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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

《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济南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及济南市（各区县）

总体规划等，为统筹济南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面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战略，优化能源结构，统筹燃气供需平衡和清洁高效利用，加强燃气设施建设管理，预防和

减少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促进城乡燃气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新旧动能转换，

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任务

本规划主要任务是在分析全市燃气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学

预测各类用户用气量，研究天然气的合理利用方式；综合考虑当地气源接入条件，统筹规划燃

气气源接入方案；根据济南市总体规划布局，优化燃气输配管网及场站的规划布局；依托信息

技术，逐步完善智慧燃气管理系统，保障全市燃气供应安全可靠。

本规划自济南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实施。建议由政府主导、统筹建设全市高压供气“一

张网”燃气设施，实现统一接收、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维护。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及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 4月 29日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6月 10日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 4月 23日修正）

（9）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4月 1日）

（10）《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年 2月 6日修正）

（11） 《天然气利用政策》（2012年 12月 1日）

（12）《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3年 10月 25日）

（13）《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 1月 8日实施）

（1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日修订）

（15）《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393号令）

（16）《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21年 12月 3日修正）

（17）《山东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22年 1月 1日实施）

（18）《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2022年 3月 30日第三次修正）

（19）《济南市燃气管理条例》（2014年 5月 1日实施）

（20）《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1号）

（21）《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发展的指导意见》（鲁发改能源〔2017〕84号）

（22）《山东省燃气发展规划编制内容编制要求》（2016年 9月 5日）

（23）《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1年 10月 24日）

（24）《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安委〔2021〕9号）

（25）《关于统筹规划做好储气调峰设施建设运行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18〕563号）

（26）《关于加快储气调峰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发改能

源规〔2018〕637号）

（27）《关于加快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的通知》（鲁政办字〔2017〕216号）

（28）《关于摸查报告城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有关情况的通知》（鲁发改投资

﹝2021﹞1032号）

（29）《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2007年 11月 1日）

（30）《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2007年 6月 26日）

（31）《山东省建设工程概算定额》（鲁建标字〔2018〕29号，2018年 10月 1日实施）

2、相关规划

（1） 《山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鲁政字〔2021〕143号）

（2） 《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

（3） 《山东省石油天然气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30年）》

（4）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网建设行动计划》（山东省 2022年 4月 19日）

（5） 《济南城市发展战略规划（2018-2050年）》

（6）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 《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编）

（8） 《章丘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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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平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10）《商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11） 《济南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12）《济南市城镇燃气发展规划（2013-2020年）》

（13）《济南市燃气储气调峰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18年 12月）

（14）《济南市燃气设施三年建设规划（2019-2021年）》

（15）《济南市供热专项规划（2018-2030年）》

（16）《济阳县燃气专项规划（2017-2030年）》

（17）《章丘区燃气专项规划（2022-2035年）》（在编）

（18）《钢城区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5年）》（在编）

（19）《平阴县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5年）》（在编）

（20）《商河县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5年）》

（21）《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1-2035年）—燃气专题》

（22）《济南市统计年鉴》（2012-2020年）

（23）编制过程中其他的调查资料等

3、相关规范标准

（1） 《城镇燃气规划规范》 GB/T50198

（2）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 GB55009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4）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

（5） 《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 GB51142

（6） 《压缩天然气供应站设计规范》 GB51102

（7）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183

（8）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50251

（9）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50156

（1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

（11） 《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程》 CJJ95

（12）《埋地钢质管道聚乙烯防腐层》 GB/T23257

（13）《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

（1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

（15）《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50191

（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

（17）《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

（18）《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

（19）《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

（20）《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

（21）《加油加气站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AQ/T3050

（2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2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

（2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25）《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

（26）《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T50087

（27）《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28）《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

（29）《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第四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和新发展理念，全面落

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紧密结合建设现代化强省会城市定位，以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目标，以保障安全供气为目的，保民生、促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

现和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全市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坚持能源安全、绿色低碳，实现高质量发展。

（2）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统筹燃气发展。

（3）坚持统筹规划、分期实施，逐步实现全市高压供气“一张网”。

（4）坚持“保供一盘棋”，提高储气能力建设。

（5）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安全。

（6）坚持技术进步，逐步完善智慧燃气。

第六条 规划范围、内容

规划范围：济南市域。

http://www.csres.com/detail/233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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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内容：全市燃气需求预测，气源规划分析，燃气输配系统规划，加气站及液化石油气

灌装站规划，环保、消防安全、职业卫生及节能等专篇规划。

第七条 规划期限

近期：2021-2025年；

中期：2026-2030年；

远期：2031-2035年。

第八条 规划目标

在能源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适当超前预测各类用气负荷，优化用气结构，积极拓

展上游天然气气源供应渠道，应接尽接、内通外连、互联互通、相互调剂，实现全市高压天然

气供气“一张网”，逐步提高应急调峰储气能力，规划期末济南市燃气设施接气、供气能力达 70

亿 m³/a。优先保障民生用气，重点保证工业生产用气，积极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调峰发电、

