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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海外油田地下管线保护管理实践
张 晨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 300453

【摘 要】油田地下管线种类繁多，且属于隐蔽工程。在油田地面工程建设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对在役管线

进行保护，极有可能由于机械破坏导致管线泄漏，不但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对油田正常生产造成冲击。一

旦处理不当，还可能对施工人员造成人身伤害。针对某海外油田M具体实际，通过对油田地下管网现状分析，提出
了油田建设过程中对地下管网进行保护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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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油田地下管网是油田生产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其他类型管线相比，油田管线具有输量大，压力高，分

布广，隐蔽性和介质危险性高的特点。M油田地下管线
按照输送介质分类，主要分为原油管线，天然气管线，

输水管线及注水管线等。按照材质分类，可分为碳钢管

线，玻璃钢管线，球墨铸铁管线，增强热塑性塑料复合

管等，除碳钢管线外，其余材质由于其非金属性，很难

被金属探测器识别，给识别地下管线位置造成了极大困

难。

随着 M油田开发的不断深入，地面工程配套设施建
设随之高速进行。油田地下管线一旦在施工过程中遭到

破坏，将对人员生命安全及生产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同时对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工程建设阶段，

通过技术手段及管理手段，加强对地下在役管线的保护，

对确保生产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有着十分积极的

作用。

2.M油田地下管线保护面临的问题

2.1.竣工资料不完善

M油田是其所在国第二大巨型油田，现有油田设施
为 20世纪 70年代外国石油企业建设，设备老化严重。
特别是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设备设施受损严重，图纸

等历史资料基本全部丢失。另外油田复产初期，地下管

线由当地承包商负责建设，当地业主方缺乏有效管理，

竣工资料不完整或者管线线路变更后未及时更新图纸。

因此，造成老旧管线路由信息及现场管线标识严重缺失，

加之场站周边管线十分复杂，施工单位很难获得地下管

网精准位置信息。由于周边施工项目未能及时获取地下

管线信息，从而导致施工破坏事故发生。

2.2.施工方式不合理

M油田某区块地势崎岖，土质坚硬。因此，该区块

老旧管线在前期施工中存在埋深不足，未铺设警示带，

未回填管垄等不合理施工的现象。同时，因为老旧管线

施工年代久远，存在施工技术远落后于当前的情况，这

些情况都对管线线路的识别造成了负面影响。

另外，部分施工单位在制定施工方案时，未能充分

考虑地下管线保护措施或者未按照既定方案对管线实

施必要保护，进而损坏管线。

2.3.施工规划不科学

由于M油田经历了战争洗礼，油田内遗留了大量战
争期间的地雷及未爆物，给科学地规划管线路由带来了

极大困难。另外管线建设前期，没有统一的规划管理和

图纸备案，地下管线相互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下

管网，给其他地面工程选址、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

2.4.当地员工安全意识薄弱

当地员工安全意识薄弱，操作技能不熟练，缺乏有

效系统的安全教育，部分施工人员没有意识到地下管线

保护的重要性，加之当地分包单位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

监管，很容易导致由于违规作业引起的管线破坏事故的

发生。

3.M油田地下管线保护措施

3.1.加强油田管线规划设计

在地面工程建设中，强化新建管网的科学规划，M
油田通过增设集输站有效降低地下管网建设的长度，密

度。同时对新建管线提早布局，科学规划管线走向、空

间分布，规划并预留管线走廊，实现地下空间的最大化

利用。

3.2.建立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利用专业的第三方管道检测机构，对油田现役管线

进行全面梳理，形成可视化的全油田地下管网信息系统，

通过地理信息平台，对地下管网进行信息化管理，以弥

补竣工资料不完善所造成的信息缺失。管线竣工移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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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管理系统，可以为后续施工人员

提供全面的管线信息支持，从而大大提升管理效率，降

低项目管理难度。

3.3.强化管线施工质量管控及验收

通过承包商、项目管理方及业主方三级质量管控，

确保管线按设计标准施工，保障必要埋深，全线铺设警

示带，回填管垄，标准化标识桩等。强化工程竣工验收

管理，项目各参与方与接收单位共同组成验收委员会，

形成标准化验收清单及完工资料清单，各方确认后完成

项目交接工作，从而保证管线建设完整性、信息完整性。

3.4.形成以 JSA/PTW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工具

M油田实施高风险作业的 JSA+PTW管理制度，作业
安全分析（JSA）应在高风险前由承包商施工、技术、方
案编制人员、HSE 管理人员及 项目管理和业主单位的

相关专业负责人，HSE 管理人员共同完成，形成各方共
同签字确认的 JSA分析表，并作为承包商申请工作许可
（PTW）的必要附件，在要求的控制措施落实后，由业
主方及项目管理方签发 PTW。通过事前风险分析-事中风
险控制措施落实-管理方确认的闭环管理手段，可有效提
升现场作业的安全管控。

结合油田作业实际，取土作业按照高风险作业进行

管理。取土前，业主方，项目管理方及施工方需对作业

区域提前进行确认，辨识可能存在的地下设施。施工单

位需结合地下管网信息及作业范围，通过使用地下设施

探测技术对地下管线进行调查，必要时采用人工开挖暴

露。调查结束后，施工单位需邀请业主方及项目管理方

进行地下设施确认，确定地下管线确切位置，并做好施

工人员交底。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结合管线种类、

埋深，选取支撑性保护、悬吊式保护或隔离保护等保护

形式。强化现场安全监督，承包商指派专职监护人员全

程监护，业主方/项目管理方采用巡检方式保证施工现场
全覆盖。

3.5.落实安全培训至一线员工

针对本地分包商员工尤其是大型车辆驾驶人员风

险意识薄弱，安全操作技能不足的问题，业主方、项目

管理方及承包商持续强化现场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施工

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尤其是针对大型施工车辆的驾

驶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按照每周至少一次培训的频率，

持续强化承包商一线人员的安全意识。

4.结语

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全面收集并维护管线信

息，通过必要的技术及管理手段等地下管线保护措施，

有效规避地下管线破坏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了油田的生

产和人身安全，保障了油田生产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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