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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致密气/页岩气生产运行安全管理

赵Ǔ磊
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采气厂Ǔ四川Ǔ达州Ǔ635000

摘Ȟ要：阐述了川东北地区致密气井站在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管理，浅析含轻烃井站生产运行、储存、装

车的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培训教育、应急处置及个体防护等方面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井站安全环保管理的有效

性、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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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普光气田高效开发十余年，海相高含硫

气藏安全环保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陆相致

密气/页岩气藏相继取得勘探突破，“常非并举、海陆并
进”资源开发已具备雏形，为确保气田陆相致密气/页
岩气实现“安全、环保、高效”开发，在总结高含硫天

然气生产运行的经验上，借鉴已开发的常规天然气开发

经验，针对普光气田陆相致密气/页岩气特点，对生产运
行、集输系统的安全环保方面进行了归纳，包括日常运

行、天然气增压、站场检维修、油品储存及装车等内容，

有利于提高陆相井站安全环保管理的有效性、安全性。

1��基本要求

企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内

容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必须坚持安全第一原则，依法依

规取得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达到安全生产条件，按

规定提取、使用满足安全生产需求的专项费用，改善安

全生产条件，建立和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制

度，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等，应依法设置

企业各级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的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并对其承包商资格、能力、作业过程、产

品与服务、绩效等进行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中，安全设施应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和使用，严

格遵守“三同时”要求，油气井站使用的电气设备，应

符合相应的防火防爆安全技术要求，配备消防设施、器

材，符合GB 50140的要求。
对进入油气井站的外来人员，应告知基本情况、存

在风险以及逃生路线等内容。

发生事故时，企业应立即采取有效的相关措施组织

救援，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和减少

财产损失，按照《生产安全事故事件管理规定》和《生

产调度信息报送管理规定》及时报告，并按程序进行调

查和处理[1]。

2��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企业应按照双重预防机制，建立、实施、保持和持

续改进与生产经营企业或单位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对所有的相关作业活动、设备设施运维以及生产运

行全过程开展风险管理，对识别出的所有安全风险进行

分析和评价，明确风险等级，建立安全风险清单，从组

织、技术、制度、应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全动态管控。

企业对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三新”

以及使用的新设备，应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制定有效的

安全防护措施并按照要求落实，在企业的醒目位置和重

点区城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描述风险源及对应的管控

措施；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工作场所、区域和相应岗

位，应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及应急逃生路线[2]。

企业应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隐患治理及验收，建立隐患清单及时组织进行整改，制

定相应管控措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组织审

议，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以及企业信息公

示栏等方式，向从业的岗位人员进行通报；对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和治理的情况，应及时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及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进行

报告。

3��防雷与防静电管理

企业应根据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的区分等级应按照GB 
12158中的规定进行0区、1区、2区确认，并对井站所属
场所进行区域划分：

0区是指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含蒸气和薄
雾）混合物连续地、短时间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存在

的场所。

1区是指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含蒸气和薄雾)
混合物有可能出现的场所。

2区是指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不能出
现，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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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井站内建（构）筑物、生产装置的防静电措

施，应按照GB 12158执行，防雷的分类以及防雷的措施
应按照GB 50057执行，防雷和防静电的装置，应定期检
查、维护和保养，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确保设备设施

的完好性[3]。

4��作业许可管理

企业应建立作业安全许可管理制度，实施相应分级

控制，应明确作业许可的申请、批准、实施、变更以及

关闭程序，开票人、监护人、审批人以及特种作业人员

应经考核合格，取得相应的资格证。

安全作业许可内容：

a）作业时段、作业地点及周边环境；
b）作业内容；
c）作业风险分析；
d）制定安全管控措施，监护人和监护的措施，应急

的措施；

e）确认作业人员相应资格；
f）作业负责人、监护人以及签发人签名；
g）作业许可关闭和确认；

h）其他。
涉及交叉作业的施工活动，企业应指派专门的现场

代表，对存在交叉的作业进行协调、监管，督促落实安

全措施，各作业的单位应明确现场负责人，并接受指派

的现场代表进行监管，按照NB/T10399要求进行交叉作
业，作业前，企业应组织作业的相关方分析作业活动中

存在的风险，明确危险区域，对相应危险区域、设备设

施应进行管控、防护和警成，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

应组织作业相关方签订现场HSE（健康、安全、环境）管
理协议，明确各自管理界面及相应的安全责任，开展安

全技术交底，签订应急联动协议，交叉作业前，应组织

作业相关方，现场开展联合的应急演练，加强突发状况

下的应急联动[4]。

当发现作业环境已不适于继续实施作业，或作业过

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可能危及安全施工或者人身等情况

时，应及时停止作业。

5��消防管理

油气井站灭火器配置应按照GB 50140的规定（如
下图）

建立消防器材、消防设施台账，应检查确认配备的

灭火器与该场所内物质及其燃烧特性相匹配和效能，记

录卡片完好、整洁、清晰，灭火器无锈蚀、喷嘴无堵

塞、导管无老化、零部件齐全，灵活好用，压力显示在

允许范围内，喷管（导管）“之”形绑扎[5]。

手提式灭火器应安放在托架或专用箱内，露天设置

时应防雨、防尘、防潮；放置手提式灭火器时，顶部离

地不大于1.50m，底部离地不小于0.08m。
6��教育培训

企业应对所有岗位员工开展安全生产相关的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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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岗位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相关的知识，熟