交通等领域用气，使济南市天然气能源消费占比达到省会城市先进水平。

表 1-1 主要规划指标

类别 单位 2021年 近期

（至 2025年）

中期

（至 2030年）

远期

（至 2035年）
属性

总量

目标

用气量 亿 m³ 18.72 27.8 37.3 49.1 预期性

能源消费占比 % 6.5 9.0 12.0 15.7 预期性

居民管道气化率 % 96.9 97.5 98 98.5 预期性

应急

储气

目标

储气量 万 m³ 2002 4400 预期性

保障供气能力 万 m³/h 26 62 73 85 预期性

应急保障时间 日 4 5.8 4.3 3.3 预期性

调峰

储气

目标

储气量 万 m³ 162 12185 16639 22157 预期性

保障供气能力 万 m³/h - 26 40 53.5 预期性

新建

设施

目标

高压管线 km 646 276 68 185 预期性

次高压管线 km 496 360 153 90 预期性

中压管线 km 5867 1048 493 381 预期性

门站 座 23 10 5 2 预期性

调压站 座 35 35 19 6 预期性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座 41 新建 5座
撤销 22座 - - 预期性

类别 单位 2021年 近期

（至 2025年）

中期

（至 2030年）

远期

（至 2035年）
属性

CNG加气站 座 87 - - - 预期性

LNG加气站 座 39 12 4 6 预期性

信息化目标 -
SCADA
管理系

统

建立政府监

管平台；完善

企业自动化

管理系统

完善信息化功

能
优化功能 预期性

环保

减排

目标

CO2减排量 万 t/a 133.5 187.2 251.6 331.5 预期性

其他污染物减排量 万 t/a 5.5 7.6 10.3 13.6 预期性

第 2章 天然气合理利用方式

第九条 天然气合理利用方式

从合理配置资源、环保减排及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规划济南市天然气合理利用

方式：

（1）优先保障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用气；

（2）大力发展工业用户气代煤、气代油项目，引导工业用户淡季用气，降低用气成本，平

抑气价，减少峰谷差；

（3）探索推动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发展城镇调峰供热和乡村分散供热；

（4）大力发展 LNG货运汽车用气，实现交通领域的低碳排放；

（5）在化工园区示范应用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组成的复合能源。

（6）鼓励适当发展天然气调峰发电项目。

第 3章 天然气需求预测

第十条 燃气需求总量

本规划天然气用气量按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消费系数法及分类预测法进行预测，液化

石油气用气量采用消费系数法进行预测，规划期内济南市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规划需求总量见

表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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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规划燃气需求总量

气源种类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天然气（万 m³/a） 277876.2 373111.7 491184.7

液化石油气（万 m³/a，折合天然气） 7310.6 8041.6 8443.7

人均燃气指标（m³/（人·a）） 285.2 357.2 440.2

注：表中数据为 8500kcal/m³热值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按 11000 kcal/kg，每 1kg液化石油气折合 1.3m³天然气。

表 3-2 天然气用气总量预测

规划年限
能源弹性消费系数法

（亿 m³）
消费系数法

（亿 m³）
总量预测

（亿 m³）
天然气消费比重

（%）

2025年 27.8 27.7 27.8 9.0

2030年 37.1 38.5 37.3 12.0

2035年 50.0 48.2 49.1 15.7

第十一条 全市天然气需求预测

济南市规划天然气需求量及用气结构见表 3-3、3-4。

表 3-3 全市规划天然气需求量

区域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中心六区

（含起步区）
129486.5 46.6 167193.2 44.8 208527.2 42.4

济阳区 30358.1 10.9 42657.2 11.4 60900.6 12.4

章丘区 47499.8 17.1 65067.6 17.4 92311.1 18.8

莱芜区 30573.4 11.0 41231.7 11.1 52524.1 10.7

钢城区 13797.3 5.0 22745.9 6.1 26314.0 5.4

平阴县 11376.6 4.1 16606.1 4.5 22886.6 4.7

商河县 14784.5 5.3 17610.0 4.7 27721.1 5.6

合计 277876.2 100.0 373111.7 100.0 491184.7 100.0

表 3-4 全市规划天然气需求量及用气结构

项目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用气量

（万 m³/a）
比例

（%）

居民 37437.5 13.5 38169.2 10.2 38628.7 7.9

商业 15659.9 5.6 17758.5 4.8 19787.1 4.0

取暖 48861.7 17.6 57279.9 15.4 65141.2 13.3

交通 34181.0 12.3 40324.0 10.8 48037.0 9.8

空调 1567.4 0.6 3132.8 0.8 4396.3 0.9

工业 83734.8 30.1 111760.8 30.0 145972.0 29.7

分布式及调峰发电 46000.0 16.6 90000.0 24.1 150000.0 30.5

未可预见 10433.9 3.7 14686.5 3.9 19222.4 3.9

合计 277876.2 100.0 373111.7 100.0 491184.7 100.0

第十二条 液化石油气需求预测

表 3-5 全市规划液化石油气需求量 单位：万 t/a

规划年限 液化石油气需求量

2025年 5.62

2030年 6.19

2035年 6.50

第十三条 天然气应急储备气量、调峰储气量

济南市应急储备气量和调峰储气规划需求量见表 3-6、3-7、3-8。

表 3-6 应急储备规划需求量 单位：万 m³/a

规划年限 应急储备气量（3天） 备注

2025年 2284

2030年 3067

2035年 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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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调峰储气规划需求量 单位：万 m³/a

