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1990 年，四川石油天然气

地面建设总投资3．9 亿元，其中0．2 亿

元用于石油工程，占5．1 % ；3．7 亿元

用于天然气工程，占94．9 % 。完成四川

盆地的13 个油田、76 个气田、26 个含

油气构造的油气生产配套以及油气加

工、机械修造、仓储运输、科研设计、

文教卫生、生活基地的建设，形成年产

石油16．2 万吨、天然气66．2 亿立方米

生产规模，建成国内最大的天然气生

产基地。



第一节 供气工程

1950 年，全国第一次石油会议决

定利用四川天然气生产炭黑。5 月，西

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化工局在隆昌县

两道桥筹建炭黑厂 (三○三厂)。1951

年5 月，建成6 套试验装置。1953 年，

三○三厂扩建20 套炭黑生产装置，配

套建成1 套黄土脱硫装置。因黄土脱

硫装置的脱硫效率很快下降，而且再

生难运输难，1956 年，又建设1 套以碳

酸钠溶液为吸收剂的脱硫装置，日处

理天然气10 万立方米。1950～1957

年，除恢复巴1 井和隆2 井的生产外，

共新建采气井口装置8 套，天然气集

输管线8．9 公里，最大管径108 毫米。

建成圣灯山气田和东溪气田两个炭黑

生产基地。

1958 年初，石油部北京勘察设计

院和玉门设计院来四川，对永川县黄

瓜山气田至永川县城关镇的永川化工

厂和巴县石油沟气田至重庆的两条输

气管线进行踏勘选线，并由玉门设计

院设计，永川化工厂施工，建成从黄瓜

山气田黄1 井至永川化工厂的输气管

线 (管径159 毫米，长18．8 公里)。这

是国内第一条无缝钢管输气管道；同

年，还建成邓井关气田至自贡黄坡岭

盐厂和炭黑厂、纳溪气田至纳溪县城

关镇的输气管道。1959 年，又建成阳

高寺气田至泸州市小市炭黑厂的原料

气管线。

1961 年，由石油部四川设计院完

成设计、重庆市设备安装工程处施工

的石油沟气田至重庆市的巴渝输气管

线基本建成，全长54 公里。这是国内

第一条426 毫米管径的长距离输气管

线。后因修复1962 年6月被洪水冲断



的长江水下穿越管段而延至1963 年5

月投产。

1964～1965 年初，石油部四川设

计院完成打鼓场、沈公山、傅家庙、长

垣坝、纳溪5 个气田联合向泸州天然

气化工厂供气的长纳集输工程设计，

由四川石油管理局基建指挥部施工，

于1965 年12 月建成投产。1965 年还

先后建成綦江县东溪气田与巴渝输气

管线相连接的东石输气管线和兴隆场

气田到自贡市的兴舒管线，形成重庆、

自贡、泸州 (纳溪) 3 个供气系统。此

时，四川供气工程的建设 ，仅限于利

用低含硫气田的天然气。

1966 年，为配合“三线”建设，开

始开发含硫较高的威远气田，建成威

远气田威5、6、9、2 井集气工程、威

远气田脱硫一厂和威远气田至成都的

威成输气管线。1967 年2 月，威远气田

向成都供气工程正式投产；威成输气

管线全长134 公里，是国内第一条630

毫米管径的长距离输气管线；威远脱

硫一厂的建设规模为日处理含硫天然

气70 万立方米的装置2 套。

1967 年5 月，成都至德阳的输气

工程建成投产，向德阳市(机械工业部

第二重型机械厂)供气。1969 年12 月，

建成泸州气区傅家庙气田经自贡市至

威远气田的泸威输气工程，1970 年投

产，将泸州气区的天然气输向成都，从

而形成盆地南部和西南部两大气区的

多个气田联合向成都、德阳、自贡、泸

州4 个城市供气的系统。

1970 年7 月，建成从江津县石龙

峡气田至重庆市一一二厂的峡渝输气

工程。在盆地东部，形成了联合石油

沟、东溪、石龙峡3 个气田向重庆市供

气的系统。

继开发威远含硫气田之后，1970

年着手开发含硫量更高的卧龙河气

田。1971 年2 月，建成从垫江县卧龙河

气田至重庆市的卧渝输气管线。1973

年1 月，卧龙河气田垫江天然气脱硫

厂建成试运。12 月，建成卧龙河气田

内部集输工程。1974 年，卧龙河气田

第一期开发工程配套建成正式投产。

1974 年10 月，江北县相国寺气田投入

开发，建成与卧渝输气管线相接的输

气管线，扩大了重庆供气系统的气源。

在重庆供气系统扩大的同时，成

都供气系统亦有所扩大。1971 年11

月，威远气田脱硫二厂建成投产。1972

年5 月，威远气田至五通桥的输气工

程建成投产。1974 年3 月，富顺县孔滩

气田经自贡市兴隆场气田至泸威输气

管线的孔兴输气管线建成投产。

1958～1975 年，四川共新建采气

井口装置206 套，累计214 套；新建集

气站45 座、配气站2 座；新建集输管线

1771 公里，累计1780 公里。在盆地东

部形成了联合卧龙河、相国寺、石油

沟、东溪、石龙峡、双龙、沙坪坝7 个

气田向重庆市供气的重庆供气系统；

在盆地南部和西南部形成了联合威



远、自流井、兴隆场、孔滩、老翁场、

