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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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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中卫市城

镇燃气发展“十四五”规划》及中卫市各区县级总体规划，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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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中卫市燃气协调发展，实现燃气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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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双碳”

目标实现和新旧动能转换，特编制本规划。

第 2 条 规划内容

本规划内容涵盖燃气供应系统规划、燃气安全管理规划、燃

气技术创新与发展规划、燃气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规划内

容等多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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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卫市国土空间规划布局，旨在

优化全市域燃气输配管网及场站的规划布局，确保燃气供应

的稳定可靠、安全环保，并推动城市能源结构的优化和可持

续发展。

第 3 条 规划原则

1. 战略引领，全域统筹。在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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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把握市域燃气行业发展趋势，明确发展目标与时序，

引领城镇燃气高质量发展。坚持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

构建科学合理的管道天然气、瓶装液化石油气和汽车用

气格局，统筹全域重大燃气设施配置。

2. 民生优先，协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广大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关注民

生用气，积极拓展天然气用户，优先提升居民用户普及

率，让更多市民用上更加安全、廉价和清洁的天然气，

同时保障工商业等用气需求。加大力度补齐全市燃气设

施短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3. 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加强宏观政策调控，强化标准约

束，严格监管考核，规范燃气经营主体行为，完善价格

形成机制，加大财政金融激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4. 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全面系统评估全市城镇燃气

现状和存在问题，利用系统思维提出全行业全领域发展

的整体思路。重点突破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

和薄弱环节，促进全市燃气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5. 安全第一，防治结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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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确保供气侧和用气侧安全。坚持防治结合，排查治

理各类燃气隐患，保证城镇燃气设施稳定供应和用户安

全使用，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第 4 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基准年为 2023 年，规划期限为 2024-2035 年，

规划近期为 2024 年-2025 年，远期为 2026 年-2035 年。

第 5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中卫市市域，包括所辖沙坡头区、中宁县和

海原县的全部行政辖区。

第 6 条 规划目标

围绕促进能源转型升级，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燃气供应

系统。通过多点供应提高供气可靠性；区域统筹，支持乡村

振兴战略，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提高供气系统的平衡性和协

调性，优化燃气资源、设施布局和配置，提高管道气化水平；

整合提升液化石油气市场，淘汰落后产能，形成集约储配、

中心配送、上门服务的供应系统，实现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

服务全过程闭环监管；加大燃气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投入，

提升燃气设施的本质安全水平；建成权责清晰、层次分明、

信息共享、有机融合、快速联动的政府和企业两级燃气信息

系统，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全市燃气安全管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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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概况及燃气供应现状分析

第 7 条 行政区划

中卫市位于宁夏中西部、宁甘蒙三省区交汇处，地跨东经

104 度 17 分—106 度 10 分、北纬 36 度 06 分—37 度 50分，

东西长约 130 公里，南北宽约 180 公里。中卫市辖沙坡头区、

中宁县、海原县和海兴开发区，共 40 个乡镇，443 个行政

村（村委会），68个社区，总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

第 8 条 人口现状

2023 年，全市常住人口 108.06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55.78 万人。分县区看，沙坡头区 40.21 常住人口万人，其

中城镇常住人口 25.90 万人；中宁县常住人口 33.86 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7.28万人；海原县常住人口33.99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2.60 万人。

第 9 条 经济发展状况

2023 年中卫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90.78 亿元，全市 GDP 增

长 7.1%，高于全年目标任务 0.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15.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0%；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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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 天然气气源供应现状

1. 沙坡头区

中卫市黄河以北天然气供气主要来自“兰银—长宁”长输管

线 10#分输阀室处开口接出的马莲湖分输站和西气东输二

线中（卫）—靖（边）联络线 3#分输阀室接出的门站，气

源供气量分别为 2.8 亿立方米/年、6亿立方米/年；黄河以

南天然气气源来自西二线、西三线、西四线及中贵线（中卫

到贵州）的干线管道分输站接出的常乐门站，供气量为 1.3

亿立方米/年。

表 1 中卫市沙坡头区燃气场站规模一览表

序号 场站名称 供气能力
最大配气能力

（m³/h）

占地面积

（平方米）

1 五葡路门站 门站 35000 5000

2 常乐调压站 调压站 16000 2650

3 城东调压站 调压站 24000 692

4 支线调压站 调压站 50000 780

5 石空计量首站 输配站 23000 2550

6 中卫调压末站 调压站 23000 2520

7 C5 路区域调压站 调压站 2500 240

8 C6 路区域调压站 调压站 1000 60

9 B13 路区域调压站 调压站 3000 200

2. 中宁县

中宁县城气源接自中宁门站，气源来自西气东输二线中（卫）

—靖（边）联络线 3#分输阀室，设计年输气量为 9 亿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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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现实际年用气量约 2 亿立方米，中宁县天然气气源有充

分保证。

3. 海原县

海原县尚未引入上游管道天然气气源，天然气供应企业（广

汇、海泓）采用 LNG 作为气源，液源主要来自国内液化工厂

/LNG 接收站槽车运输。

第 11条 城市燃气管道现状

1. 中卫市

全市现有城市燃气管道1724.28公里，其中高压管道194.04

公里、中压管道 528.63 公里、低压管道 1001.61 公里。运

行 10年以内管线 961.28 公里，运行 10年以上管线 762.46

公里。

2. 沙坡头区

沙坡头区建成城市燃气管道 1235.01 公里，其中高压管道

148 公里、中压管道 357.7 公里、低压管道 729.31 公里。

3. 中宁县

中宁县建成城市燃气管道421.17公里，其中高压管道46.04

公里、中压管道 131.63 公里、低压管道 243.5 公里。

4. 海原县

海原县建成城市燃气管道 68.1 公里，其中中压管道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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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低压管道 28.8 公里。

第 12 条 天然气消费现状

1. 沙坡头区

中卫市沙坡头区总用气量为 44898.6 万立方米，其中：居民

燃气用户 97084 户，年用气量 1434.6 万立方米；商业燃气

用户 2256 户，年用气量 1393.3 万立方米；工业用户 17户，

年用气量 14925.4 万立方米；采暖用户 7540 户，采暖用气

量 645.3 万立方米；汽车用户用气量 26500 万立方米。

表 2 沙坡头区 2023 年天然气使用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沙坡头区

生产场站个数 9 个

天然气总供气量 44898.6 万立方米

居民用户 97084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1434.6 万立方米

商业用户 2256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1393.3 万立方米

工业用户 17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14925.4 万立方米

采暖用户 7540 户

采暖用气量 645.3 万立方米

汽车用户用气量 26500 万立方米

2. 中宁县

中宁县总用气量为 16963.3 万立方米，其中：居民燃气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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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采暖）39584 户，年用气量 1735.9 万立方米；商业燃

气用户 2007 户，年用气量 479.1 万立方米；工业用户 42

户，年用气量 4609.4 万立方米；汽车用户用气量 10138.9

万立方米。

表 3 中宁县 2023 年天然气使用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中宁县

生产场站个数 4 个

天然气总供气量 16963.3 万立方米

居民用户（含采暖） 39584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1735.9 万立方米

商业用户 2007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479.1 万立方米

工业用户 42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4609.4 万立方米

汽车用户用气量 10138.9 万立方米

3. 海原县

海原县总用气量为 75.9 万立方米，其中：居民燃气用户（含

采暖）2929 户，年用气量 40.7 万立方米；商业燃气用户 78

户，年用气量 35.2 万立方米；汽车用户用气量 3082.6 万立

方米。

表 4 海原县 2023 年天然气使用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海新开发区、海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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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场站个数 2 个

天然气总供气量 3158.5 万立方米

居民用户 2929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40.7 万立方米

商业用户 78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35.2 万立方米

工业用户 0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0 万立方米

汽车用户用气量 3082.6 万立方米

第 13条 天然气售价现状

1. 坡头区

中卫市沙坡头区天然气由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天

然气开发有限公司供应，天然气销售价格：居民 2 元/m³，

商业 2.93 元/m³，工业用户 2.52-2.93 元/m³。

2. 海原县

LNG 价格波动较大，4000-8000 元/吨，县城 L-CNG 供应民用

2.98 元/方，公服 4.8 元/方，CNG 汽车 4.25 元/方。中卫市

区管道天然气价格分淡季和非淡季价格，居民 1.86 元/方，

非居民 1.95-3.22 元/方，工业和其他及集中供暖最高售价

2.36 元/方。

第 14 条 液化石油气供应现状

1. 沙坡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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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城区液化石油气主要由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