区域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中心六区

（含起步区）
6926.6 9458.5 12595.2

济阳区 854.2 1166.4 1553.2

章丘区 1900.1 2594.6 3455.1

莱芜区 844.1 1152.6 1534.9

钢城区 529.7 723.4 963.3

平阴县 589.8 805.4 1072.5

商河县 540.5 738.1 982.9

合计 12185.0 16639.0 22157.0

第 4章 气源规划分析

第十四条 气源规划分析

规划济南市以管道天然气气源为主，以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气源为辅，以液化天然气

为全市应急调峰气源。

（1）管道天然气

1）一类管道气源

规划设计压力大于等于 8.0MPa，管径大于等于 DN500，向山东省各地供气量规模较大的

气源管线为一类气源管线。济南可利用的一类气源管线见表 4-1。

表 4-1 济南市可利用的一类气源管线

分类 名称
压力

（MPa）
管径

（mm）

设计供气能力

（亿 m³/a）
备注

现状

济青复线 8.0 DN800 52

国家管网冀宁联络线 10.0 DN1000/DN700 100

泰青威管线 10.0 DN1000 70-80

济青一线改线 8.0 DN800 40-50 中石化

规划

中俄东线 10.0 DN1200 380
国家管网

泗水-沂水天然气管道 10.0 DN800 50-70

山东管网西干线 10.0 DN1000 200
山东省网

山东管网北干线 10.0 DN1200 350

2）二类管道气源

规划设计压力小于 8.0MPa或管径小于 DN500的高压输气管线，以及主要向省外供气的高

压输气管线为二类气源管线。济南可利用的二类气源管线见表 4-2。

表 4-2 济南市可利用的二类气源管线

分类 名称
压力

（MPa）
管径

（mm）

设计供气能力

（亿 m³/a） 备注

现状

宣宁线 4.0 DN500/DN450 8 中石化

沧淄线 4.0 DN500 10.5 中石油

聊泰线 4.0 DN300 2-3 中石油

淄莱线 4.0 DN350 3 中石化

榆济线 10.0 DN600 30 国家管网

（外输）

安济线（济南段） 6.4 DN700 30 中石化

中济线 3.0 DN350 2.5 中石化

规划

中海油渤中 19-6天然气 6.3 DN600 10 中海油

烟台港西港区 LNG长

输管道
10.0 DN1200 350 山东省网

（2）LNG气源

规划济南市可利用的 LNG气源见表 4-3。

表 4-3济南市规划可利用的 LNG气源

序号 接收站名称 站址
接收规模

（万 t/a）
泊位

（个）

总罐容

（万 m³）
储气能力

（亿 m³） 备注

1 山东 LNG接收站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 1100 2 136 8.5 现状

2 龙口南山 LNG接收站 烟台港龙口港区屺母岛 600 1 120 7.5 在建

3 龙口港 LNG接收站 烟台港龙口港区 600 2 108 6.75 在建

4 烟台西港区 LNG接收站 烟台港西港区 600 1 100 6.25 在建

5 东营港 LNG接收站 东营港区 600 1 88 5.5 规划

6 日照港 LNG接收站 日照港岚山港区 200 1 48 3 规划

7 威海港 LNG接收站
威海市南海港区的西港

池北端
300 1 120 1 规划

合计 4000 9 720 38.5

（3）液化石油气气源

济南市液化石油气主要来自齐鲁石化、青岛立东、青岛炼化公司、东营以及其他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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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天然气输配系统规划