傅家庙、长垣坝、沈公山、打鼓场、纳

溪等20 个气田向成都、德阳、自贡、泸

州 (纳溪) 供气的成都供气系统。

在完成开发四川300 亿天然气工

程总体设计之后，组织了川内天然气

工程建设。1976 年4 月，建成威远气田

至成都青白江的威成输气复线，全长

164 公里，是国内第一条720 毫米管径

的长距离输气管线；5 月，建成合江县

佛荫至纳溪县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佛

纳输气管道；11 月，建成江安县傅家

庙气田至云南省安富坝云南天然气化

工厂的傅安输气管线，全长88．5 公

里，管径426 毫米，设计日输气量165

万立方米，是四川第一条向省外供气

的输气管道。

1977 年，由贵州省贵阳安装工程

处施工建设的合江县五通场气田至贵

州省赤水天然气化工厂的输气管线建

成投产，全长12 公里，管径426 毫米，

设计日输气量300 万立方米，是四川

第二条向省外供气的输气管线；1978

年建成傅家庙至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

傅纳复线，长53．3 公里，管径720 毫

米。

1978 年6 月，建成中坝气田至德

阳市输气管线 (长104．5 公里，管径

720 毫米)，与成德输气管线的末端相

接，将中坝气田的天然气输往成都市

青白江四川天然气化工厂；10 月，建

成合江县庙高寺气田至贵州省赤水天

然气化工厂的庙赤输气管线，全长

28．3 公里，管径273 毫米，设计日输气

量119 万立方米，是四川第三条向省

外供气的输气管道。

1979 年10 月，建成合江县佛荫至

重庆市(江北县两路口)的佛渝输气干

线，将成都和重庆两个独立的供气系

统连接成为全川统一的供气系统，通

称四川南半环供气系统。

1980 年卧龙河气田川东天然气

净化总厂及卧渝输气复线配套建成试

生产。同年7 月，地质部第一石油普查

勘探指挥部在阆中县石龙场气田建成

集气站和输气管线向阆中县城输气。

1982 年江油县中坝气田脱硫厂建成

投产，使南半环供气系统的供气能力

大幅度上升。另建成合江气田至贵州

省赤水天然气化工厂的合赤输气管线

(管径273 毫米，长34．9 公里)，系四川

第四条向省外供气的管线。

南半环供气系统，东起垫江县卧

龙河气田，途径重庆市、泸州市 (纳

溪)、自贡市、成都市、德阳市，西抵

江油县中坝气田，全长742 公里 (单线

计算)，是由不同时期建设的不同管径

交互连接而成的输气干线，输气管线

的输气能力及调配的灵活性均受到限

制。随着四川主力气田东移，东气西调

气量和南干线输送能力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

1982 年提出新建四川北半环输

气干线规划，1984 年完成可行性研



究，经国家计委批准，于1985 年11 月

全线开工建设，1987 年11 月建成，全

长297．8 公里，是国内最长的一条720

毫米管径的输气管线。1990 年7 月，经

国家验收合格，正式投产。四川主要输

气管线见表4－1。

1984～1988 年，西南石油地质局

建成孝泉、合兴场输气站各1 座，分别

向绵竹县、德阳市输气。

1976～1990 年是四川 供气工程

建设规模发展最快的15 年。新建采气

井口装置760 套，占总数的78 % ；新建

集气站203 座，占总数的81．9 % ；新建

配气站51 座，占总数的53 % ；新建增

压站9 座；新建脱硫装置5 套，为总数

的24 % ；新建脱水装置3 套，为总数的

20 % ；新建集输管线6987 公里，占历

年累计的79．7 % 。

1990 年底，四川共建成采气井口

装置974 套、集气站248 座、配气站97

座、增压站9 座、脱硫装置21 套、脱水

装置15 套、集输管线8767 公里，形成

联合76 个气田向工业城镇供气的系

统工程，年供气能力66．2 亿立方米。

四川主要输气管线统计表



续表4－1

第二节 油田建设

1958 年4 月，四川石油勘探局为

解决川中会战钻井所需的动力燃料

油，土法上马，就地建设简易炼油装

置，在南充县东观镇老君乡充3 井就

地建成6 个简易连续炼油釜，年处理

能力为2 万吨。与此同时，在其他油田

也建成一批简易炼油装置。同年，在南

充市规划建设年加工原油50 万吨炼

油厂和南充油田至南充炼油厂的原油

管道。

1959 年，根据川中油田勘探情

况，石油部决定南充炼油厂缓建，设备

调往新疆支援独山子炼油厂。油田内

部集输工程继续建设。同年，四川石油

普查大队在广安油田建成土法炼油厂

1 座 (后移交广安县生产)。

1960 年初，石油部决定恢复南充

炼油厂的建设，规模改为年加工原油

25 万吨；9 月，南充炼油厂2 套炼油装

置简易建成，投入试生产。

1961 年，南充油田建成采油井口

装置18 套，建成东观至南充炼油厂的

输油管线 (管径219 毫米，长21 公里)

