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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油气管道主要用于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燃气和工业用危险介质的输送，被誉为五种运输方式之一
。
油气管道广泛应用于城市发展、能源供应、石油化工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条件等领域。
鉴于油气管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誉为国家重大生命线。
随着油气管道运行时间的增长，由管道初始缺陷以及运行期间腐蚀穿孔、第三方破坏、误操作、自然
灾害等因素造成的管道泄漏、穿孔、爆炸等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周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
害，给社会经济、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损失。
目前，我国已有油气长输管道约7万公里，由于使用时间长、分布广、技术资料不完整、事故隐患多
、危险大，必须开展以完整性管理理念为基础的检验检测。
我国新建管道发展迅猛，“十一五”期间，管道新增数量将为34000公里，如西气东输二线、川气东送
管道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届时将带动下游支线和沿线城市埋地燃气管道的迅猛发展。
自2002年美国颁布了HR3609《管道安全改进法》以来，管道完整性管理得到了广泛认可，它指对管道
系统采取一系列的检测、评价和维护措施，使管道系统的事故率降低至社会公众、管道企业可接受的
水平。
完整性管理的核心技术包括：基于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的完整性管理平台、风险评估、检测评价、监测
技术、维抢修与补强技术、完整性管理质量体系等。
本书以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检测评价为重点，借助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累计12000公里的油气管道
检验检测经验、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城市埋地燃气管道及工业特殊承压设备安全保障关
键技术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生命线工程与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
工程示范”的研究成果，在参考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著作和提供的资料基础上编著而成。
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提出基于失效模式的检验检测。
这有利于确保检验检测手段的针对性，对不同类型失效模式的管道提出有效的检测技术与方法。
②具体介绍并研究了油气管道检测技术，包括腐蚀防护系统、管体腐蚀、焊接缺陷、泄漏检测技术，
并介绍了内检测技术和压力试验。
③详细研究了油气管道监测技术，包括腐蚀状况监测、阴极保护参数监测与泄漏监测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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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油气管道检测、监测、直接评价和安全可靠性评价技术。
详细阐述了油气管道腐蚀防护系统检测技术、管体腐蚀和焊接缺陷检测技术、管道泄漏检测技术、管
道内检测技术和压力试验、油气管道腐蚀监测技术、阴极保护监测技术和泄漏监测技术，并介绍了油
气管道外腐蚀直接评价技术、内腐蚀直接评价技术、应力腐蚀检测评价技术、腐蚀防腐系统评价技术
以及油气管道安全可靠性评价等相关技术。
    本书可供管道运行、维护、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油气储运专业或企业培训教材，并可
供广大石油工程技术、科研及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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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管的上方，且间距小于200mm  　禁忌11 将基本型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暗敷在混凝土地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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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功能不完善且系统参数不符合要求  　禁忌8 水源热泵系统的监控设计不符合规定 　禁忌9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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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计要求 　禁忌4 有线电视接收系统中干线放大器的噪声过大，电路传输不稳定  　禁忌5 卫星电视
接收系统的天线方式选择不符合要求 　禁忌6 公共建筑广播系统的设置不合理 　禁忌7 公共场合的广
播清晰度达不到要求，影响广播效果　禁忌8 室内、外扩声系统的声场不符合规定 　禁忌9 扩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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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产生的高电位对附近电子线路和电子设备造成反击 　禁忌7 弱电系统建筑物的防雷措施不符合要