和中卫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供应。

中卫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在沙坡头区建有 1 座液化石

油气充装站，在各乡镇设有 3 个供应站，负责沙坡头区城乡

居民和工商业企业用气供应。截至 2023 年，为 9865 户居民、

350 户商业和 30 户工业用户供气，总用气量为 1934.6 吨，

其中居民用气约 621.6 吨，商业用气 713 吨，工业用气 600

吨。

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在沙坡头区建有 1 座液化石油

气充装站，主要负责沙坡头区城乡居民和商业企业用气供

应。截至 2023 年，为 507 户居民、1521 户商业和 1户工业

用户供气，总用气量为 800 吨，其中居民用气约 150 吨，商

业用气 450 吨，工业用气 200 吨。受“瓶改管、气改电”影

响，商业用户（餐饮业）为零。

表 5 中卫市 2023 年液化气使用情况一览表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沙坡头区

供应站个数 3 个

2023 年用气量 2734.6 吨

居民用户 10372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771.6 吨

商业用户 1871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1163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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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户 31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800 吨

2. 中宁县

中宁县安嘉液化气有限公司在中宁县建有 1 座液化石油气

充装站，供应站 2 座，分别位于鸣沙镇和大战场镇，截至

2023 年，为 23247 户居民和 228 户商业用户供气，其中居

民用气约 1198.4 吨，商业用气 32.6 吨。

中宁县金盛祥燃气有限公司在中宁县建有 1 座液化石油气

充装站，主要服务工业园区（南）附近的液化石油气用户，

截至 2023 年，为 800 户居民、50 户商业用户和 20 户工业

用户供气，其中居民用气约 100 吨，商业用气 45吨，工业

用气 20吨

表 6 中宁县 2023 年液化气使用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中宁县

供应站个数 4 个

2023 年用气量 1331 吨

居民用户 24047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1243.4 吨

商业用户 278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67.6 吨

工业用户 20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20 吨

3. 海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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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鑫泰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海原县建有 1 座液化石

油气充装站，主要服务海原县的液化石油气用户，截至 2023

年，为 6210 户居民、376 户商业用户供气，其中居民用气

约 80吨，商业用气 100 吨。

表 7 海原县 2023 年液化气使用情况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类别 数量 单位

供气范围 海原县

供应站个数 1 个

2023 年用气量 180 吨

居民用户 6210 户

居民用户用气量 80 吨

商业用户 376 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 100 吨

工业用户 0 户

工业用户用气量 0 吨

第 15条 液化石油气设施

1. 沙坡头区

中卫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现有一个灌装站，占地 3455

平米，各乡镇供应站单体规模 30 平米，在用灌装站 2012

年建设并投入使用；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现有六级储

配站 1座，于 2021 年投入使用；三级配送站 1 处，2022 年

投入使用，设备设施均良好。

2. 中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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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建有一座储配站（站内设置有 6 台地上储罐，其中 5

台容积为 100m3，1 台容积为 50m3，总容积为 550m3，属于

四级储配站。充装系数按 0.9 计,总储存体积为 495m3，总

重量为 287 吨）以及 14 个供气站，在各乡镇布局均匀。

3. 海原县

目前海原县鑫泰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海原县城西北建设

有一座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储存规模 50x2 立方米，同时进

行液化气瓶充装。

第 16条 液化石油气供应体系

1. 沙坡头区

中卫市容大燃气销售有限公司液化气供应实行二级配送体

系，其中沙坡头城区实行一级直接配送入户，乡镇供应站实

行二级配送；中卫市鑫兴隆燃气有限公司供应体系为二级配

送体系到用户。

2. 中宁县

供应体系为二级配送体系到用户。

3. 海原县

供应体系为二级配送体系到用户。

第 17条 燃气供应和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

供应压力增大。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居民和企业的燃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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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不断增加，目前马莲湖分输站燃气管线已达到满负荷运

行状态。

供需平衡挑战。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燃气需求的季节性变

化将给供需平衡带来巨大挑战。某些地区或时段可能会出现

燃气供应过剩或短缺的情况，需要燃气公司具备精细化的调

度和分配能力，以确保燃气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

安全隐患增多。随着燃气使用量的增加，燃气泄漏、爆炸等

安全事故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大。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区域，燃

气管道的老化、设备维护的不到位以及用户安全意识的薄弱

等因素都可能加剧安全隐患。此外，随着人口增长，燃气使

用场景也会更加多样化，如商业用气、工业用气等，这将对

燃气供应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管理和监管难度加大。随着燃气用户数量和管理范围将不断

扩大，这将给燃气公司的监测和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如

何确保燃气供应的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同时满足用户

的多样化需求，成为燃气公司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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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然气需求预测

第 18条 供气原则

1. 优先供应具有气化条件的居民用户；

2. 积极发展商业、公建用户，尤其是燃煤及燃非洁净燃料对

环境污染较大的商业、公建用户；

3. 积极推行各类污染型工业用户的气代油和气代煤工作，积

极改造燃煤、燃油中小型锅炉，优先考虑使用天然气后对产

品质量有很大提高或生产成本有较大降低的工业用气；

4. 积极供应大中型公共建筑（如宾馆、商场、写字楼等）的

燃气空调用气；

5. 发展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

第 19条 供气范围

供气范围为中卫市市域，包括中心城区和外围乡镇。

第 20条 供气对象

包括居民用户、公建和商业企业用户、工业企业用户、燃气

汽车、燃气采暖。

第 21条 居民用户用气量

1. 沙坡头区居民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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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区 2025 年居民用户用气量为 1557 万 Nm
3
；沙坡头区

2035 年居民用户用气量为 2150 万 Nm
3
。

2. 中宁县居民用气量

表 8 中宁县中心城区居民用户年用气量计算表

年份 居住人口(万人) 气化率
气化人

口(万）

气化户

数(万

户)

耗热定额

(MJ/年.人)

年用气量

(万 NM/年)

2025 年 13.38 83 11.11 4.24 2500 795.85

2035 年 14.08 90 12.67 4.84 2500 907.59

3. 海原县居民用气量

规划海原县 2025 年居民用户年用气规模为 179.69 万立方

米，2035 年为 1402.75 万立方米。

4. 合计居民用气量

表 9 全市居民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沙坡头区 1557 2150

中宁县 795.85 907.59

海原县 179.69 1402.75

合计 2532.54 4460.34

第 22条 其它各类用户用气量

1.商业用户

（1）沙坡头区商业户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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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商业用气量占居民用户用气量的 40%，远期达到 60%。

表 10 中心城区商业用户年用气量计算表

年份
居民用户年用气量(万 NM3/

年）

商业用户年用气量(万

NM3/年）

2025 年 1557 1513

2035 年 2150 2087

（2）中宁县商业用户用气量

表 11 中宁中心城区商业用户年用气量计算表（单位：万立方米）

年份 居民用户年用气量 商业用户年用气量

2025 年 795.85 437.72

2035 年 907.59 499.16

（3）海原县商业用户用气量

规划海原县 2025 年商业用户年用气规模为 33.1 万立方米，

2035 年为 347.65 万立方米。

（4）全市商业用户用气量

表 12 全市商业用户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沙坡头区 1513 2087

中宁县 437.72 499.16

海原县 33.1 347.65

合计 1983.82 2933.81

2.工业企业用气量

（1）沙坡头区工业企业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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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25 年工业用户用气量约为，计算为 16455 万 Nm
3
，2035

年工业用户用气量为 25308 万 Nm
3
。

（2）中宁县工业用气量

预测 2025 年工业用户用气量比 2021 年增长 10%，计算为

4200 万 Nm
3
，2035 年工业用户用气量比 2025 年增长 20%，

计算为 5000 万 Nm
3
。

（3）海原县工业用气量

表 13 海原县工业用户用气量计算表（单位：万立方米）

规划区域

2023－2025 年 2026－2030 年 2031－2035 年

年用气

量

日均用气

量

年用气

量

日均用气

量

年用气

量

日均用气

量

县城 32 0.09 80 0.22 749.76 2.05

海兴 1368.02 3.75 2240 6.14 4104.43 11.25

七营镇 15.84 0.04

西安镇 11.75 0.03

1400.02 3.84 2320 6.36 4881.79 13.37

注：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工业用地面积进行测算。

（4）合计工业用气总量

表 14 合计工业用气总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年用气量 2035 年年用气量

沙坡头区 16455 25308

中宁县 4200 5000

海原县 1400.02 4881.79

合计 22055.02 351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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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然气汽车用气量

（1）沙坡头区天然气汽车用气量

预测至2025年全区燃气车辆用气量为2.4亿Nm
3
；预测至2035

年全区燃气车辆用气量为 1.6 亿 Nm
3
。

（2）中宁县燃气汽车用气量

表 15 中宁中心城区燃气汽车用气量预测一览表（单位：万立方米）

2025 年 2035 年

民用燃气汽车数量(万辆) 3.36 4.22

平均行驶里程(万公里/年) 0.91 0.91

预测用气量(万 Nm/年) 3070 3850

（3）海原县燃气汽车用气量

表 16 海原县 LNG 汽车用气量计算表（单位：万立方米）

时间 年用气量 日用气量

近期(2023-2025 年) 1050 3

中期(2026-2030 年) 3500 10

远期(2031-2035 年) 5040 14.4

（4）合计燃气汽车用气量

表 17 合计燃气汽车用气总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年用气量 2035 年年用气量