第十五条 供气总体方案规划

按照应接尽接、内通外联的原则，规划建设济南市高压供气“一张网”燃气输配系统，统筹

接收、统一调度、互联互通、相互调剂，支撑全市未来 70亿 m³/a的用气需求，为将来大规模

统筹采购天然气、降低综合购气成本、提高区域间天然气联保互通能力奠定基础。

第十六条 气源引入及高压管线建设方案

为满足全市未来天然气发展需求，规划建设高压供气“一张网”，形成多点下气、多点供

气的格局，充分发挥 LNG 应急调峰气源作用，实现与周边地市的互联互通。规划形成市域高

压环网及供气支线 1175km，其中已建 646km，规划新建 529km，具体如下：

市域高压主环网 341km，已建 227km，规划新建 114km；

市域高压东环线规划新建 75km；

市域高压支线 255km，已建 75km，规划新建 180km；

其他高压支线 504km，已建 344km，规划新建 160km。

表 5-1 市域规划高压管线统计 单位：km

名称 已建 规划 合计 备注

市域高压环网 227 189 416 主环网 341
东部环网 75

市域高压环网至各区县高压支线 75 180 255

其他燃气公司高压支线 344 160 504

合计 646 529 1175

（1）气源引入管线规划

1）规划建设平阴-归德高压管线，引入山东管网西干线气源；

2）规划建设商河-玉皇庙高压管线，引入山东管网北干线气源；

3）规划建设阳信-商河高压管线，引入中海油渤中 19-6气源。

（2）市域高压管网规划

1）规划建设港沟-西泉泸高压管线，完善高压环网南段；

2）规划建设茌平-平阴-归德高压管线，市域高压管网成环；

3）规划建设莱芜-南曹范高压管线，引入泰青威气源，实现与莱芜、钢城互联互通及调峰

供气；

4）规划建设南曹范-官庄-高官寨高压管线，形成市域东部环网。

第十七条 高压管网规划

规划高压管网逐步成环，提高互联互通、相互调剂能力，规划期内建设高压管线 529km，

其中近期 276km，中期 68km，远期 185km。

第十八条 次高压管网规划

规划中心六区及各区县分区建设次高压燃气管线，各区域逐步成环，提高区域供气保障性，

满足用气需求，规划期内全市新建次高压管线约 603km，其中近期 360km，中期 153km，远期

90km，见表 5-2。

表 5-2 全市规划新建次高压管线统计 单位：km

区域 近期 中期 远期 合计

中心六区

（含起步区）
228 43 16 287

济阳区 25 27 13 65

章丘区 40 39 26 105

莱芜区 24 14 0 38

钢城区 7 12 0 19

平阴县 23 0 0 23

商河县 13 18 35 66

合计 360 153 90 603

第十九条 中压管网规划

规划中心六区及各区县在次高压管网基础上建设中压管线，中压管线主要沿主干道路敷设，

逐步成环，扩大供气范围，满足区域的配气需求。规划期内新建中压管线 1922km，其中中心六

区新建 550km，其他区县中压管线结合当地规划统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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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区县中压管线规划 单位：km

序号 区域 规划长度 备注

1 中心六区（含起步区） 550

2 济阳区 170

3 章丘区 273

4 莱芜区 150

5 钢城区 103

6 平阴县 398

7 商河县 278

合计 1922

表 5-4规划全市新建中压管线统计 单位：km

管径 近期 中期 远期 合计

DN400 65 43 24 132

DN300 175 115 76 366

DN250 48 40 23 111

DN200 45 34 18 97

dn315 28 22 1 51

dn250 135 42 5 182

dn200 222 71 51 344

dn160 134 54 61 249

dn110 196 72 122 390

合计 1048 493 381 1922

第二十条 天然气门站

（1）天然气门站

为承接上游管道天然气气源，在现状 23座门站的基础上，规划新建门站 13座、升级改造

4座。

第二十一条 高中压调压站

为完善次高压管网调压供气设施，在现状 35座调压站的基础上，规划全市建设调压站 60

座，其中近期 35座，中期 19座，远期 6座。

第二十二条 LNG应急调峰储气设施

（1）LNG应急储备设施

规划以南曹范 LNG储配站为济南市应急储气设施，在现状 30000m³LNG储罐（84个罐箱）

的基础上，近期扩建 1座 40000m³的 LNG储罐，总罐容达 7.38万 m³（水容积），储气能力 4400

万 m³，满足全市 3天的应急储备要求。

（2）LNG调峰储气设施

规划全市城燃企业以自建储气设施为主的方式解决调峰储气问题，积极参与地下储气库建

设，争取储气指标。在现状 6座调峰储气站（储气量 2163.6万 m³）的基础上，全市规划新建 5

座 LNG调峰储配站，扩建 2座。

第 6章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规划

第二十三条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规划

规划期内，全市保留使用现状 19座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并根据规范要求进行升级改造，撤

销 22座，新建 5座，见表 6-1。

表 6-1 全市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规划汇总统计 单位：座

区域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规划

保留使用（升级改造） 撤销 新建

中心六区（含起步区） 8 2 -

济阳区 1 2 1

章丘区 2 - 1

莱芜区 5 7 -

钢城区 2 5 -

平阴县 1 1 2

商河县 - 5 1

合计 19 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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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加气站规划

第二十四条 CNG加气站规划

根据国家政策，考虑市场需求，规划原则不再新建 CNG加气站。在保障现有 CNG车辆用

气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性质、站内外安全条件、服务对象及运行情况，对现状 CNG加气站进

行分类：

一类站，满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用气需求，远期具备条件的部分站点可改造为加氢站或充

