气管道连接的三通、管道

、法兰、短管等应放样下料，作好坡口，保证在已

使用的燃气管道割开后可以吻合。准备好所需机具

与熟练的操作人员。新建管道中阀门必须检验合格

，开关灵活。 

 

2、制定方案 

 

带气接管应由精通带气接管技术的专人负责，

制定方案，作技术交底，负责指挥。方案应包括以

下内容： 
 

(1)概述。包括原有与新建燃气管道的概况，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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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等。 

 
-/ 

 
 

(2)降压。包括停气降压的办法，开关哪些阀门

，在何处放散，如何补气。观察压力的位置，防止

倒空，尽量缩小停气降压的范围，确定用户用气的

措施等。 

 

(3)操作方法。如连接方法、切割与焊接要求、
隔断气源的方法及具体要求。 

 

(4)通讯与交通。包括指挥部与各作业点、降压点

、压力观察点、放散点、补气点等的联络方法；指

挥车、急救车与消防车的配置。 

 

(5)组织与管理。包括指挥部写各作业点的负责人

、安全员与联络员，明确其职责；负责现场管理，

挖掘管沟、断绝交通等。 I 

 

(6)安全。括对操作人员的安全要求，安全防护
用品的使用要求，应急措施等。 

 

(7)作业时间。括起止时间，说明作业步骤和每

一步所需时间，以保证按计划完成；对于停气范围

内的用户要事先通知。 

 

现场准备工作对方案中所述的机具、材料、防护

用品、观测仪表等要求完好、齐全，通信、车辆、

器材要落实，并作好同用户等有关部门的联系。 

 

二、作业方法 
 

根据接线作业时是否需要将管道内的燃气压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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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安全作业范围内，分为降压接线法和不降压接-

/线法。 

 

1、降压接线法 

 

降压接线法时指将管道内的燃气压力降到 400 
—800Pa 时进行施工作业的接线方法，燃气压力过

高时，切割和焊接过程中，焊接处生成的火焰过长

，影响作业人员的操作；焊炬火焰压力或电弧压力

难以压住燃气压力，造成熔池不易形成，并增加了

管道内的燃气外泄量。燃气压力低虽有利于操作，

但控制管道内的燃气压力为正压较困难，管径愈大

或开孔愈大，愈难控制，而且切割或气焊用的氧气

有可能较多的混入燃气管道内。当燃气压力低于 
200Pa 时，外部空气就可能以对流形式渗入管内而

达到爆炸极限范围。燃气压力的高低可通过接线地

点附近的调压站、阀门和放散管进行控制，并设专

职人员负责。 

 

采用降压接线法时，接口的开孔、组对和

焊接过程中，大量燃气外泄，因此，施工作业应以

最安全和最快的速度进行，这就要求施工技术人员

应根据接线现场的具体情况，对接头形式及其操作

工艺应精心设计。 

 

（1)采用阻气球（袋）的接线工艺 
 

用阻气球阻止管道内的燃气外泄，使作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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