沙坡头区 24000 16000

中宁县 3070 3850

海原县 1450 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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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8520 25090

4.采暖用户用气量

（1）沙坡头区采暖用户用气量

对于集中供热难以到达的城市边缘地带，可以用燃气作为集

中供热的补充热源，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地，

其热负荷由中卫热电厂提供。规划沙坡头区近期采暖用户年

用气量为 672 万立方米：远期采暖用户年用气量为 373 万立

方米。

（2）中宁县采暖用户用气量

表 18 中宁中心城区采暖用户年用气量计算表（单位：万立方米）

年份
常住人

口(人)

建筑面积

（万平方

米）

天然气采暖

面积（万平方

米）

天然气采

暖所占比

例(%)

天然气采暖耗气指

标（立方米/平方

米·年）

年用气量

（万立方

米/年）

2020 年 130488 608.82 198 33 7.5 1485

2025 年 133836 669.18 208 31 7.5 1560

2035 年 140792 703.96 218 31 7.5 1635

（3）海原县采暖用户用气量

近期暂不考虑集中采暖用户，2035 年为 14788.2 万立方米。

（4）合计采暖用户用气量

表 19 合计燃气采暖用气总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年用气量 2035 年年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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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坡头区 672 373

中宁县 1560 1635

海原县 0 14788.2

合计 2232 16796.2

第 23条 不可预见用气量

不可预见用气量预见量按以上各类用气量合计的 5%计算。

第 24 条 总用气量

合计总用气量详见下表：

表 20 合计总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年用气量 2035 年年用气量

沙坡头区 46407 48214

中宁县 10639 13136

海原县 1698 22548

合计 58743.882 83898.268

第 25条 各类用户不均匀系数的确定

1.月不均匀系数

居民、公建用户：K 月=1.15

工业用户：K 月=1.00

2.日不均匀系数

居民、公建用户：K 日=1.15

工业用户：K 日=1.00

3.时不均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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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公建用户：K时=3.0

工业用户: K 时=1.0

燃气汽车用户：K时=1.5

第 26 条 全年用气量平衡

1. 沙坡头区年用气量平衡

表 21 沙坡头区全区年用气量情况统计表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万 Nm3/

年）
比率（%）

用气量（万 Nm3/

年）
比率（%）

居民用户 1557.00 3.36 2150.00 4.46

商业用户 1513.00 3.26 2087.00 4.33

汽车用户 24000.00 51.72 16000.00 33.19

工业用户 16455.00 35.46 25308.00 52.49

采暖用户 672.03 1.45 373.35 0.77

未预见量 1384.85 4.76 1615.92 4.76

合计 46406.88 100 48214.27 100

2. 中宁县年用气量情况

表 22 中宁县年用气量情况统计表（单位：万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 比率(%) 用气量 比率(%)

居民用户 840 7.9 1305 9.93

商业用户 462 4.34 720 5.48

汽车用户 3070 28.86 3850 29.31

采暖用户 1560 14.66 1635 12.45

工业用户 4200 39.48 5000 38.06

未预见量 507 4.76 626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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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639 100 13136 100

3. 海原县年用气量情况

表 23 海原县年用气量总量（单位：万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年用气量 百分组成 年用气量 百分组成

居民用户 180 1% 1403 6%

商业用户 33 2% 348 2%

采暖用户 14788 66%

工业用户 1400 82% 4882 22%

未预见量 85 5% 1127 5%

合计 1698 100% 22548 100%

4. 合计年用气量总量情况

表 24 合计总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年用气量 2035 年年用气量

沙坡头区 46407 48214

中宁县 10639 13136

海原县 1698 22548

合计 58744 83898

第 27条 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平衡

1. 沙坡头区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平衡

表 25 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平衡表（单位：万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万 Nm3） 比率（%） 用气量（万 Nm3） 比率（%）

居民用户 4.97 3.82 6.87 5.06

商业用户 4.83 3.71 6.67 4.91

汽车用户 66.67 51.18 44.44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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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户 45.71 35.09 70.30 51.77

采暖用户 1.87 1.43 1.04 0.76

未预见量 3.91 4.76 4.58 4.76

合计 130.25 100 135.78 100

2. 中宁县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表 26 中宁县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计算表（单位：万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 比率(%) 用气量 比率(%)

居民用户 3.18 6.21 4.93 8.24

商业用户 1.75 3.42 2.72 4.55

汽车用户 8.41 16.41 10.55 17.64

采暖用户 25 48.79 26.2 43.8

工业用户 11.51 22.46 13.7 22.9

未预见量 1.39 2.71 1.72 2.87

合计 51.24 100 59.82 100

3. 海原县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表 27 海原县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时间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年用气量 日用气量 年用气量 日用气量

近期

（2025)

居民用户 179.69 0.71 1402.74 5.53

商业用户 33.11 0.13 347.65 1.37

采暖用户 14788.2 111.55

工业用户 1400.02 5.76 4881.79 20.09

未预见量 84.89 0.23 1127.39 3.09

合计 1697.71 6.83 22547.77 141.62

4. 合计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表 28 合计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单位：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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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5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2035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沙坡头区 130.25 135.78

中宁县 51.24 59.82

海原县 6.83 141.62

合计 188.32 337.22

第 28条 高峰小时用气量平衡表

1. 沙坡头区最大小时用气量平衡

表 29 全区最大小时用气量计算表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Nm3） 比率（%） 用气量（Nm3） 比率（%）

居民用户 6217.19 8.03 8585.07 10.99

商业用户 6041.49 7.80 8333.51 10.66

汽车用户 41666.67 53.81 27777.78 35.55

工业用户 19045.14 24.59 29291.67 37.49

采暖用户 777.81 1.00 432.12 0.55

未预见量 2255.12 4.76 2540.45 4.76

合计 77435.71 100 78141.15 100

表 30 沙坡头城区最大小时用气量计算表（单位：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Nm3） 比率（%） 用气量（Nm3） 比率（%）

居民用户 5774.38 30.55 6712.80 40.14

商业用户 4908.22 25.97 6712.80 40.14

汽车用户 7317.35 38.72 2502.50 14.96

未预见量 900.00 4.76 796.41 4.76

合计 18899.96 100 16724.51 100

2. 中宁县高峰小时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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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宁县最大小时用气量计算表（单位：立方米）

用户类型
2025 年 2035 年

用气量 比率(%) 用气量 比率(%)

居民用户 3975 12.45 6163 15.81

商业用户 2188 6.85 3400 8.72

汽车用户 7884 24.7 9890 25.37

采暖用户 12500 39.16 13100 33.61

工业用户 4796 15.02 5710 14.65

未预见量 580 1.82 715 1.84

合计 31923 100 38978 100

3. 海原县高峰小时用气量

表 32 海原县计算高峰流量表（单位：万立方米）

时间 用户类型 年用气量

采暖季高

峰日用气

量

非采暖季

高峰日用

气量

采暧季高

峰小时用

气量

非采暖季

高峰小时

用气量

近期

（2025)

居民用户 179.69 0.71 0.71 0.07 0.07

商业用户 33.11 0.13 0.13 0.01 0.01

采暖用户

工业用户 1400.02 5.76 5.76 0.36 0.36

未预见量 84.89 0.23 0.23 0.01 0.01

合计 1697.71 6.83 6.83 0.46 0.46

中期

（2030)

居民用户 701.54 2.77 2.77 0.29 0.29

商业用户 145.89 0.58 0.58 0.06 0.06

采暖用户 3704.41 27.94 9.61 1.4

工业用户 2335.33 9.61 0.99 0.6 0.6

未预见量 362.48 0.99 13.94 0.04 0.04

合计 7249.66 41.89 5.53 2.39 0.99

远期 居民用户 1402.74 5.53 1.37 0.5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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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商业用户 347.65 1.37 20.09 0.14 0.14

采暖用户 14788.2 111.55 3.09 5.58

工业用户 4881.79 20.09 30.08 1.26 1.26

未预见量 1127.39 3.09 7.66 0.13 0.13

合计 22547.77 141.62 2.07 7.68 2.1

4. 合计高峰小时用气量

表 33 合计计算高峰小时用气量（单位：立方米）

地区 2025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2035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

沙坡头区 77436 78141

中宁县 31923 38978

海原县 4600 76800

合计 113959 193919

第 29条 规划用气量

近期：

１. 沙坡头区近期用气规模

根据气量计算，本工程近期全区天然气用气规模为：

（1）年供气量：4.64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130.25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7.74 万 Nm
3
/h。