（换）电站；

二类站，根据市场情况、地理位置、站区条件等因素，综合评判是否撤销或改造为加氢站、

充（换）电站。

规划济南市一类 CNG加气站 24座，二类 CNG加气站 63座，见表 7-1。

表 7-1 全市 CNG加气站规划汇总统计 单位：座

序号 区域
CNG加气站规划

一类 二类

1 中心六区（含起步区） 11 41

2 济阳区 1 3

3 章丘区 2 3

4 莱芜区 4 8

5 钢城区 2 4

6 平阴县 1 1（近期搬迁）

7 商河县 3 3

合计 24 63

第二十五条 LNG加气站规划

在环保与经济双重推动下，LNG汽车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规划保留使用现状 39座 LNG

加气站（含 3座 LNG、CNG 合建站），近期规划新建 LNG 加气站 12座，中期 4座，远期 6

座，见表 7-2。

表 7-2 全市规划新增 LNG加气站汇总统计及相关技术指标

区域

现状及规划数量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服务车辆总数

（辆）保留使用

（座）

近期

（座）

中期

（座）

远期

（座）

加气能力

104m³/（d·站）

服务车辆数

（辆/站）

中心六区

(含起步区)

北部 1 3 1 1

3-5 80-200

480-1200

西部

南部
16 1

（在建）
- - 1280-3200

济阳区 6 1 - 1 640-1600

章丘区 3 3 1 1 560-1400

莱芜区 4 1 1 1 560-1400

钢城区 3 - - - 240-600

平阴县 4 2 1 1 640-1600

商河县 2 1 - 1 320-800

合计 39 12 4 6 - - 4720-11800

第 8章 空间利用分析与用地需求

第二十六条 空间利用要求

本规划用地主要为场站永久用地和管线临时用地，场站永久用地主要包括门站、调压站、

LNG应急调峰储配站、加气站及 LPG灌装站等，管线临时用地包括管线施工作业带、穿越工

程施工场地、堆管用场地及施工便道等。

（1）场站用地要求

场站用地为永久用地，选址应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

洪涝风险控制线、山体控制线、保泉生态控制线，合理避让城镇开发边界、工业保障控制线等

控制线，并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衔接，预留规划项目建设用地。

（2）管线用地要求

管线用地为临时用地，选址应避让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合理避让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

护红线、山体控制线、保泉生态控制线、洪涝风险控制线及工业保障控制线等控制线。

受地形、地势等条件限制，对于高压管线不可避让穿越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山

体控制线、保泉生态控制线等控制线边缘时，需提供不可避让专项论证报告，并采取有效保护

措施，减少对城镇规划、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七条 用地需求规划

规划各类场站需新增建设用地 74.76-89.27hm2（约 1122-1339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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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站

规划全市新建门站 13座，升级改造 4座，共需新增用地 78400-103500㎡。

（2）调压站

规划全市新建调压站 60座，共需新增用地 38000-61000 ㎡。

（3）LNG应急调峰储配站

1）LNG应急储备设施

规划采用南曹范 LNG储配站作为济南市应急储气设施。在现状 30000m³LNG储罐（84个

罐箱）的基础上，近期扩建 40000m³LNG储罐，无需新增用地。

2）LNG调峰储气设施

规划全市新建 5座 LNG调峰储配站，扩建 2座，共需新增用地 55.5-63hm2。

（4）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规划全市新建 5座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共需新增用地 40200-50200 ㎡。

（5）LNG加气站

规划全市新建 22座 LNG加气站，共需新增用地 66000-88000 ㎡，用地面积见表 8-1。

表 8-1 规划新建 LNG 加气站用地情况

区域

规划数量 主要技术指标

近期(座) 中期(座) 远期(座) 储罐总容积

(m³/站)
新增用地面积

（㎡/站）

中心六区

（含起步区）

北部 3 1 1

1×60 3000-4000

西部

南部
1 - -

济阳区 1 - 1

章丘区 3 1 1

莱芜区 1 1 1

钢城区 - - -

平阴县 2 1 1

商河县 1 - 1

合计 12 4 6 - 66000-88000

第 9章 燃气供应系统安全保障

第二十八条 应急预案

政府燃气主管部门及燃气经营企业应结合本地区的燃气设施设置情况，对可能发生的各类

事故，依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编制应急预案，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和任务。

政府及企业应急预案应满足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同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急预案是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行动指南，其内涵应科学合理，表述清晰准确，逻

辑系统严密，措施科学得当。

（2）政府及企业的应急预案作用和功能不同，编制预案应有针对性。

（3）应急预案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第二十九条 预警机制

城乡燃气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严重、严重、较大、一般 4个级别，依次

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或重点区域发生燃气突发事件，可

视情提高预警级别。

第三十条 应急响应与处置

当预警情况发生时，各级指挥部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按照“统一指挥、属地

管理、专业处置”的要求，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进行应急救援，快速处置，防止事态扩大。

第三十一条 应急抢险机构

全市高压燃气管网运营单位应成立专业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抽调业务骨干，配备专业设

备，加强应急抢险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应急救援行动安全实施，同时增强与上游长

输管线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的合作，联合保障超高压管道的应急处置。

各区县管道燃气公司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应急抢险救援队伍，配备一定专用设备，强化实操

