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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安全距离设定与保护范围划定研究

吴云岗Ǔ李向东Ǔ韩Ǔ嵩
国家管网集团北京管道有限公司山西输油气分公司Ǔ山西Ǔ吕梁Ǔ033200

摘Ȟ要：天然气管道作为能源运输的重要设施，其安全距离和保护范围的设定对于确保公共安全、防止事故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距离设定和保护范围划定两个方面展开详细研究，探讨相关法规、标准以

及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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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天然气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天然气管道建

设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天然气管道的安全问题也随之

凸显，特别是与周边设施的安全距离和保护范围的设定

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法规、标

准，为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距离设定和保护范围划定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天然气管道安全距离设定

1.1  与铁路、公路间的安全距离
天然气管道作为重要的能源输送设施，其安全距离

的合理设定对于确保管道运行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具有

重要意义。在与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共存中，安全

距离的设定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防火安

全、施工操作的便捷性、日常维护的可行性以及未来扩

展的需求。以下是对天然气管道与铁路、公路间安全距

离设定的详细阐述：

1.1.1  与铁路的安全距离
天然气管道与铁路线路的安全距离设定，是一个涉

及多方面考虑的复杂过程。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及其他相关标准与规范，天然气管道与
铁路平行铺设或架设时，必须确保与邻近铁路线路保持

足够的防火间距。这一间距的设定旨在预防管道因各种

原因可能引发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对铁路运输安全构成威

胁。具体来说：天然气管道与铁路线路的防火间距通常

不应小于25米。若管道采用更高压力等级或具有特殊设
计，这一间距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大至50米，以确保在极
端情况下也能有效阻止火势蔓延，保护铁路线路的安

全。对于直接为铁路运输服务的乙类、丙类液体管道以

及低压可燃气体管道，其与邻近铁路线路的防火间距亦

有明确规定，通常不应小于5米。这一特殊规定旨在平衡
管道服务铁路运输的需求与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之间的矛

盾[1]。除了防火间距外，天然气管道与铁路用地边界之间

还需保持一定的物理保护距离，通常不小于3米。这一距
离的设置是为了防止铁路运营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如列

车行驶、轨道维护等）对天然气管道造成物理损害，确

保管道的安全稳定运行。

1.1.2  与公路的安全距离
天然气管道与公路的安全距离设定同样至关重要。

公路作为交通运输的主要通道，其车流量大、交通情况

复杂，因此天然气管道与公路的安全距离设定需更加

谨慎。根据相关规定：天然气管道与公路用地范围边线

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通常不小于20米。这一距
离的设置旨在防止因公路交通事故、道路施工等活动对

天然气管道造成损害，同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有足够的

安全缓冲空间进行应急处置。在确定天然气管道与公路

的安全距离时，还需考虑公路的等级、车流量、交通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对于高等级公路或交通繁

忙的路段，可能需要适当增大安全距离以确保管道的安

全。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网络的不断完

善，未来公路的改扩建也可能对天然气管道的安全构成

潜在威胁。因此，在设定安全距离时还需预留一定的空

间以应对未来公路发展的需求。

1.2  与其他管道间的安全距离
天然气管道在与其他管道平行或交叉敷设时，其安

全距离的设定是确保管道系统整体安全、防止相互干扰

和损害的关键。这一设定不仅关乎天然气管道自身的安

全运行，也涉及到其他管道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

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制定出科

学合理的安全距离标准。

1.2.1  平行敷设
在天然气管道与其他管道平行敷设的情况下，安全

距离的设定需兼顾管道的物理安全以及施工和维护的便

捷性。具体来说：在不受地形、地物或规划限制的地

段，天然气管道与其他并行管道之间的最小净距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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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6米。这一距离的设置旨在防止因管道间的相互挤压、
摩擦或热胀冷缩等因素导致的物理损害，同时确保施工

和维护人员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

受地形、地物或规划限制的地段，天然气管道与其他管

道之间的净距可能无法满足6米的要求。此时，应采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如增加管道支撑、设置防护屏障等，以

确保管道系统的安全。在采取这些安全措施后，净距可

适当减小，但最小净距不得小于0.5米，这是保证管道间
基本物理隔离和防止相互干扰的最低要求。

1.2.2  交叉敷设
当天然气管道与其他管道交叉敷设时，安全距离的

设定更加复杂且关键。为了确保交叉点的安全，必须严

格遵守以下规定：天然气管道与其他管道交叉时，两管

道之间的垂直净距应不小于0.3米。这一距离的设置旨在
防止因管道沉降、振动或外力作用导致的管道相互接触

和摩擦，从而避免引发安全事故。在特殊情况下，如受

空间限制或特殊地质条件影响，天然气管道与其他管道

之间的垂直净距可能无法满足0.3米的要求。此时，应在
交叉处设置坚固的绝缘隔离物，如混凝土隔板、橡胶垫

片等，以确保管道间的电气隔离和物理隔离[2]。同时，交

叉点两侧各延伸10米以上的管段，应特别注意检查并确
保管道防腐层的完整性和无缺陷，以防止因防腐层破损

导致的电化学腐蚀和管道泄漏。

1.3  与电力电缆、通信光缆的安全距离
天然气管道与电力电缆、通信光缆的交叉或平行敷

设，涉及到电磁干扰、施工安全及日常运维等多方面的考

量。为确保各系统间的安全、高效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既

定的安全距离规定，并充分考虑实际工况与潜在风险。

1.3.1  交叉敷设
当天然气管道与电力电缆、通信光缆发生交叉时，

其垂直净距的设定是防止直接物理接触和减少电磁干扰

的关键。具体规定如下：天然气管道与电力电缆、通信

光缆交叉时，两者之间的垂直净距应不小于0.5米。这一
距离的设置旨在确保在管道与电缆、光缆交叉点处，即

使考虑到施工误差、土壤沉降等因素，也能保持足够的

空间隔离，避免物理接触导致的损坏或电磁干扰引发的

安全问题。在特殊情况下，如地形限制、既有设施布局

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0.5米的垂直净距要求。此时，应
综合考虑实际情况，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如增设防护