２. 中宁县近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1.06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51.24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3.19 万 Nm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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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海原县近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0.17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6.83 万 Nm
3
/；

（3）小时供气量：0.46 万 Nm
3
/h。

４. 合计近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5.87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188.32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11.39 万 Nm
3
/h。

远期：

１. 沙坡头区远期用气规模

根据气量计算，本工程远期全区天然气用气规模为：

（1）年供气量：4.82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135.78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7.74 万 Nm
3
/h。

２. 中宁县远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1.31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59.82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3.90 万 Nm
3
/h。

３. 海原县远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2.25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141.62 万 Nm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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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供气量：7.68 万 Nm
3
/h。

４. 合计远期用气规模

（1）年供气量：8.38 亿 Nm
3
/年；

（2）日供气量：337.22 万 Nm
3
/日；

（3）小时供气量：19.39 万 Nm
3
/h。

第 30 条 储气调峰量预测

１. 沙坡头区调峰用气量

表 34 沙坡头区规划 2035 年天然气系统调峰储气量

高峰日用气量（×10
4
Nm

3
/d） 储气系数（%） 调峰量（×10

4
Nm

3
）

135.78 13.1 17.79

２. 中宁县调峰储气量

表 35 中宁县 2035 年天然气系统调峰储气量

高峰日用气量（×10
4
Nm

3
/d） 储气系数（%） 调峰量（×10

4
Nm

3
）

59.82 14 8.37

３. 海原县调峰用气量

表 36 海原县小时调峰储气量需求预测表（单位：万立方米）

年限 年用气量
高峰月平均日用

气量
储气系数 调峰储气量

近期(2025 年) 1612.83 4.42 15% 0.66

中期(2030 年) 3182.76 8.72 17% 1.48

远期(2035 年) 6632.18 18.17 20% 3.63

４. 合计总调峰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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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各区县的调峰用气量，可得全市总调峰用气量为约

29.79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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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液化石油气需求预测

第 31条 供气范围

供气范围为中卫市全域。

第 32条 供气对象

液化石油气主要供应尚未使用天然气管道的居民用户、商业

用户、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未可预见用户。

第 33条 各类用户用气量指标及用气量

1.居民用户

（1）沙坡头区居民用户用气量

预测规划沙坡头区近期用气指标比现状提高 5%，远期用气

指标提高 10%。

表 37 居民用户液化石油气年用气量计算表

时间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

常住人

口（万

人）

气化

率

(%)

用气人

口（万

人）

年用气

量（吨）

常住人

口（万

人）

气化

率

(%)

用气人

口（万

人）

年用气

量（吨）

沙坡

头区
42.15 7.00 2.95 720.22 49.00 3.00 1.47 396.89

（2）中宁县居民用户用气量

表 38 中宁县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年用气量计算表

序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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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估算常

住人口

(人)

常住人

口户数

(户)

气化

率（%）

年用气

量(吨/

年)

估算常

住人口

(人)

常住人

口户数

(户)

气化

率（%）

年用气

量(吨/

年)

1 宁安镇 81345 31048 15 635.5 85573 32662 10 445.7

2 石空镇 28025 10697 15 218.9 29482 11252 10 153.6

3 新堡镇 24466 9338 15 191.1 25738 9824 10 134.1

4
渠口农

场
17334 6616 50 451.4 18235 6960 20 190

5
大战场

镇
54369 20751 40 1132.7 57195 21830 20 595.8

6
太阳梁

乡
33847 12919 50 881.4 35606 13590 20 370.9

7
喊叫水

乡
33831 12912 50 881 35589 13584 60 1112.2

8 舟塔乡 26040 9940 50 678.1 27393 10455 60 856

9 恩和镇 21095 8052 50 549.3 22192 8470 60 693.5

10 鸣沙镇 20835 7952 50 542.6 21918 8366 60 684.9

11 余丁乡 13485 5147 50 351.2 14186 5414 60 443.3

12
长山头

农场
9556 3647 50 248.9 10052 3837 60 314

13 白马乡 7790 2973 50 202.9 8195 3128 60 256.1

14 徐套乡 4284 1635 50 111.6 4507 1720 60 140.8

合计 376302 143627 7076.6 395861 151092 6390.9

（3）合计居民用户用气量

综合各区数据，可得近期居民液化石油气用气总量约为

7796.82 吨/年，远期居民液化石油气用气总量约为 6787.79

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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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建和商业用户

（1）沙坡头区商业用气量

表 39 商业用户液化石油气年用气量计算表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指标

居民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商业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居民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商业用户年用气

量(吨/年）

沙坡头区 720.22 290.75 396.89 116.3

（2）中宁县商业用气量

表 40 中宁县液化石油气商业用气量计算表

序

号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居民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商业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居民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商业用户年

用气量(吨/

年)

1 宁安镇 635.5 317.8 445.7 222.8

2 石空镇 218.9 109.5 153.6 76.8

3 新堡镇 191.1 95.6 134.1 67

4 渠口农场 451.4 225.7 190 95

5 大战场镇 1132.7 566.3 595.8 297.9

6 太阳梁乡 881.4 440.7 370.9 185.4

7 喊叫水乡 881 440.5 1112.2 556.1

8 舟塔乡 678.1 339.1 856 428

9 恩和镇 549.3 274.7 693.5 346.8

10 鸣沙镇 542.6 271.3 684.9 342.5

11 余丁乡 351.2 175.6 443.3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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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山头农

场
248.9 124.4 314 157.1

13 白马乡 202.9 101.4 256.1 128

14 徐套乡 111.6 55.8 140.8 70.4

合计 7076.6 3538.3 6390.9 3195.5

（3）合计商业用气量

综合各区数据，可得近期液化石油气商业用气量用气总量约

为 3830 吨/年，远期商业用气总量约为 3312 吨/年。

3.工业企业用户

（1）沙坡头区工业用气量

预测近期、远期工业用气量不变，取 800 吨/年。

（2）中宁县工业用气量

中宁县工业企业使用液化石油气量极少。

（3）合计工业用气量

综合上述工业使用液化石油气预测数据，预计全市近远期工

业使用液化石油气总量约为 800 吨/年。

第 34 条 总用气量

1. 沙坡头区总用气量

表 41 沙坡头区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计算表(吨/年）

年份
居民用户年用气

量(吨/年）

商业用户年用气

量(吨/年）

工业年用气

量（吨/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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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20.22 290.75 800 1810.97

2035 年 396.89 116.3 800 1313.19

2. 中宁县总用气量

表 42 中宁县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计算表(吨/年）

序

号
地区

2025 年 2035 年

居民用

户年用

气量

商业用户

年用气量
小计

居民用户

年用气量

商业用

户年用

气量

小计

1 宁安镇 635.5 317.8 953.3 445.7 222.8 668.5

2 石空镇 218.9 109.5 328.4 153.6 76.8 230.3

3 新堡镇 191.1 95.6 286.7 134.1 67 201.1

4 渠口农场 451.4 225.7 677.1 190 95 284.9

5 大战场镇 1132.7 566.3 1699 595.8 297.9 893.7

6 太阳梁乡 881.4 440.7 1322.1 370.9 185.4 556.3

7 喊叫水乡 881 440.5 1321.5 1112.2 556.1 1668.2

8 舟塔乡 678.1 339.1 1017.2 856 428 1284

9 恩和镇 549.3 274.7 824 693.5 346.8 1040.3

10 鸣沙镇 542.6 271.3 813.9 684.9 342.5 1027.4

11 余丁乡 351.2 175.6 526.8 443.3 221.7 665

12
长山头农

场
248.9 124.4 373.3 314 157.1 471.2

13 白马乡 202.9 101.4 304.3 256.1 128 384.1

14 徐套乡 111.6 55.8 167.3 140.8 70.4 211.3

合计 7076.6 3538.3 10615 6390.9 3195.5 9586.4

3. 合计总用气量

综合上述各区县液化石油气总用气量的预测数据，预计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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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远期液化石油气总用量分别约为12426吨/年和10900吨/

年。

第 35 条 年平均日用气量

１. 沙坡头区年平均日用气量

表 43 液化石油气用气量计算表(吨/年）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年总用气量（t） 1810.97 1313.19

年平均日用气量（t/d） 4.96 3.60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t/d） 6.04 4.38

年计算月高峰日用气量（t/d） 6.64 4.81

２. 中宁县年平均日用气量

表 44 中宁县年平均日用气量(吨/年）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年总用气量(t) 10615 9586.4

年平均日用气量(t/d) 29 26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t/d) 35 32

年计算月高峰日用气量(t/d) 38 35

３. 年平均日用气量

根据上述各区县总用气量数据，2025 年及 2035 年日用气量

如下表：

表 45 合计年平均日用气量(吨/年）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年总用气量(t) 12426 10900