演练，同时与市域高压管网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加强合作，承担各区域内次高压、中低压燃气管

道抢险救援任务。

第 10章 智慧燃气管理系统

第三十二条 智慧燃气管理系统规划

智慧燃气管理系统是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整合监测管网运行各类传感器

数据，建设集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命令控制、安全防护于一体的燃气管网监测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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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济南市逐步完善企业智慧管理系统和政府智慧监管平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高管理

水平，预防和减少燃气事故的发生。

近期搭建市政府及各区县燃气监管平台；完善企业自动化管理及管线预警系统，实现智能

化、数字化管理及光纤安全预警等功能。中远期完善优化企业智慧燃气管理系统，完善负荷预

测、水力模拟仿真、管网调度等信息化功能。

（1）政府智慧燃气监管平台

建设政府智慧燃气监管平台，以企业智慧燃气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流量、压力、故障、

事故等重要数据的调度监管，对全市液化石油气钢瓶基本信息、充装信息、检验信息等进行统

一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钢瓶的安全追溯管理，对事故及时预警，并通知相应公司立即处

置，做到及时响应、及时判断、及时监管，保障燃气供应安全。

（2）企业智慧燃气管理系统

1）管道燃气企业智慧管理系统

管道燃气企业建设智慧燃气管理系统，包含智慧管网、智慧客服，搭建企业的信息化管理

调度平台，实现管网遥感、遥控、遥测，主动管理、科学决策，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

质量。

2）LPG灌装站智能管理系统

各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建立 LPG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站内卸车、充装等工艺的数据采集与连

锁控制，以及钢瓶可查、可控、可追溯。

第 11章 组织机构

第三十三条 组织机构

（1）市域高压燃气管网

规划市域高压燃气管网输配系统应设置专业的建设、运营、维护、管理公司，并设生产管理

部、安全管理部、工程管理部、运营管理部、调度监控中心、抢险救援中心、综合办公室、财

务部及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劳动定员参照表 11-1执行。

表 11-1 市域高压燃气管网公司劳动定员 单位：人

部门 劳动定员 备注

2025年 150-199

2030年 200-249

2035年 250-300

（2）各区县燃气管网

规划各区县管道燃气公司负责各区县内各级天然气管网的建设运营，并设立调度室、生产

部、维抢修部、工程部、市场部、营业所（客服中心）等职能部门，根据各管道燃气公司供应

户数情况确定劳动定员参照表 11-2执行。

表 11-2 全市管道燃气公司劳动定员

供应户数 N（万户） 劳动定员（人） 备注

N≤5 25-40

5＜N≤10 40-80

10＜N≤30 80-180

30＜N≤60 180-300

60＜N≤100 300-600

100＜N≤150 600-900

150＜N≤200 900-1200

200＜N≤300 1200-1600

（3）加气站

加气站设置经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运行维护抢修人员、财务人员、加气操作工等，劳

动定员为：每座 CNG加气母站 18-20人，每座 CNG加气常规站 15-18人，每座 CNG加气子站

13-15人，每座 LNG加气站 13-15人。

（4）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设置经理（站长）、安全副经理（专职）、技术人员、操作人员等岗位，

每座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15-18人。

第 12章 环保专篇

第三十四条 污染防治措施

天然气设施工程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应按项目环境评价要求的措施，对影响和危害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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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等问题及隐患进行有效的治理防护。

第三十五条 替煤量和替油量

（1）替煤量。平均按用燃气作燃料比用煤热效率高 20%，1亿 m³燃气可替代 12万 t标煤

计算，替煤量见表 12-1。

表 12-1 替煤量

项目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用气量

（万 m³/a） 243695.2 332787.7 443147.7

替煤量

（万 t/a） 292.4 399.3 531.8

（2）替油量。按 1m³的天然气发热量，相当于 1.13L汽油或 1.03L柴油的发热量，汽油和

柴油各占 50%，替油量见表 12-2。

表 12-2 替油量

项目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用气量

（万 m³/a） 34181.0 40324.0 48037.0

替油量

（万 t/a） 27.8 32.8 39.1

第三十六条 减排量

各类污染物减排量见表 12-3。
表 12-3 各类污染物减排量 单位：万 t/a

项目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CO2减排量 187.2 251.6 331.5

SO2减排量 2.5 3.4 4.5

NOx减排量 2.3 3.2 4.2

VOCs减排量 0.10 0.13 0.17

烟尘减排量 2.6 3.5 4.7

CO减排量 0.00403 0.00476 0.00567

合计 194.8 261.9 345.1

第 13章 消防与安全专篇

第三十七条 消防安全要求

（1）已建燃气设施应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安全；新建燃气设施应

符合本规划，设计施工严格执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及其他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其

余应符合国家现行规范相关要求，采取措施的应有论证评估。

（2）对于新建门站、调压站、LNG储配站、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压缩天然气供应站及加