和西25 井至南充炼油厂的输油管线

(管径140 毫米，长13 公里)，建成管式

炉炼油车间1 座 (南充炼油厂投产后，

该车间随即停产)；龙女寺油田建成采

油井口装置12 套；蓬莱油田建成采油

井口装置16 套；桂花油田建成采油井

口装置26 套；合川油田建成采油井口

装置8 套，罗渡油田建成采油井口装

置1 套；营山油田建成采油井口装置4

套。

1961 年以后，川中油田新油井建

设工程很少，已投产油井压力下降快，

产量迅速递减，原油全部采用罐车运



往南充炼油厂。

1962 年，为开发利用川中油田原

油的优质地蜡，石油部决定，应用北京

石油科学研究院的科研成果在南充炼

油 厂 新 建1 套 地 蜡 生 产 装 置

(62－2 工程)。该装置于1963 年3 月

建成投产，建设规模为年产地蜡200

吨。

1965 年，为配合四川“三线”建

设，石油部决定在南充炼油厂扩建酮

苯脱蜡、尿素脱蜡、地石蜡白土精制、

提纯地蜡成型包装、润滑油硫酸精制、

润滑脂等9 套装置；在重庆市新建一

坪化工厂的氟油、酯类油、硅油等装

置，生产军需民用的特种油脂；在合川

县建合川化工厂，规模为年产100 吨

正烷裂解合成润滑油、50 吨季戊醇、

30～40 吨癸二酸等，与一坪化工厂配

套。1966 年5 月，南充炼油厂扩建工程

建成投产，由建厂初期的2 套炼油装

置扩大为11 套炼油装置；11 月，一坪

化工厂及合川化工厂相继建成投产。

合川化工厂建成投产后，因原料

油供应不足，生产困难。1967 年，石

油部决定将合川化工厂的合成润滑油

生产装置，迁往南充炼油厂，于1971

年完成迁建后投产。

1974 年，南充炼油厂为增加产品

种类，扩建1 套润滑油白土精制和润

滑油调合油装置。

1981 年，石油工业部鉴于南充炼

油厂生产的润滑油销售困难，而当地

所需的汽油、柴油又要从省外调入的

情况，批准该厂扩建1 套加工能力3 万

吨的同轴式催化裂化装置，以减少润

滑油生产，增加燃料油产量。1986 年

7 月5 日建成投产。

1987 年，为解决四川 原油产量

小，加工装置能力大的矛盾，经石油工

业部批准，从中原油田调拨议价原油

入川，以增加南充炼油厂的原料油，并

决定对南充炼油厂按年加工原油20

万吨的规模进行改建；在襄渝铁路华

蓥火车站附近建1 座10 万吨的原油中

转库。

截至1990 年12 月，四川共发现油

田13 个，共建采油井口装置324 套、原

油集输管线126．9 公里、油罐920 座

(储油量14 万立方米)、原油加工装置

13 套 (年加工能力20 万吨)。

第三节 基础工程

一、公路工程

1936 年9 月，四川油矿探勘处开

始筹建巴县和达县两地运输钻井机具

的公路。1938 年9 月，在巴县建成自川



黔公路一品场分道至石油沟井场的一

石公路 (8 公里) 和从一石公路的太平

庄分道至飞仙岩井场的太飞公路(4．5

公里)。在达县建成从石梯坎至新桥口

井场的石新公路(9 公里)。1939 年，建

成隆昌县城关镇至圣灯山两道桥的隆

圣公路 (20 多公里)。

1953 年，西南石油探勘处为在盆

地南部泸县、永川等地勘探油气，新建

了一批矿区公路。至1957 年，共新建

石油勘探专用公路292 公里，平均每

年建58 公里。1958 年，为在盆地中部

南充、蓬溪、武胜等县区勘探开发石

油，石油矿区专用公路的建设空前发

展。至1962 年，共建石油矿区公路

1023 公里，平均每年新建204 公里。

1963～1990 年，为在盆地西南、