套管、调整敷设深度等，以确保管道与电缆、光缆之间

的安全隔离。

1.3.2  平行敷设
天然气管道与高压电力架空线、I或II级通信线平行

敷设时，其安全距离的设定需特别关注电磁干扰的影

响。具体规定与考虑因素包括：天然气管道与高压电力

架空线平行时，应确保电磁干扰在安全范围内。这通常

要求管道与电力线的距离满足相关电力行业标准与规

范，以防止电磁感应导致的管道腐蚀、信号干扰等问

题。对于I或II级通信线，其与天然气管道平行敷设时的
安全距离也需符合相关通信行业规范。这一距离的设定

旨在保护通信信号的稳定传输，避免管道施工或运营过

程中对通信线路造成的物理损伤或电磁干扰。在实际工

程中，天然气管道与电力电缆、通信光缆平行敷设的安

全距离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形条件、管道压

力等级、电缆电压等级、通信线类型等。因此，在确定

安全距离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适当调整，以确保各系统间的安全、可靠运行。

2��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划定

天然气管道作为城镇燃气输配系统的核心组成部

分，承载着将天然气安全、高效地输送至千家万户的重

要使命。然而，管道的安全运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多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中，合理划定天然气管道及附

属设施的保护范围，并明确保护范围内的行为规范，是

确保管道安全、防范潜在风险的关键环节。

2.1  城镇燃气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保护范围
根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的严

格规定，城镇燃气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保护范围依据

管道的压力等级进行细致划分，旨在构建一个全方位、

多层次的安全保护体系。

2.1.1  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对于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保护范围

被精确设定为管道外缘周边0.5米范围内的区域。这一
距离的设定，是基于对管道日常运行安全风险的全面评

估，旨在有效防止因轻微的外部干扰（如挖掘、施工

等）而对管道造成的潜在损害。在这个保护范围内，任

何可能危及管道安全的活动都将被严格禁止，以确保管

道的稳定运行。

2.1.2  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对于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保护范围扩大

至管道外缘周边1.5米范围内的区域。次高压管道由于其
较高的压力等级，一旦发生泄漏或破坏，其后果将更为

严重。因此，需要更大的保护范围来确保管道的安全运

行，并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3]。在这个扩大的保护范围

内，同样需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以防范任何可能

对管道造成损害的行为。

2.1.3  高压及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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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压及高压以上的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保

护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管道外缘周边5.0米范围内的区域。
高压管道由于其极高的压力和潜在的巨大能量，一旦发

生事故，将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威胁到

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必须设定更大的保护

范围，并采取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以确保管道的安全

运行和周边环境的和谐稳定。

2.2  城镇燃气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控制范围
为了确保城镇燃气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安全运

行，并有效管理其周边环境，根据《燃气工程项目规

范》（GB55009-2021）的相关规定，对城镇燃气输配管
道及附属设施的控制范围进行了明确设定。这一设定旨

在建立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管理区域，以应对可能影响

燃气设施安全的各种外部因素。

2.2.1  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对于低压和中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控制范围

被设定为管道外缘周边0.5米至5.0米范围内的区域。这一
范围较保护范围更为宽泛，旨在涵盖更多可能影响管道

安全的外部活动。在这个控制范围内，虽然允许进行一

些日常活动，但如果这些活动可能对燃气设施的安全造

成影响，相关单位或个人必须与燃气运行单位制定详细

的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以

确保管道的安全运行。

2.2.2  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对于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控制范围扩大

至管道外缘周边1.5米至15.0米范围内的区域。由于次高
压管道的压力较高，其安全风险也相应增加，因此需

要更大的控制范围来确保管道的安全。在这个控制范围

内，任何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都必须经过严格

的评估和审批，并与燃气运行单位共同制定详细的保护

方案和安全措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

2.2.3  高压及高压以上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
对于高压及高压以上的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其控

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管道外缘周边5.0米至50.0米范围内
的区域。高压管道由于其极高的压力和潜在的巨大能

量，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必须设定

一个更大的控制范围，并采取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以

确保管道的安全运行。在这个控制范围内，除了必须严

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外，还需要与燃气运行单位保持密

切沟通，共同制定并执行全面的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和安

全应急预案。

2.3  保护范围内的行为规范与安全要求
在划定的控制范围内，为了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

行和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和安全要求：（1）活动审批与备案：在控制范围内从
事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前，必须向燃气运行单

位进行审批或备案，并提交详细的活动计划和安全保护

措施。（2）制定保护方案：对于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
的活动，必须与燃气运行单位共同制定详细的燃气设施

保护方案，明确活动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4]。

（3）采取安全措施：在活动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保
护方案的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设置警示标志、

限制人员进入、配备消防器材等，以确保活动的安全进

行。（4）加强巡查与监测：燃气运行单位应加强对控制
范围内的巡查和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并处理任何可能对

燃气设施造成损害的情况。（5）安全宣传与教育：积极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周边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共同维护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运行。

结语

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距离设定和保护范围划定是确保

管道安全运行、防止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通过系统梳

理相关法规、标准，本文为天然气管道的安全距离设定

和保护范围划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在实际应

用中，应严格遵守相关法规、标准，确保天然气管道的

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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