气站等场站的设计施工应严格执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压缩天然气供应站设计规范》GB51102、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及《石油天然气

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等相关规范要求。

（3）天然气管道是埋在地下的燃气设施，应严格按《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城

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施工，并加强运行管理巡线检查，预防各种

漏气事故。

（4）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191及《室外给

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对燃气场站和管道进行抗震设计。

第三十八条 燃气设施最小保护范围及规划要求

（1）燃气管道最小保护范围

1）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外缘两侧 1.5m范围内的区域；

2）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外缘两侧 5m范围内的区域。

（2）场站最小保护范围

1）独立设置的调压站或露天调压装置最小保护范围应符合表 13-1的规定。

表 13-1 独立设置的调压站或露天调压装置的保护范围

燃气入口压力 有围墙时 无围墙且设在调压室内时 无围墙且露天设置时

中压 围墙内区域 调压室 0.5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1.0m范围内区域

次高压 围墙内区域 调压室 1.5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3.0m范围内区域

高压、高压以上 围墙内区域 调压室 3.0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5.0m范围内区域

2）门站、LNG储配站、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及加气站等场站的最小保护范围为围墙内区域。

（3）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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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燃气管道的最小保护范围不应占用除道路、绿化用地外的永久建设用地。

2）场站的征地范围应不小于最小保护范围。

3）在最小保护范围内禁止建设有人居住、活动及有地下密闭空间的建构筑物；禁止建设穿

越场站及与燃气管道平行的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设施；禁止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倾倒、

排放腐蚀性物质，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及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种植树木时，

距离管道外壁不小于 1.5m，且根系不能深达管道埋设部位。

4）在最小保护范围内建设与燃气管道垂直穿越的管道、电缆，进行打桩、顶进、挖掘、钻

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作业时，需与燃气主管部门、燃气企业联合制定有效的保护方

案，经审查论证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十九条 燃气设施最小控制范围及规划要求

（1）燃气管道最小控制范围

1）次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外缘两侧 1.5-15.0m范围内的区域；

2）高压输配管道及附属设施外缘两侧 5.0-50.0m范围内的区域。

（2）场站最小控制范围

1）独立设置的调压站或露天调压装置的安全控制范围应符合表 13-2的规定。

表 13-2 独立设置的调压站或露天调压装置的控制范围

燃气入口压力 有围墙时 无围墙且设在调压室内时 无围墙且露天设置时

中压 围墙外 3.0m区域 调压室 0.5-5.0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1.0-6.0m范围内区域

次高压 围墙外 5.0m区域 调压室 1.5-10.0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3.0-15.0m范围内区域

高压、高压以上 围墙外 25.0m区域 调压室 3.0-30.0m范围内区域 调压装置外缘 5.0-50.0m范围内区域

2）门站、LNG储配站、液化石油气灌装站及加气站等场站的最小控制范围为围墙外 25.0m

区域内。

（3）规划要求

1）在最小控制范围内建设有人居住或活动的建（构）筑物时，应根据燃气管道敷设时的地

区等级、新建建（构）筑物户数或人口数量及燃气设施防火间距要求等，经与燃气主管部门、

燃气企业联合审查论证，确定是否具备建设条件；

2）在最小控制范围内建设与燃气管道平行的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设施，以及进行爆破、

取土等作业，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及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

活动时，需与燃气主管部门、燃气企业联合制定有效的保护方案，经审查论证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四十条 老化燃气设施更新改造

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要求，规划燃

气设施改造方案如下：

（1）对已建超过 20年的燃气设施，经专业评估论证后确定是否更换或整改后继续使用；

（2）消除违规占压燃气设施、燃气管道穿越密闭空间等安全隐患；消除居民用户擅自安装、

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室内管道严重锈蚀，使用不合格气瓶、灶具、连接软管和减压阀等

安全隐患；消除公共用户擅自将气瓶放置于室内用餐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气瓶、灶具、连接软

管和减压阀，私接“三通”，不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或安装位置不正确、适用气种不符或功能过

期失效等安全隐患；

（3）按照国家安委会要求隐患排查、整改消除后，应依据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燃气设施

进行定期评估，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风险，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

第四十一条 运行管理及消防措施

组建安全防火委员会，并在当地消防救援机构的指导下，制订消防方案，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如岗位安全操作规程、防火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日常和定期检修制度，职工定期考

核制度等，定期进行消防演练。

第 14章 职业安全卫生专篇

第四十二条 职业安全卫生

天然气设施工程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对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危害因素和自然危害因素进行有效的治理和防护。

第 15章 节能专篇

第四十三条 节能措施

燃气节能主要分燃气供应系统节能和用户节能两部分，应在项目设计建设过程中采取有效

的节能措施，降低能源消耗。

（1） 充分利用气源压力输送，降低燃气输配系统能源消耗。

（2） 加气站采用高效率的压缩机、泵，减少增压过程中电能的损耗。

（3） LNG低温设备及管道要求保温性好，减少天然气挥发损失。

（4） 用户采用高效率的节能燃气用具，提高效率，降低天然气消耗量。

（5） 优先发展分散式采暖，采暖用户应进行围护结构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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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励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及与太阳能、风能结合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7） 鼓励工业用户加强炉体等用热设备的保温，采用烟气余热回收技术和富氧燃烧技

