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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气储运工程是连接油气资源在生产、加工、分配和销售中各个环节的纽带，也是实现油气销量利用的关键步骤。进入 21 世纪以

来，随着活跃的全球科技方面的创新以及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行，全球在经济结构方面也发生着变化。正在到来的能源革命和智能革

命将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油气储运行业要紧跟时代发展，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在新的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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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and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is a link connecting all link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production,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and 
sales, and is also a key step to realize the utilization of oil and gas sal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active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also changing. The coming energy revolution and 
intelligent revolution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The oil and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eize new opportunities, meet new challenges, and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new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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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气储运工程发展的历史 
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管道工艺的国家，早在中国

的汉朝，蜀中人民就已经开始使用“笕”，它是以当地盛产的竹
子作为原料，并在外部用麻布缠绕并且浇灌桐油制成，我们目前
铺设的输气管线就是来自于此而发明的。到了现代，美国是世界
上最早开始发展管道工业的国家。美国分别于 1865 年及 1886 年
建立了史上第一条原油输送管道和长距离输气管道。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球天然气管道建设发展迅速。在北美、独联体国
家及欧洲，天然气管道已连接成地区性、全国性乃至跨国性的大
型供气系统。全球干线输气管道的总长度已超过 140 万千米，约
占全球油气干线管道总长度的 70 %。 

中国最早的油气储运学科点是由清华大学在 1952 年建立。在
近几十年为我国的石油石化等方面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们攻克了
油气储运方面许多关键技术的壁垒并且在基础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到后来随着中国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等高校
对油气储运学科点的开设，油气储运学科的发展从此到达了一个
新的高度。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活跃的全球科技方面的创新以及新的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行，全球在经济结构方面也发生着变化。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且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对于中国的油气储运行业的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意义。油气储运是连接石油工程各环
节之间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
对油气资源的需求量加大，作为石油工程里面关键环节的油气储
运也是得到了大力的发展。[1] 
2 我国油气储运行业目前取得的成果 

(1)覆盖全国的天然气骨干核心管网基本形成； 
(2)我国目前已经建成投产 LNG 接收站 20 座，设计规模达到

7070 万吨/年，在冬季 LNG 接收站的保供作用突出； 
(3)储气库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地下的储气库主要分布在华

北、东北、西南、西北、中西部和长三角地区，在平抑天然气生
产与消费峰谷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管网互联互通大力的推进； 
(5)以战略储备为主、商业储备为辅的国家石油储备体系初具

规模，国家战略储备库一、二期建成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油
储备量持续增加； 

(6)科技创新成效显著，管道发展呈现大口径、高压力、高钢
级、大输量趋势；攻克 D1422、X80 管道断裂控制、大口径厚壁

钢管和管件制造、现场焊接等关键性技术，管道技术水平迈上新
台阶。 
3 我国油气储运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趋势 
3.1 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标准技术水平方面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依然存在着不
小的差距。由于自身技术水平与国际上存在一些差距而且在基础
研究方面有限，我国的油气储运行业目前大部分的高标准方面是
直接引用国际上的先进标准，通过自主研究开发出来的成果方面
的技术上的标准较少，一些独立编制部分的标准技术水平也与国
际先进标准有差距。而且一些部分标准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基础研
究和实践验证，可能存在着不合理的技术和过于保守的情况。[2] 

其次，天然气水合物的储运技术，一方面，我国石油天然气
研究部门在国家储运技术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解决问题需要的技术主要是如何不间断地高效制成
水合物和如何实现两种天然气的低成本储存和排放。 

第三，由于我国含蜡原油资源十分丰富，还有类似的黏度较
高的油品，原油输送的含蜡特性主要来源于原油的流变特性，而
黏度较高的油品因为所含的胶质较多，会增加运输难度。在多蜡
高黏度原油的输送方面，大部分会采取加热输送，这就对热的耗
能有较高的要求。还因为有停输再启动困难等缺点，使得多蜡高
黏度原油储存运输技术比较困难，容易造成能源的浪费。 

第四，目前我国的炼油厂对于低气压的油气产品和工业化学
品的油气回收工作也属于起步阶段，许多等级的油品在接收和运
输方面缺乏相关的油气回收服务，造成大量的油气在空气中排放，
危及油气储运过程中人员的生命安全，污染和浪费环境资源。 

第五，常年冻土地区的长距离管道的铺设技术。比如我国的
西部高原和东北高纬地区有着多年的冻土地带，在这类地区进行
长距离管道的铺设，我们要避免管道由于冻土环境而产生的推力、
弯曲、甚至穿透土壤的现象。 

第六，管道储运比较单调。在近年来我国的油气储运技术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也建立了完善的油气集输网络，但是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大多数的油气集输管道只能进行一种单一的
油气资源的运输。目前就我国的油气管道运输状况来看，想要实
现一条油气运输管道运输多种类型的油气资源还具有一定的难
度。 
3.2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将来的发展中，中国将要继续完善四大能源战略通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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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核心油气管网的建设，根据我国的油气资源分布比较广泛
的特点，并且多数油气资源都是分布在地质环境比较复杂的地
区，建成“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联通海外、资源
多元、调度灵活、安全可靠”的油气运输体系，这就对管道开
设技术有着很必要的要求。[3]而且可以结合数字化与自动化监
控技术这一全新的技术，可以将管道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地理环
境变化和管道运输状态的变化变化成数字的形式进行呈现。据
黄维和院士所说我国在 21 世纪中叶管道的总里程将超过 30 万
公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油气管网。正在到来的能源革命和
智能革命将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油气储运行业要紧跟
时代发展，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在新的变革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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