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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是相关的管理人员将最新的信息作为依据对管道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

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的发生率，并对其进行控制，使管道可以处在可控的范围内，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为企业创造更多

的经济效益。管道完整性管理是近些年来油气田企业进行管道运行管理中应用的主要方式，并得到了良好的使用效果。随着

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也积累了更多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提升了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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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Oil-gas Field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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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oil and gas field pipeline is based on latest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possible risks in 

pipeline operation process, minimize risk incidence and control it, so that pipeline can be in a controllable range, reduce incid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create more economic benefits for enterprise. Pipeline integrity management is main way of pipeline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oil-gas field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With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using scope, it 

accumulates more experience, forms a set of complete and mature pipeline integr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improv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Keywords: oil-gas field pipeline; integr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1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检查内容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检查时应对各项工作所需要的资料进行收集与评价，在检查时应注意以下方面：（1）确保管道

完整性检查工作的推进速度，相关的领导人员应给予重点关注并对管理责任进行明确，同时还应做好员工培训、日常

管理及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工作。（2）将检查工作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管道完整性检查主要包括对管道进行分类、检

测、评价与修复，并编制双高管道管理及一区一案、一线一案管理措施。（3）控制管道完整性管理试点实施情况。主

要包括管理组织、资金投入、管理进度及效果评估等。 

2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检查方式及具体要求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检查方式主要包括：领导访谈、工作汇报、资料审核、现场抽查及总结评审等。 

（1）领导访谈。对企业参与管道完整性管理的主要领导进行访问，并征求其管道完整性管理意见，并对具体工作

组织、安排等进行充分的了解。 

（2）工作汇报。召开工作动员会，使管道完整性管理主管人员可以充分的了解工作情况，参会的主要部门包括计

划管理部门、财务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安全环境管理部门、材料设备管理部门、工程建设管理部门、试点

工程管理部门以及技术部门等。 

（3）资料审核。对相关的文件、报告、照片、成果等内容进行检查，各企业应做好分类工作，并采用电子版资料。 

（4）现场抽查。对基层厂处及试点工程单位进行抽查，在听取汇报后对试点工程及基层厂处进行完整性管理，采

用三全管理模式，并将资料进行分类、分级，实施双高管理模式。 

（5）总结评价。将检查情况进行反馈及总结，对管理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各管理单位、管理部门应积极的参与到

总结评价工作中来，以此来提升管理效率。
[1]
 

3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 

3.1 分类分级管理 

针对油气田管道的特点及运行风险，中石油将完整性管理试点工程作为切入点，并开始相应的研究，制定出油气田



智能城市应用·2019 第2卷 第7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19,2(7) 

94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并对管理原则、管理目标、管理流程及管理职责进行了明确，形成了一套将分类分级作为基础形

成良好的风险管理核心、管理手段及日常维护体系，使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更加完善。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流

程主要包括数据收集、高后果识别及风险评价、检测结果评价、维修维护方式以及效能评价环节。首先应做好数据收集

工作同时做好高后果区识别与风险评估，再筛选出高后果区与高风险级管道；然后根据主控风险来确定双高管道检测及

评价内容，最终明确管道腐蚀情况，确定管道检修及养护方案，在修复后对实际效能进行评价，确保管道修复效果。 

3.1.1 管道分类 

在进行管道分类时可以将介质类型、管道压力等级及管道管径等作为参考依据，可以将管道分为Ⅰ类管道、Ⅱ类

管道、Ⅲ类管道。主要分类见表 1。 

表 1 油气田管道分类 

 

3.1.2 管道风险分级 

管道风险是实效概率与失效后果的乘积。管道失效率应对运行年限、穿孔次数以及阴极所采用的保护方式进行考虑；

失效后果应对管道铺设方式、输送介质、管道埋设地类、管道类别及规格等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其中，管道铺设方式、

管道埋设地类可以将输送介质作为依据，然后从安全及环境影响方面对失效后果进行评价，通过管道类别及规格从生产

影响角度对失效后果进行评估。根据风险大小对管道风险等级进行分级，分别为低风险级、中风险级与高风险级。 

3.2 风险管理 

3.2.1 Ⅰ类管道 

在进行Ⅰ类管道风险管理时可以使用半定量风险评价法，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实施专项风险评价，主要包括定量

风险评价、地质灾害评价及第三方破坏风险评价等。只对Ⅰ类管道做一次高后果区别与风险评价，并形成相应的报告。

假如出现管道改线或管道周边区域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应重新进行识别。 

3.2.2 Ⅱ类管道 

在进行Ⅱ类管道管理时可以使用半定量风险评价方法。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高后果区别与风险评价，重点关注高

后果区域风险区域的检测与评价，以此作为依据进行维修与养护并对风险进行控制。
[2]
 

3.2.3 Ⅲ类管道 

在对Ⅲ类管道进行管理时可以采用区域高后果区识别及风险评价方法，强化实效统计、管道腐蚀情况分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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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比对工作。同时在管理时应将完整性管理与日常维护管理进行结合，重点控制运行管道腐蚀情况。 

3.3 日常维护管理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日常维护管理，此种管理方式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发生率。将完整性

管理与日常维护管理相结合可以有效的控制管道腐蚀问题并可以对管道进行实时巡检，在这个过程中还应做好第三方

管理及地质灾害预防工作。在做好日常维护管理的基础上对管道进行分类，然后对数据收集、风险管理、检测评价及

维护管理等进行差异性管理，在提升安全管理、本质管理的基础上减少资金的投入量。 

3.4 实现工程远程监控，提高工作管理效率 

油气田企业应构建起管道完整性管理平台，并建立起工程远程监控系统，保证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的质量及安

全并实现绿色管理，有效的规避因承包所导致的风险，提升管道完整性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同时可以有效的降低从

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实现全面性管理目标。将基层管理信息与企业管理信息进行结合，实现完全性管理远程化、信息

化，同时可以实现完全性管理的规范化，对进度进行控制，并提升相关业务能能力，以此来提升管理质量及管理效率。 

3.5 提升培训专业化，确保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随着培训力度不断加大，培训流程也更加规范，培训内容也针对性更强，重点关注了不同专业内容的融合。同时

加强组织管理、运行办法等方面的培训，从内向外进行延伸，强化服务方的责任。形成油气田企业新的管理规范与服

务准则，从而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使管理更加合理化、规范化。 

3.6 完善考核办法与流程，使考核管控常态化 

在对油气田基础工程系统建设及试运营过程中会发现一些问题，以此应将各个环节进行细化管理，使管理措施可

以落实到实处，尤其是对项目审计、监管等过程中发现问题，同时还应将投资资金来源、费用化投资等方面归纳到考

核管理的范围内，对管理流程、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形成考核管控常态化，控制偏差的产生。 

4 结语 

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主要是规避管道运行风险，将事后维修转变为事前预防，对管道风险进行防控。通过近些

年来对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且成熟的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但是，

目前在实施管道完整性管理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含硫天然气管道高后果区识别、非金属管道完整性检测、小口径管

道智能内检测等技术方面的问题。在未来还需要不断对油气田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进行研究与完善，利用经济效益对

风险进行规避，将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以此来降低后期维护与检修的费用，通过管道完整性管理做法保证油气

田管道运行的安全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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