术，降低燃气用量。

第 16章 投资估算

第四十四条 投资估算

规划期内燃气设施建设总投资 126亿元，近期投资总额为 76亿元，中期增加投资 19亿元，

远期增加投资 31亿元。

第 17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四十五条 近期建设项目

近期规划建设项目主要有高压管线 276km、次高压 360km、中压 1048km及门站 10座、调

压站 35座，新建、扩建 8座 LNG应急调峰储配站，新建 LPG灌装站 5座、撤销 LPG灌装站

22座，新建 LNG加气站 12座，建设项目及时序见表 17-1。

表 17-1 近期规划建设时序

期限 分类 建设项目

2021-2023年

门站
升级改造 2座
新建 4座

调压站
新建 18调压站

由门站降级为调压站 3座

LNG应急调峰站
新建 LNG调峰储配站 3座
扩建 LNG调峰储配站 1座

加气站
搬迁 CNG加气站 1座
新建 LNG加气站 6座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撤销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14座，保留 19座并进行升级改造，新建

3座
高压管线

新建高压管线 158km

次高压管线 新建次高压管线 209km

中压管线 新建中压管线 520km

燃气设施老化更新改造 按照说明书有关内容进行更新改造。

2024-2025年

门站
迁建门站 1座
新建门站 3座

调压站 新建调压站 14座

LNG应急调峰站
新建 LNG调峰储配站 2座
扩建 LNG调峰储配站 1座

加气站 新建 LNG加气站 6座

期限 分类 建设项目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撤销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8座，新建 2座

高压管线 新建高压管线 118km

次高压管线 新建次高压管线 151km

中压管线 新建中压管线 528km

第四十六条 近期建设项目用地及投资

近期建设项目需新增建设用地 70.61-83.21hm2（约 1059-1248亩），投资为 76亿元。

第 18章 结论与规划保障措施

第四十七条 结论

（1）规划全市 2025年天然气需求量为 27.8亿 m³，天然气能源消费占比为 9.0%；2030年

为 37.3亿 m³，占比为 12.0%；2035年为 49.1亿 m³，占比为 15.7%，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规划全市以管道天然气气源为主，以 LNG、LPG气源为辅，以 LNG为全市应急调峰

气源。

（3）规划全市采用高压-次高压-中压三级管网输配系统供气，规划期内新建高压管线

529km、次高压管线 603km、中压管线 1922km，新建、改造门站 17座、调压站 60座。

（4）规划以南曹范 LNG储配站为全市应急气源，储气能力达 4400万 m³，满足政府 3天

的应急储备要求。规划城燃企业以自建储气设施为主的方式解决调峰储气问题，储气能力达 2.2

亿 m³，满足 5%年供气量的调峰储气要求。

（5）规划保留使用 19座现状 LPG灌装站，并按现行规范要求进行升级改造，撤销 22座，

新建 5座，总量控制逐步减少，全面提升 LPG灌装站安全性能。

（6）规划期内原则不再新建 CNG加气站，具备条件的逐步向加氢站、充（换）电站转变；

规划保留 39座现状 LNG加气站，近期新建 12座，中期新建 4座，远期新建 6座。

（7）规划建设智慧燃气管理系统，逐步完善各项信息化功能，有效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第四十八条 规划保障措施

（1）根据最新的安全生产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的安全监管职能，在工程建设和运

行管理中，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燃气管理条例及相关规范标准，保证安全可靠供气。

（2）对经营不善的燃气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参股等方式进行整合，提高城燃企业集约化

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



济南市燃气专项规划（2021-2035年） 文本

14

（3）鼓励发展天然气与风电、光电相结合的复合能源供应方式，促进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4）加快推进全市“一张网”及储气设施建设，相关部门在土地供应、建设手续、运行补

贴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尽快提升全市供气保障能力。

（5）加强燃气科技支撑力度，加大科技投入，扩大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范围，建立智

慧燃气管理平台，对场站、管网重要节点和关键部位及重点用户进行实时监控、远程控制等，

提高燃气安全运行监管技术水平，保障燃气运行安全。

（6）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彻底解决老化燃气设施安全隐患，按国家有关要求对城乡

燃气各类压力管道定期进行监检，加强燃气安全运行检查，定期更换燃气表、灶前软管及燃烧

器具等燃气设施，加强用户安全培训、教育，保证燃气运行安全。

（7）根据当前燃气行业发展遇到的城燃管道定期监检、燃气设施安全评估、调峰储气设施

建设、智慧化数字化管网建设等实际问题，及时修订完善济南市燃气管理条例，调整相关政策，

适应燃气行业新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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