年平均日用气量(t/d) 34 30

年计算月平均日用气量(t/d) 41 36



37

年计算月高峰日用气量(t/d) 45 40

第 36条 不均匀系数

确定液化石油气供气对象仅为居民用户和商业用户，确定液

化石油气供应不均匀系数如下：

月不均匀系数：Km=1.20

日不均匀系数：K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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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气源规划

第 37条 城市天然气气源

１. 沙坡头区天然气气源

（1）中卫市市辖区天然气气源来自“兰银—长宁”输气管道

10#分输阀室以及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四线、中贵线的汇集

场站常乐分输站。

（2）黄河以北的管线气源来自“兰银—长宁”长输管线 10#

阀室处开口接出的马莲湖分输站，现供气量约为 2.8×

10
8
Nm

3
/a，管线已达到满负荷运行状态。

（3）在黄河以南，西气东输线常乐分输站位于中卫市沙坡头

区常乐镇，黄河南侧，西二线、西三线、西四线及中贵线（中

卫到贵州）的干线管道全部在此站汇聚并在此分四路输出，

站场输气量达 500×10
8
Nm

3
/a，在分输站旁毗邻建设常乐门站

一座，设计规模为 1.5×10
4
Nm

3
/h，目前主要为中卫市黄河以

南各类用户供气。

２. 中宁县天然气气源

中宁门站气源来自西气东输二线中（卫）—靖（边）联

络线 3#分输阀室。中靖联络线起自西气东输中卫压气站，途

经中卫市、吴忠市和榆林市，止于靖边压气站。线路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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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58 公里，管径 1219 毫米，设计输量 300 亿立方米/年，

设计压力 12兆帕。3#分输阀室至中宁门站的分输管道设计管

径为 168mm，设计压力为 10.0MPa，管道长度约 550 米，设计

年输气量为 9 亿方，现实际年用气量约 2 亿方，中宁县天然

气气源有充分保证。

３. 海原县天然气气源

管输天然气利用高压管道进行远距离输送，输送效率最

高，受环境影响比较小，能够很好地解决城市天然气气源问

题。海原县境内长输管道资源丰富，主要有已建的西二线、

中贵线和在建的西三线和新气管道。

西二线外连源自土库曼斯坦的中亚天然气管道，管线西

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与境外的中亚管道连接，南至香港，

东到上海。干线全长 4895 千米，全长超过 9102 公里。设计

年输气能力 300 亿立方米。管径 1219，设计压力 12MPa，海

原境内李旺压气站，在三河镇海兴开发区设有 76#阀室。

中卫-贵阳联络线干线起于宁夏中卫，经甘肃、陕西、四

川、重庆止于贵州贵阳。设计输气能力 150 亿/年，管径 D1016。

宁夏中卫-固原市以北段与西二线处于同于区域内，长度约

181.6km，量管道间距 6m到数公里不等。海原境内长度 55km，

设阀室 2 座（4#5#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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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工程，从新疆始发，终点为

广东韶关，包括一条干线、六条支线，总长度达 8372 公里，

项目总投资 1322.17 亿元，输气能力 300 亿立方米/年。

西三线中长度 79.53km，途径海原县高崖乡、李旺镇、七

营镇、三河镇。沿线设置阀室 3 座，与西二线、中贵线并行

27.2km，其中在三河镇海兴开发区设 77#阀室与西二线 76#阀

室相邻。

第 38条 气源参数

规划区使用的天然气产自靖边气田，其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

部斜坡中段，属于国际上典型的“低渗、低压、低丰度”气

藏，油气资源非常丰富，油气勘探潜力很大，探明含气面积

4129.9km2，地质储量 4102.8×108m
3
。它已经成为我国未来

油气勘探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其油气资源丰度及其探明

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表 46 靖边气田天然气组分及主要性质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CH4 % 99.745

2 C2H6 % 0.080

3 C3H8 % 0.025

4 C4H10 % 0.006

5 CO2 % 0.104

6 H2 % 0.000

7 N2 % 0.037

8 密度 Kg/m
3

0.6707

9 相对密度 0.5567

10 高热值 MJ/m
3

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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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低热值 MJ/m
3

34.9

12 水含量 g/m
3

0.02572

13 水露点 ℃ -51.0

14 烃露点 ℃ -15

15 总硫 mg/m
3

9.1

16 压缩闪子 0.9981

17 华白指数 MJ/m
3

49.73

18 燃烧势 40.04

第 39条 液化石油气气源

１. 沙坡头区液化石油气气源

市辖区现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2个公司，其储气规模分别为

110m
3
和 200m

3
，均位于沙坡头区东园镇。气源质量稳定，产

量大，能满足区内用量。

随着天然气在主城区的逐渐普及，现有液化石油气气源的供

气范围、供气量将呈萎缩态势。

２. 中宁县液化石油气气源

化石油气气源主要由宁东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中国石油宁夏

石化公司提供。主要企业有宝塔石化、宝丰能源、神华宁煤

集团煤制油公司、长城能化等，气源质量稳定，产量大，能

满足自治区内用量，并有大量外销。

第 40条 天然气气源工程及应急储备气源

规划保留区内现状天然气供气气源。扩建马莲湖分输站，扩

建中间联络站，建设工业园区门站及工业园区高高压调压站



42

等项目。建设宁夏深中马莲湖分输站—中卫输气管线。

保留区内现状液化石油气供气气源，加强液化石油气产业链

智慧化安全管理，推动液化石油气产业链优化整合和场站整

合。

应急储气设施的储气量应按3～10天城镇不可中断用户的年

平均日用气量计算。

中卫市于2019年 11月在工业园区建成并投产5万立方液化

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天然气储备能力将达 3000 万立方米，

可有效提升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该项目由宁夏汇和瑞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卫市广汇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采取租赁合作模式，由宁夏汇和瑞达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此项目建设及今后运行。项目总投资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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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天然气输配系统规划

第 41条 中心城区燃气输配系统

1. 中心城区输配系统采用中、低压二级系统进行配置；

2. 超高压天然气通过门站向中心城区中压管网供气，其中

中卫门站接入的超高压管道设计压力为 6.4MPa，常乐门站接

入的超高压管道设计压力为 10.0MPa，门站出口压力按

0.36MPa 计算；

3. 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内燃气配气系统，结合新开发地块新

建中压管道，新建中压管道的设计压力为 0.4Mpa，最终形成

完整的中压管网体系；

4. 居民用气采用区域调压站方式，通过低压管网向居民供

气，商业和工业用户采用专用调压箱供气；

第 42条 输配系统压力级制

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2020 版)》GB50028-2006 的规

定，城市燃气系统压力分级如下：

表 47 城镇燃气设计压力（表压）分级

名称 压力（MPa）

高压燃气管道
A 2.5<P≤4.0

B 1.6<P≤2.5

次高压燃气管道 A 0.8<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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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4<P≤0.8

中压燃气管道
A 0.2<P≤0.4

B 0.01≤P≤0.2

低压燃气管道 P<0.01

第 43条 中压管网规划

1. 结合中卫市现有中压系统的设计压力和运行压力，确定新建

的中压管网采用的设计压力为 0.4MPa，在水力计算中，按照

新建管网 0.36MPa 压力运行。

2. 中压管道水力计算

在 2035 年高峰小时流量下，中压管网起点压力 0.36MPa，最

低点压力 0.296MPa，可以满足区域调压装置的进口压力需

求。

第 44条 中心城区门站

沙坡头区现有门站 2处，中卫门站及常乐门站。其中中卫门

站站址位于中心城区外北部，总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常乐

门站位于中心城区西南侧，占地面积 2650 平方米。

第 45条 应急调峰站规划

1. 应急调峰站功能

根据国家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办法第四章二十

五条的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

急储备制度，组织编制燃气应急预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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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应急保障能力，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平均 3

天需求量的应急储气能力，在发生天然气输送管道事故等应

急状况时必须保证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用气供应安

全可靠”。

2. 应急调峰站规模

(1) 沙坡头区应急调峰

结合规划区各类用户用气特点，不可中断用户气量取居民和

采暖用户气量的 100%，商业用户气量的 50%，工业用户气量

的 10%。

表 48 2025 年最低应急储气量

名称
年用气量(×

10
4
Nm

3
/a)

年平均日用

气量(×

10
4
Nm

3
/d)

中卫市不

可中断用

户指标

规范最低不可

中断天数（日）

不可中断用户

最低应急储气

量(×10
4
Nm

3
)

居民 1557.00 4.97 100% 3.00 14.91

商业 1513.00 4.83 50% 3.00 7.25

工业 16455.00 45.71 10% 3.00 13.71

合计 35.87

表 49 2035 年最低应急储气量

名称
年用气量(×

10
4
Nm

3
/a)