悉有关企业的安全生产制度、制定的规章、安全技术操

作规程以及应急处置预案，了解事故事件应急处理的措

施，按照GB 42294的规定执行。
岗位员工及新上岗、转岗的员工，应掌握与本岗位

相匹配的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经考核合格并取得与本

岗位要求相匹配的资格证件，方可上岗。

在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和新材料等三新，或者使用

新设备时，应对岗位员工开展针对性的安全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以及从事射

线、爆破和建筑施工等作业的人员，应经相关管理部门

审核且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进行作业。

企业应对进入本单位生产现场的所有人员开展入场

前的安全教育或培训，并告知生产作业现场可能存在或

接触到的危害，以及相关的应急和处置知识，并指定人

员做好现场的引导和监护[6]。

7��职业健康及劳动保护

企业应制定保护员工健康的相关制度，组织开展所

有员工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的培训教育，符合GB 42294
的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有害的作业场所开

展分析，进行区域划分和监测，对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员工，要定期进行体检，并建立职业健康的监护

档案。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且符合相关要求的个体防护

用品，并教育、监督所有从业人员应正确佩戴、使用。

对年龄、性别、健康条件不符合和不适合岗位能力

的人员，不得安排从事相关特定岗位进行工作；应配备

并定期检查、更换符合的应急药品和现场防护物资[7]。

8��应急管理

建立应急组织机构，制定应急管理制度，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的应急人员，或者要与专业的应急组织机构，

签订相应的应急救援协议。

按照GB/T 29639的相关规定，企业应编制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预案，并适时的进行修订、审核审批及备案

等相关工作。

针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过程中，可能引起重大事

故灾难的火灾爆炸、井喷失控、自然灾害等情况，应编

制专项的应急预案或者有针对性的现场处置方案，对重

点岗位，应编制针对性的应急处置卡。

应建立、健全应急相关的物资管理制度，配备应急

所需物资，制定应急物资的台账，合理的设置企业应急

物资的存放点。

应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并对演练的效果开展分析和评估，应开展全员应急

培训，岗位员工或从业人员，应熟悉应急处置要求和处

置措施，以及相关处置步骤，有效采取现场处置。

当生产作业现场发生事故，或者出现可能导致、引

发事故事件的危险情况时，企业应按照制定的应急预案

内容，及时落实应急响应好处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

大，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衍生的事故事件发生，避免人

员的伤亡、减少财产的损失。

当生产作业现场发生或存在应急预案内容中未涉及

到的事件时，现场或岗位人员应及时的向现场的负责人

进行报告，负责人应进行确定，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并

及时向单位主要负责人上报。

企业应按照“地城邻近、资源互补”原则，建立相

关区域的联防联动机制，有效统筹和应对火灾爆炸、井

喷失控、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等属于重大突发的事故事

件，与相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建立应急处置和应急物资等

的协调机制。

结束语

目前，普光气田高效、安全、平稳开发10余年，安
全环保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储备，已着手推进致密气/
页岩气开发力度，经前期研究、勘探，已建成雷页1井、
普陆3井、普陆页1试验井组等陆相井站及井组，有比较
完善的产能建设管理流程和较为成熟的现场经验。同

时，结合致密气/页岩气生产运行实际运行情况，基于国
家相关标准以及石油天然气行业相关零散单项要求上，

对致密气/页岩气生产运行当中安全环保管理进行了细
化、补充、完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使陆相井站

安全环保管理的有效性、安全性更加贴合实际。

参考文献

[1]邱中建,赵文智,邓松涛,我国致密砂岩气和页岩气的
发展前景和战略意义[J].中国工程科学,2012,14

[2]董大忠,邱振,张磊夫,李树新,张琴,李星涛,张素荣,刘
翰林,王玉满.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层系沉积研究进展与页岩
气新发现[J].沉积学报,2021,39(1)

[3]窦星.浅析石油天然气企业安全应急管理和建设[J].
化工管理.2019,(35)

[4]王润思.石油天然气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策略[J].石化
技术.2018,(1)

[5]刘伟,董养林,郝俊跃.石油天然气安全事故应急管理
策略[J].中国公共安全.2023,(2)

[6]GB 50183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7]SY/T 7343致密气田集输设计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