求 　禁忌8 采用外表面无防腐层或有沥青防腐层的钢筋混凝土基础作为接地网时不符合要求 　禁忌9 
建筑物防雷击电磁脉冲设计不符合规定 　禁忌10 低压配电系统信号传输线路在穿过各防雷区界面时，
采用的浪涌保护器不符合规定 10 接地和特殊场所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  　禁忌1 低压配电系统接地保
护设计不符合要求 　禁忌2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不合理，导致低压系统的绝缘击穿  　禁忌3 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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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的接地电阻过大，雷电发生时损坏变压器　禁忌4 接地极的选择与设置不符合规定 　禁忌5 水
平和竖直井道内的接地与保护干线设计不符合要求　禁忌6 通用电力设备的配、变电所接地配置不符
合规定 　禁忌7 通用电力设备的等电位连接不符合规定 　禁忌8 电子设备接地系统的设计不符合要求 
　禁忌9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接地系统设计不合理 　禁忌10 医疗场所的安全防护供电系统的设计不符
合规定 　禁忌11 浴池、游泳池和喷水池的安全防护设计不合理，增加了电击危险  11 计算机和通信网
络系统设计  　禁忌1 不了解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和配置方法 　禁忌2 网络体系结构的选择不符合规
定 　禁忌3 不了解网络服务器的任务、配置及设置要求　禁忌4 不了解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应用、设置
及设计方法 　禁忌5 网络操作系统的选择不符合规定 　禁忌6 广域网的连接设计不符合要求 　禁忌7 
程控用户交换机的选用、机房选址、设计与布置不合理  　禁忌8 不同协议标准的会议电视系统的传输
速率混淆 　禁忌9 VSAT卫星通信系统采用的信号与接口方式不符合要求　禁忌10 建筑物内通信配管
设计不符合规定 　禁忌11 不了解建筑群内地下通信管道的设计要求 　禁忌12 建筑群内通信电缆、通
信光缆的配线设计不符合规定附录 附录A 民用建筑中各类建筑物的主要用电负荷分级 附录B 各类建筑
物的混晌时间推荐值及缆线规格计算与选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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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管道运输是继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后的五大运输方式之一，成为原油、
成品油、燃气、蒸汽和工业用危险介质的最主要运输方式。
管道广泛应用于城市发展、能源供应、石油石化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条件等领域。
鉴于管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誉为国家重大生命线。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指对管道系统采取一系列的检测、评价和维护措施，使管道系
统的事故率降低至社会公众与管道企业可接受的水平。
2002年，美国颁布《管道安全改进法》，提出了埋地管道完整性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并形成了一
整套基于管道安全性的完整性管理标准体系。
2006年，美国又颁布了S.3 961《2006年管道检测、保护、执法安全法令》，进一步强化了管道完整性
管理。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以管道安全为目标的系统管理方法，管道的完整性是指管道始终要处于完全可靠的
受控的工作状态，管理人员可不断采取措施防止管道事故的发生，它与管道的设计、安装、运行、维
护、检修的各过程密切相关，贯穿于管道运行全周期。
在管道完整性管理流程中，需要有六种核心技术，分别是：①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管道完整
性管理（PIM）管理系统平台技术；②风险评估技术；③完整性检测与评价技术（含合于使用评价技
术）；④管体腐蚀监测、泄漏监测、阴极保护参数监测技术；⑤完整性管理质量控制体系技术；⑥管
道不开挖、不动火维修补强技术。
油气管道主要为钢管，发生事故的概率曲线（图1-1）可以划为三个阶段：①初始阶段（埋设完成之后
的3-5年之内），此阶段事故发生概率高；②正常使用阶段，此阶段事故概率较低；③失效阶段，此阶
段事故发生概率高。
这三个阶段通常被称之为管道失效概率的“浴盆”曲线。
在初始阶段，由于制造缺陷、材料缺陷、安装缺陷（含焊接）在制造、安装过程中未被充分发现，上
述缺陷导致的事故概率高。
在正常使用阶段，这也是三个阶段中持续时问最长的阶段，由于上述缺陷已充分显露，并得到了相应
的维护，管道处于平稳安全可靠运行期，管道失效概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一些损伤缺陷以及腐蚀缺
陷也在逐步积累，安全可靠性逐渐降低。
在失效阶段，腐蚀损伤、材料老化以及其他缺陷导致管道安全性能降低，承载能力下降，失效概率又
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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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油气管道检测与评价》可供管道运行、维护、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油气储运专业或企
业培训教材，并可供广大石油工程技术、科研及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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