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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通常情况下，石油天然气管道均埋藏于地下，并在

地上设置一定数量的安全标识，石油天然气管理部门必

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要求，对安全标识设置工作高度负

责，及时引进先进的管理措施，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安

全标识管理工作的稳定运行。

一、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石油、天然气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加，更是加大了

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同时也需要尽可能做好管

道安全的管理工作。近年来，我国很多运输石油天然气

的管道，因为使用时间比较长，所以发生安全事故的概

率也就直线上升，这种情况下，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来应对这些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 [1]。针对石油天然气的

实际运输来说，充分利用管道方式，不仅能够保证运输

的安全性，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投入。与此同时，

充分落实管道的安全管理工作，可以让管道在长时间内

保持科学的运行状态，为使用者提供更加稳定的石油、

天然气能源 [2]。

二、安全标识设置管理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虽然已经根据法律法规，设置

相关安全标识，但是，在一些单井采油气管线中，还没

有设置安全标识，不能满足相关管理要求。部分区域在

安全标识设置期间，可靠性与有效性较低，无法满足其

实际工作需求，难以利用现代化管理方式解决当前各类

问题，导致工作效果降低。

1. 忽略了安全标识设置要求

在设置安全标识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阻碍安全标识设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如有的部门忽略了

“三桩一牌”标识的设计，与国家有关规定出现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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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石油天然气管道受到外力打击现象，造成石油天然

气泄露，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破坏了当地自

然环境 [3]。

2. 安全标识设置数量过少

在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行过程中，虽然有的企业已经

设置了一定数量的安全标识，但设置数量达不到国家规

定，不能对来往行人与车辆起到提醒与警示作用。特别

是在一些人员密集地区，一旦设置的安全标识数量过少，

则会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

3. 安全标识质量低下

有的企业在设置安全标识过程中，不能认真审核安

全标识质量，设置的安全标识通常需要暴露在自然环境

中，经过一段时问后，有的标识 E 字迹出现模糊现象，

过往车辆及行人看不清标识 E 的文字 [4]，也起不到应有的

警示作用。有的安全标识经过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损坏现

象，这都是由于相关企业在制作安全标识时一味强调减

少成本投入，在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行中不能及时维修与更

换安全标识而造成的，导致安全标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4. 建设治理环节存在许多隐患

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将会

发现许多周边居民为了获取经济补偿，会选择在管道标

识上方种植树木以及花草，甚至选择性的搭建房屋，以

上行为都会给管道安全标识管理带来诸多阻碍。不仅如

此，有许多地方部门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将管道

建设土地转让给其他私营企业，这样的转让行为无疑会

给管道建设以及管道安全标识管理带来许多隐患，治理

过程中面临极大难度，无法保证治理效果。

5. 监管体制不完善

众所周知，天然气以及石油管道的安全标识管理非

常重要，据说已为其提供了对应的法律规范，但是若从

整体层面进行观察，极易发现安全监管体系仍旧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性不够紧密、内容上存

在矛盾与冲突等等。以上弊端都会使得石油天然气管道

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标识设置管理现状与改进

吴志宏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武汉输油处　湖北武汉　437300

摘　要：随着国家的发展，石油天然气行业受到广泛重视，然而，当前一些部门在对安全标识设置进行管理的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能保证工作效果，无法提高其安全性与可靠性，甚至会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因此，相

关部门需要明确自身工作问题，制定完善的改进方案，做好安全标识的设置工作，保证自身工作可靠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标识设置；管理；措施



51

Modern Chemical Industry, 现代化工(6)2021,3
ISSN:2661-3670(Print); 2661-3689(Online)

安全管理工作环境较为混乱，还将致使安全管理标识监

督部门职责定位不准确，岗位间存在工作交叉的现象，

导致部分管理人员缺乏责任意识，在实践工作中过多的

推卸责任，亦或是存在重复管理的现象，造成了资源浪

费。

三、安全标识设置管理的改进措施

1. 完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始终贯穿于油气管道的运行

管理过程中，对管道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完善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是做好油气管道标识管理的重要

工作。第一，应明确安全隐患的定义和标准，对可能影

响管道安全标识的各类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相关信息进

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定性定量工具对油气管道的安全隐

患进行定义，并对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进行分类和分级，

使运行管理人员在发现问题时可以及时对问题进行研判。

第二，要针对不同类别的安全隐患或安全问题制定不同

的应急处置预案，以便于隐患出现时能够及时进行处置，

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要形成从排查到治

理的闭环管理机制，并实行销项管理制度，以确保安全

隐患能够及时发现，并且得到有效治理，从而保障油气

管道的安全运行 [6]。

2. 增加警示标识

企业可以在原来设置的基础上，沿着油气管线设置

警示标识。对于一些地形环境较差的区域而言，需要根

据植物的实际情况，对其高度进行合理管控，适当情况

下可以利用加密方式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以增加警示

带，在设置此类结构期间，企业可以沿着油气管线位置，

对其进行合理的铺设，应用质量较高的原材料等制作相

关结构，以便于提高其警示效果。企业在设置木桩结构

期间，还可以利用聚酯或是金属类原材料对其进行处理，

保证垂直安装，将尺寸控制在 151mm×151mm×1001mm

之间，地下的高度为 501mm，在山区中，应当将其高度

控制在 1701mm 左右，地下结构的高度为 701mm，以便

于提高其稳定性与可靠性，满足当前工作要求。

3. 清理违章占压

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标识管理过程中，应当首先意

识到管道上方障碍物清理工作的重要性，保证石油天然

气管道上方不存在过大障碍物。在管道沿线位置设置警

示标识，要求附近居民不可在管道上方私自建设建筑物，

并加大宣传力度，将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传达给居民，

提高其法律意识，使之严谨遵循法律规章的要求，避免

出现违章占压的情况 [7]。对于屡教不改的行为，则要与

相关城市管理人员配合，做好违章建筑以及违章障碍物

的清理等各项工作，为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管理工作的

顺利落实提供保障。

4. 保证安全标识数量

石油企业在设置安全标识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其数

量满足在工作规定，利用现代化管理方式，明确数量要

求，遵循动态化监督原则。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国家

要求，对数量进行分析，制定完善的规划方案，增加相

关标识，起到一定的警示效果。另一方面，要安排专门

工作人员，每个月或是每个季度对其进行巡查，及时发

现标识损坏与丢失问题，以便于补充。

5. 石油天然气管道附近群众加强宣传

石油天然气企业要对管道沿线群众加强教育，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向群众普及石油天然气安全标识知识，加

强对石油天然气管道标识的管理。第一，积极宣传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在开展宣传教育前要制订合理的工作计

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合理的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保证宣传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8]。第二，企业在宣传工

作中可以引进当前先进的宣传方式，利用微博、微信、

QQ、电视等形式进行宣传，有效加大宣传范围，提高宣

传工作质量，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四、结束语

石油企业在实际发展期间，应当重视安全标识的设

置工作，通过科学方式对其进行全面的管理，树立正确

的安全管理观念，创新设置形式，建立先进的管控机制，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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