年平均日用气

量(×10
4
Nm

3
/d)

中卫市不可

中断用户指

标

规范最低不

可中断天数

（日）

不可中断用户

最低应急储气

量(×10
4
Nm

3
)

居民 2150.00 6.87 100% 3 20.61

商业 2087.00 6.67 50% 3 10.01

工业 25308.00 70.30 10% 3 21.09

合计 51.71

(2) 中宁县应急储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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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全县除汽车用户和工业用户后，2025 年最大小时用气

量为 19243Nm
3
，2035 年最大小时用气量为 23378Nm

3
。

(3) 海原县应急储气量

按发改能源规（2018）637 号要求，海原县燃气供应企业及

当地政府需要解决的应急储气量 2025 年为 98.8×104Nm
3
，

2030 年为 422.07×104Nm
3
，2035 年为 1312.71×104Nm

3

3. 应急调峰气源

从技术、经济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规划中心城区采用 LNG

储存方式作为应急气源方案。

工业园区建成并投产 5万立方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天

然气储备能力将达 3000 万立方米，极大提升天然气应急供

应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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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液化石油气优化整合规划

第 46条 液化石油气供应体系

规划保留现状液化石油气供应设施，优化液化石油气供应体

系。遵循规范管理、总量控制、合理配置、市场运作的原则，

实现供应系统集约化。

第 47条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规划

１. 沙坡头区

规划区内液化石油气公司应根据燃气负荷，结合近、远期燃

气负荷要求，积极整合区域液化石油气设施，适度扩建储配

站设施。

２. 中宁县

至规划期末，中宁县日液化石油气需求约 38 吨左右，按照

80%由瓶装供应站提供服务，相当于 610 个 50Kg 钢瓶或 2030

个 15kg 钢瓶。

表 50 中宁县各乡镇瓶装供气站规划情况

序

号
地区

年用气

量(吨/

年)

年平均

日用气

量

(t/d)

折合 15kg

钢瓶数量

(瓶)

库存钢

瓶数量

(瓶)

已有瓶装

站类型、数

量

规划供气站

类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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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安镇 953.3 2.6 174 1740 I 类站 4个 不规划新站

2 石空镇 328.4 0.9 60 600 I 类站 3个 不规划新站

3 新堡镇 286.7 0.8 52 520
II 类站 1

个
不规划新站

4 渠口农场 677.1 1.9 124 124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5 大战场镇 1699 4.7 310 310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6 太阳梁乡 1322.1 3.6 241 2410 没站 I类站 1个

7 喊叫水乡 1321.5 3.6 241 2410 没站 I类站 1个

8 舟塔乡 1017.2 2.8 186 186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9 恩和镇 824 2.3 151 151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10 鸣沙镇 813.9 2.2 149 149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11 余丁乡 526.8 1.4 96 96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12
长山头农

场
373.3 1 68 680 I 类站 1个 I类站 1个

13 白马乡 304.3 0.8 56 560 I 类站 1个 II类站1个

14 徐套乡 167.3 0.5 31 310 没站 I类站 1个

第 48条 落实液化石油气全链条管理系统规划

实现瓶装液化气智慧化运行管理，全面实行瓶装液化气集中

统一配送；加快部门协调联动，完善配送车辆标准，推动统

一终端配送服务的实施；制定行业整合计划，引导片区内液

化气企业进行整合；建设智慧燃气平台，全流程记录燃气充

气、销售、检查等全流程状态，打通数据壁垒，为全市瓶装

燃气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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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加气站转型提升规划

第 49条 加气站现状

１.沙坡头区加气站现状

沙坡头区具有 CNG、LNG 等加气站合计 29座，各加气站详细

情况见下表：

表 51 沙坡头区现状加气站一览表

序号 站（点）名称 厂站类型 备注

1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宁钢大道加气

站
CNG 加气站

2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五葡路第二加

气站
CNG 加气站

3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兴仁加气站 CNG 加气站 停业

4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五葡路加气站 CNG 加气站

5 宁夏宝庆天然气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6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城西加

气站
L-CNG 加气站

7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兴仁加

气站
LNG 加气站

8
宁夏广汇天然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营盘水加

气站
LNG 加气站

9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城东加

气站
CNG 加气站 停业

1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分

公司宣和高速路口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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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分

公司美利工业园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分

公司营盘水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油中卫分

公司寺口子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分

公司兴仁东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石油分公司

中卫镇罗工业园区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经兰加油站
LNG 加气站

1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中卫营盘水加油站
LNG 加气站

1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工业园区加油站
LNG 加气站

1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中卫西园加气站
CNG 加气站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中卫营盘水东加气站
LNG 加气站

2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销售

分公司中卫兴仁西加气站
LNG 加气站

22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兴仁加油加气站 CNG 加气站

23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柔远加油加气站 CNG 加气站

24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宣和加油加气站 CNG 加气站 停业

25 宁夏中卫市迎铁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CNG 加气站

26 宁夏宇丰油气销售有限公司 CNG、LNG 加气站



51

27
宁夏元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宁钢综合服务站
LNG 加气站

28 宁夏利泉能源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29 中卫美锦新能源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２.中宁县加气站现状

全县现有加气（合建）站 26 座，其中有 3 座暂时停业，23

座正常运行。各加气站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 52 中宁县现状加气站一览表

序号 站（点）名称 厂站类型 备注

1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中卫分公司 天然气门站

2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石空东加油

加气站
LNG 加气站 停业

3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中宁西二环

加油加气站
CNG 加气站

4
宁夏宝塔油气销售有限公司中兴加油加

气站
LNG 加气站 停业

5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石

空加气站
LNG 加气站

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

油分公司中宁渠口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

油分公司红宝加油加气充电站
LNG 加气站

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

油分公司徐套加油加气充电站
LNG 加气站

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

销售分公司中卫服务区加油站（南区）
LNG 加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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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

销售分公司中卫服务区加油站（北区）
LNG 加气站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宁夏

中卫销售分公司喊叫水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宁夏

中卫销售分公司中宁兴旺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宁夏

中卫销售分公司中宁古城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4 天利合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5 宁夏存林石油有限公司恩和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停业

16
宁夏中海国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中宁县

宁安油气站
CNG 加气站

17 中宁县新翔天然气有限公司 CNG 加气站

18 中宁县新世纪枣园加油加气站 LNG 加气站

19 宁夏存林石油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20 宁夏中宁县弘远实业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21 宁夏兴明加油站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22 中宁县新尔瑞商贸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23
中宁宁新实业有限公司

石空加油加气站

LNG/CNG 加

气站

24
宁夏中宁宁新实业有限公司新堡加油加

气站
汽车加气

25 宁夏深中长山头加气站 CNG 加气站

26 宁夏弘润能源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

３.海原县加气站现状

表 53 海原现状加气站一览表

序号 站（点）名称 厂站类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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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

分公司海原贾塘服务区北区加油加气站
LNG 充装站

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

分公司海原贾塘服务区南区加油加气站
LNG 充装站

3 宁夏海泓天然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储配站

/CNG、LNG 加气站

4
中国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卫销售分公司

海原海城加油加气站
CNG/LNG 充装站

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中卫石油

分公司海原七营加油加气站
LNG 充装站

6
宁夏深中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七营镇加气

站
CNG.LNG 充装站

7 海原县李旺镇兴旺加油站 CNG.LNG 充装站

8 宁夏广汇天然气有限公司海原分公司
天然气储配站

/CNG 加气站

9 海原县鑫泰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 LPG 充装站

10 海原县长虹加油站 CNG 充装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高速公

路销售分公司海原服务区东区加油加气站
CNG/LNG 充装站

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高速公

路销售分公司海原服务区西区加油加气站
CNG/LNG 充装站

第 50条 燃气汽车车辆预测及用气量预测

１. 沙坡头区

根据调研数据，现状燃气汽车年燃气用气量约为 2.65 亿立

方米，预测至远期，燃气汽车年用气量约为 1.6 亿立方米。

２. 中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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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按照出租车、农村客运公交车一天加气 2次计算，4.5t

以下民用车辆五天加气 1次计算，危货车辆一天加气 2次计

算,4.5t 以上民用车辆一天加气 1 次计算。预测中宁县燃气

车辆加气次数：

表 54 中宁县燃气车辆加气次数预测一览表

出租车
农村客运

公交

4.5t 以下

民用车辆

危废车

辆

4.5t 以上

民用车辆
合计

车辆数量(辆) 533 91 24311 159 2580

加气频率(次/

天)
2 2 0.2 2 1

加气车次次(次) 1066 182 4862 318 2580 9008

燃气车辆加气次数为 9008 车次，规划一个加气站一天服务

约 400 辆车次计，规划共需加气站 23座。

表 55 中宁县加气站预测一览表

2021 年 2025 年 2035 年

中心城区燃气汽车数量(万辆)县 1.12 1.24 1.55

县域其它地区燃气汽车数量(万辆) 1.89 2.12 2.67

合计 3.01 3.36 4.22

增长幅度 1 1.12 1.4

加气站数量 23 26 32

第 51条 加气站布局规划

１. 沙坡头区加气站布局

加气站规划布点由保留站点和新增站点组成。原则上结合规

划用地，加气站应与现状加油站合建，不新增独立加气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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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于加油、加气站布局不足的区域，可结合新增规划用

