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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管道运输 (Pipeline transport) 是用管道作为运输工具的一种长距离输送液体和气体物资的

输方式，是一种专门由生产地向市场输送石油、煤和化学产品的运输方式，是统一运输网中

干线运输的特殊组成部分。有时候，气动管 (pneumatic tube) 也可以做到类似工作，以压缩气

体输送固体舱，而内里装着货物。管道运输石油产品比水运费用高，但仍然比铁路运输便宜

。大部分管道都是被其所有者用来运输自有产品。

        管道运输不仅运输量大、连续、迅速、经济、安全、可靠、平稳以及投资少、占地少、

费用低，并可实现自动控制。除广泛用于石油、天然气的长距离运输外，还可运输矿石、煤

炭、建材、化学品和粮食等。管道运输可省去水运或陆运的中转坏节，缩短运输周期，降低

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当前管道运输的发展趋势是：管道的口径不断增大，运输能力大

幅度提高；管道的运距迅速增 加；运输物资由石油、天然气、化工产品等流体逐渐扩展到煤

炭、矿石等非流体。中国已建成大庆至秦皇岛、胜利油田至南京等多条原油管道运输线。就

液体与气体而言，凡是在化学上稳定的物质都可以用管道运送。故此，废水 (sewage) 、泥浆

(slurry) 、水、甚至啤酒都可以用管道传送。另外，管道对于运送石油与天然气十分重

要&mdash;&mdash;有关公司多数会定期检查其管道，并用管道检测仪 (pipeline inspection

gauge) 做清洁工作。

         2007年，中国已建油气管道的总长度约6万千米，其中原油管道1.7万千米，成品油管道1.2

万千米，天然气管道3.1万千米。中国已逐渐形成了跨区域的油气管网供应格局。随着中国石

油企业&ldquo;走出去&rdquo;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合作区块和油气产量不断增

加，海外份额油田或合作区块的外输原油管道也得到了发展。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中国将加快油气干线管网和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逐步完善

全国油气管线网络，建成西油东送、北油南运成品油管道，同时适时建设第二条西气东输管

道及陆路进口油气管道。

        未来10年是中国管道工业的黄金期，除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能源结构的改变

，建设的中俄输气管线、内蒙古苏格里气田开发后将兴建的苏格里气田外输管线、吐库曼和

西西伯利亚至中国的输气管线等，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管道业提供了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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