地新建加油、加气站。加油、加气站设施应与周边各建筑物

（构筑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２. 中宁县加气站布局

至 2035 年，中宁县规划加气站布局情况详见下表：

表 56 远期规划加气站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加气站类型 性质

1 太阳梁乡 加气母站 新建

2 余丁乡 加油加气合建站 由现有加油站改造为 CNG 油气合建站

3 恩和乡 加油加气合建站 由现有加油站改造为 CNG 油气合建站

4 喊叫水乡 加油加气合建站 由现有加油站改造为 CNG 油气合建站

5 白马乡 加油加气合建站 由现有加油站改造为 CNG 油气合建站

6 长山头 加油加气合建站 由现有加油站改造为 CNG 油气合建站

３. 海原县加气站布局

至远期，规划期共新建设 LNG 加气站 5座。新建 LNG 详细情

况见下表：

表 57 规划新建 LNG 加气站统计表

序号 站名 规划站址
用地说

明
备注

1
中石化七营加油站扩建 LNG

加气站
七营镇 扩建 LNG 充装

2
中石化三河加油站扩建 LNG

加气站
三河镇 扩建 LNG 充装

3
中石化黑城加油站扩建 LNG

加气站
三河镇 扩建 LNG 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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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旺加气站 李旺镇 新建 LNG 充装

5 西安镇小河加气站
西安镇小河

村
新建 LNG 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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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燃气信息化与安全监测系统

第 52条 系统现状

中卫市已建成 SCADA 调度中心系统和 OMP 管网巡检系统，其

中SCADA系统用于调度中心系统对生产现场设备进行监视和

控制，能够实现对生产现场数据的采集、对生产设备的控制、

参数的调节以及信号报警等多种功能；OMP 管网巡检系统可

以实时查看外业人员位置、在岗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基础

信息基础上，抽取关键运营指标，在完成状态管理的维度上，

为深入进行完成质量提供了技术手段。

第 53条 系统规划原则

依托于现有的信息系统和硬件设施，按照“统一规划，分布

建设；整合资源，保护投资；业务集成，信息整合；决策支

持，探索前沿”的原则开展建设。

第 54条 系统规划目标

围绕城镇燃气发展总体目标，改造及提升燃气设施利用和建

设水平，消除城镇供气安全隐患，保障安全。积极建设燃气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和液化石油气全链条信息化监管平

台，构建高效管理、智能运营、便捷服务的科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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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广泛感知、精准调控、科学运营的智慧燃气建设新局面。

第 55条 燃气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规划

在现有燃气信息化建设及规划的基础上，针对燃气总体把

握、管线运行、物联感知等方向开展项目专题优化建设。

１. 总体把握方向，开展燃气大数据分析与辅助决策系统建设项目。

在现有智慧燃气相关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对燃气安全平台进

行升级建设，补充建设燃气模型，开展燃气大数据分析与辅

助决策系统建设项目，用数据辅助、保障决策，为风险控制

和预防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提高政府燃气信息化监管

水平。

２. 管线安全方向，积极推进燃气管道安全风险体检系统建设

开展燃气管道安全风险体检系统建设项目工作，数字化管理

燃气管网隐患排查成果，建立动态更新的电子“体检报告”，

使“带病工作”管段一目了然。

燃气管道安全风险体检系统集数据管理、风险体检、隐患管

理分析、查询统计、决策分析、系统工具、数据发布等功能

于一体，通过对城市燃气管线的空间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

自动识别设施安全风险，实现对燃气管线的全面管理，能够

为城市燃气管线的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城市燃气

系统的效率和可靠性，实现燃气管道安全风险管理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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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能化，形成燃气管道的动态电子“体检报告”，并提供

针对燃气管线业务应用需求，辅助相关部门对燃气管线进行

规划与建设。

３. 物联感知方向，完善燃气智能监测设备更新改造与燃气安全运行

在线监管系统建设

（1）燃气智能监测设备更新改造

随着运行时间的累积，智能监测设备在监测精度、响应时间、

数据传输等方面将出现各种问题，无法支撑用户对数据的获

取，抑或是已获取数据的准确性无法保证，不能准确地助力

燃气监管，故需要实施燃气智能监测设备更新改造项目，为

了保障燃气管道的安全，对老化、精度不足等已损坏的燃气

设备进行更换，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保障城市燃气安全。

（2）燃气安全运行在线监管系统建设

建设燃气安全运行在线监管系统，作为综合性的工具，帮助

监管人员快速查看和定位燃气设施的具体信息，实时监测燃

气设施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确

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对燃气设施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通过报警、预警功能提醒监管人

员及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保障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

有助于节省使用单位时间和人力资源，辅助提高燃气设施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升燃气安全监管的高效性和准确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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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快捷工具、浏览定位、监测总览、监测报警、预警管理、

报表统计等功能。

第 56条 燃气生命线安全工程规划

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5322239）等相关标准要求，建立健全统一的信息安

全技术支撑层、安全管理支撑层和安全服务支撑层，形成有

效的安全防护能力、安全监管能力和安全运维能力，为系统

平台运行提供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和应用安全支撑，确保信

息传输、交换和存储处理等信息安全。

第 57条 液化石油气全链条信息化监管平台

在已建项目的瓶装气安全监管信息化基础上，专题建设液化

石油气全链条信息化监管平台，以物联网、云计算、GIS 等

信息技术为依托，实时监测瓶装液化石油气生产状况，气瓶

存储、运输、配送流程及终端用户使用情况，并将相关信息

报送至省/市/县/企业各级监管平台，确保瓶装液化石油气

的安全、稳定供应。

系统包括气瓶上门→安检→检测→充装→供应→配送→售

出→回收→报废管理、瓶装气运输车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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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燃气经营服务保障规划

第 58条 深化燃气管理体制改革

１.深化责任管理体系

明确各级政府、燃气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细化

在燃气安全管理、服务提升、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具体职责，

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构建多级联动的责任网络，对履职不

力、监管不到位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形成有效的责任约束。

２.完善政策法规

加强对燃气经营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研究，及时修订和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对现有燃气相关法规进行评估和修订，确保

法规内容符合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以及法律体系的时

效性和针对性。

３.健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推动燃气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员工安

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加大安全投

入，完善安全设施和应急预案，建立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

安全检查制度，对燃气设施、作业现场等进行全面排查，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定期组织燃气企业开展应急演练活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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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第 59条 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１.推动燃气企业规模化整合

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手段，推动燃气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和

资源整合，形成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燃气企业集团，淘汰

经营管理和供应保障水平低下的企业。加强跨区域燃气市场

的互联互通，打破地域壁垒，实现燃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

效利用。

２.推动燃气企业规范化经营

建立健全燃气企业规范化经营的长效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

加强对燃气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提高经营管理的规

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加强对燃气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

力度，重点查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违规操作等违法违

规行为。建立燃气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和“黑名单”制度，对

失信企业进行联合惩戒。

３.推动供气层级扁平化改革

优化燃气供应层级结构，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提

高供气效率，形成“国家管网—城燃企业管网—用户”供应

模式。实现燃气从生产到终端用户的直接供应或短链供应，

有效降低供气成本和提高供气效率，提高供气服务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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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响应速度。

４.规范瓶装液化气末端管理

建立健全瓶装液化气充装、运输、储存、销售等环节的监管

机制，加强对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的资质审核和日常监管。

推广使用智能钢瓶等新型安全设备和技术手段，提高瓶装液

化气的安全使用水平。制定瓶装液化气运输安全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加强对瓶装液化气用户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力度，

提高其安全使用意识和能力。

５.引导车用燃气企业转型升级

加强对车用燃气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提高车用燃气企业的环保要求，

促进其向更加环保、低碳的方向发展，确保车用燃气市场的

健康有序发展。

第 60条 提升燃气服务水平

１.提升燃气服务质量

建立健全燃气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对燃气服务质量的监

督和评估。制定燃气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并推动实施，确保服

务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鼓励燃气企业创新服务模式和服

务方式，建立用户反馈机制。鼓励燃气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如

安装、维修、咨询等以增强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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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燃气企业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燃气企业评价机制，明确评价流程，通过评

价结果向社会公开披露，引导用户合理选择燃气企业和服务

产品。将评价结果作为政府监管和政策支持的重要依据之

一，推动燃气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经营水平。

３.加强燃气终端价格监管

加强政府对燃气终端价格的监管力度，确保燃气价格的合理

性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燃气价格形成机制和调整机制，加强

对燃气企业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防止企业利用市场优

势地位进行价格垄断或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４.加强燃气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燃气质量管理体系和检测机制，确保燃气质量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强化燃气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的质量监

管力度，对提供质量不合格燃气产品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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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城镇燃气安全规划

第 61条 城市燃气系统安全现状分析

中卫市燃气系统存在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管网及设施老

化、管网不够优化、场站社会安全风险高等方面，燃气现状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第 62条 城市燃气安全发展趋势

天然气不易聚集，无毒无腐蚀性、燃烧稳定、无积炭，介质

自身安全性能相对较好；燃气管网的改造将彻底解决老旧管

网的问题；这些因素将有利于城市燃气的安全形势好转。

第 63条 安全距离要求

城市燃气系统的管线及场站，如高压管线、中低压管线、天

然气门站、高中压调压站、应急调峰站、临时 LNG 气化站、

加气站等与周边场所、设施等，其在城市燃气规划、建设过

程中，与居民区、电力设施、电信设施、道路、铁路、桥梁、

热力管线、供水管线、排水管线、地下人防工程等建（构）

筑物、场所的安全距离应满足《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等规

范、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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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条 安全风险控制距离建议

1.高压管道 25m 范围内不宜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

管理暂行规定》中列出的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公众聚集类高

密度场所，28m 范围内不宜有高敏感场所、重要目标、特殊

高密度场所。

2.应急调峰站 85m 范围内不宜有居住类高密度场所、公众聚

集类高密度场所，140m 范围内不宜有高敏感场所、重要目标、

特殊高密度场所。

第 65条 管道线路控制性要求

1.地下燃气管道不得从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不包括架空的

建筑物和大型构筑物）下面穿越，无关燃气管不得进入防空

工程地下室。

2.地下燃气管道不得在堆积易燃、易爆材料和具有腐蚀性液

体的场地下面穿越。

3.地下燃气管道从排水管（沟）、热力管沟、隧道及气体各

种用途沟槽内穿过时，应将燃气管道敷设于套管内。

4.燃气管道穿越铁路、高速公路，应加套管；穿越电车轨道

或城镇主干道应敷设在套管或管沟内。燃气管道宜垂直穿越

铁路、高速公路电车轨道或城镇主干道。

5.燃气管道穿越河流时，可采用穿越河底或管桥跨越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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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条件许可时，中、低压管道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可以

利用道路桥梁跨越河流。高压管道不应随桥梁敷设。

6.高压燃气管道尽量避让四级地区；不应通过军事设施、易

燃易爆仓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保护区、飞机场、

火车站、海（河）、港码头，当受条件限制管道必须通过时，

必须采用安全防护措施；

7.高压燃气管道采用埋地方式敷设。当个别地段需要采用架

空敷设时，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 66条 与城市规划的衔接要求

城市燃气规划作为城市市政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城

市总体规划应紧密衔接，同步进行。应避免城市燃气与其他

工程项目安全距离不足，避免与其他专项规划之间存在矛盾

与冲突。

在建设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到地面开挖等施工造成相互间

不良影响，各部门应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地下管道施工作业，

制定统一计划，尽量避免城市拉链式施工。

第 67条 城市燃气安全保障技术措施

安全距离的保障是很安全保障技术措施的第一步。切实解决

燃气管道的安全问题还必须从技术措施方面考虑，加强技术

要求，提高工程质量，加强运营安全管理，才是主动而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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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办法。

第十二章 环境保护与节能效益

第 68条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大降低

预计到 2035 年，中卫市新增天然气用量 1.89 亿 Nm3/年，相

比使用煤炭和石油能源，每年可减少烟尘排放 11579.64 吨、

硫化物 4700.43 吨、氮氧化物 3039.13 吨，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大大降低，对中卫市能源结构调整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第 69条 多方面节约能源

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卫市燃气管道、燃气场站等基础设施，减

少天然气在输送中的损耗浪费，降低能源输送成本与能耗。

整合液化石油气充装站与储配站、规范液化石油气充装和储

气标准，减少气瓶在充装过程中跑气、冒气造成的能源浪费。

第十三章 规划实施保障

第 70条 组织保障

中卫市人民政府应成立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燃气发展规

划实施领导小组，责规划实施的总体策划、监督管理和重大

决策，明确各自在规划实施中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制定详细

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建立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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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

及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 71条 政策保障

依据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中卫市实际，完善燃气

管理政策法规体系，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积极

争取国家、省、市对燃气事业的各项政策支持，为规划项目

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强燃气市场监管，规范燃气

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燃气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 72条 气源保障

积极争取上游气源供应，与多家供气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气源供应体系。加快储气设

施建设步伐，提高储气能力，建立气源监测和调度系统，实

时掌握气源供应情况，科学调度气源。

第 73条 应急保障

制定完善的燃气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应急队伍组

建、应急物资储备等内容。定期组织燃气应急演练和培训活

动，提高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立

应急气源储备制度，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调集应急气

源，保障城市燃气供应不受影响。

第 74条 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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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障燃气设施建设用地需求，确保燃气设施建设项目与

城市规划相衔接。对于规划中的燃气设施建设项目，应提前

预留用地，避免用地冲突。简化燃气设施建设用地审批流程，

加快审批速度，加强与土地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土地

供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于现有燃气设施用地，加强资源

整合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燃气设施建设提供

更多的用地空间。

第 75条 天然气价格保障

建立健全天然气价格监管机制，加强对天然气市场的价格监

测和分析，防止价格异常波动，建立合理的天然气成本分摊

机制，确保上游气源成本、中游管网运输成本和下游销售成

本得到合理分摊，降低用户用气成本。根据国家和省、市相

关政策要求，对符合条件的燃气用户给予价格优惠或补贴政

策，鼓励用户积极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第 76条 其他保障措施

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燃气发展规划实施所需资金及时到

位。加强燃气行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燃气设施的技

术水平和运行效率。加强燃气行业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安全

管理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燃气供应和使用过程中的安

全。加强燃气知识宣传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对燃气安全的认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鼓励公众参与燃气发展规划的实施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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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工作。

第 77条 监督评估

建立规划实施定期评估机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

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加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

督，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共同推动燃气事

业的健康发展。

第十四章 分期建设规划与投资匡算

第 78条 燃气近期（2024-2025）建设规划

１. 中卫市

(1) 中卫市沙坡头区燃气老化管道与设备更新改造工程

(2) 中卫市沙坡头区市政中压燃气管道改造工程

(3) 中卫市沙坡头区城东调压站改造工程

(4) 中卫市向阳社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

(5) 中卫市沙坡头区乡村燃气清洁取暖改造工程

２. 中宁县

(1) 中宁县老旧燃气管道及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2) 中宁县大战场镇新建调压站项目

(3) 中宁县高压管道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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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宁县中压管道建设项目

(5) 石空工业园区新建 LNG 应急储气供气站

(6) 中宁县新建和改造加气站点项目

(7) 中宁县新建液化石油气站点

３. 海原县

(1)新建海兴综合站调压站工程（一期）

(2)海原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

(3)海兴开发区中压天然管道工程

(4)海原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县城 CNG 供气工程)

(5)海原县天然气利用工程一期(海兴门站)

第 79 条 燃气远期（2026-2035）建设规划

１. 中卫市

(1)中卫天然气第二气源项目

(2)中卫市液化石油气企业规模化整合项目

(3)燃气信息化平台提升工程（一期）

(4)燃气信息化平台提升工程（二期）

(5)镇罗镇新建中压燃气管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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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宁县

(1)中宁县新建太阳梁乡和渠口农场调压站

(2)中宁县高压管道建设项目

(3)中宁县中压管道建设项目

(4)石空工业园区扩建 LNG 应急储气供气站

(5)中宁县新建和改造 4 座加气站点工程

３. 海原县

(1)西气东输三线中段 77#阀室经海原分输站至海兴综合站

高压管线建设项目

(2)扩建海兴综合站，增加 CNG 母站功能

(3)新建海城综合站 CNG 供应站功能，提高完善县城城区中

压管网

(4)推进“燃气下乡”工程

(5)新建海兴 LNG 储配站

(6)海原县燃气设施安全和智能提升工程

第 80条 项目建设投资匡算

规划近期（2024-2025）建设总投资为 65568.17 万元，其中，

中卫市17596.77万元，中宁县42132.80万元，海原县5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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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规划远期（2026-2035）建设总投资为 60638.80 万元，其中，

中卫市 15040 万元，中宁县 19596 万元，海原县 26002.8 万

元，。

计划到 2035 年末，全市共完成燃气类项目建设共 126206.97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