东南、西北部大范围勘探开发石油天

然气，石油矿区专用公路的建设在全

盆地范围内展开。1963～1975 年共新

建石油矿区专用公路965 公里，平均

每年建74．24 公里。1976～1990 年共

新建石油矿区公路1939 公里，平均每

年建129 公里。

1990 年底，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

共建设矿区公路4219 多公里，不但为

发展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提供了条

件，也改善了四川部分山区的交通状

况。

二、通信工程

1958 年，为配合川中石油会战组

织指挥工作，委托地方邮电系统施工，

建设专用通信线。至1959 年12 月，建

成以南充市为中心、联络东观镇、龙女

寺、文昌寨、合川、蓬莱、营山、广安、

罗渡溪、西充、一立场、仪陇、巴中等

地的专用通信系统。1962 年，四川已

拥有石油天然气工业专用有线架空通

信线382 杆公里，人工交换机9 部500

门，无线通信短波电台50 部。

1964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基建指

挥部组建电气安装工程队，负责专用

通信线的施工；石油部四川设计院负

责专用通信工程设计。1965 年12 月，

建成以威远县新场镇四川石油会战指

挥部为中心，联系成都、威远、自贡、

泸州、长寿、云台、广安、厚坝、遂宁、

东兴、双古、罗成、铺子湾、越溪、黄

荆沟、川心店等地的专用通信系统。至

1975 年，先后建成与巴渝、长纳、东

石、威成、成德、泸威、威五、峡渝、

相两等天然气输气管线配套的通信系

统，包括架空通信线5296 杆公里、埋

地通信电缆5 公里。1975～1979 年，发

展与输气管道同沟敷设的长途电缆通

信，开通电缆载波；无线通信则采用超

短波电台组网和微波通信，形成有线

和无线相结合的通信系统。1980 年

后，不再新建架空明线。至1985 年，先

后建成傅纳、中德、庙赤、佛渝、沙达、

达福等输气干线的专用通信线及南半

环输气干线的载波通信系统，包括架



空通信线3182 杆公里、埋地通信电缆

246 公里；同年，为适应四川北半环输

气工程建设的需要，设计配套建设四

川 气田北半环480 路数字微波系统

(506．8 公里、20 个微波站，1990 年仍

在建设中)。1987 年北半环输气干线

建成试生产时，抢建了数字 (△M ) 特

高频接力站及移动通信基地台，并租

用军队长途通信线路，与特高频移动

通信组网，解决输气生产调度联络。

截至1990 年，共建成内部通信线

9712 杆公里，埋地通信电缆486．7 公

里以及北半环输气干线、忠县万顺场

至垫江县卧龙河气田、遂宁市磨溪气

田的无线通信系统。

三、供电工程

1954 年，燃料工业部四川隆昌炭

黑厂为解决自备电力不足的问题，建

设了从隆昌县城关镇至两道桥的输电

线，在两道桥新建变配电站1 座 (35／

6 千伏，1000 千伏安)，架设木杆供电

线20 公里，由国家电网向隆昌炭黑厂

和徐家桥及隆27 井供电，这是四川石

油天然气工业第一项专用供电工程。

1958 年建设川中油田时，油气勘

探开发用电量大，地方电网无法满足

生产需要。为此，在南充炼油厂的建设

中配套建设1 座热电站，从罗马尼亚

引进2 套发电机组，总发电量为6000

千瓦。1961 年12 月，南充热电站和20

公里35 千伏木杆输电线及跨越嘉陵

江的35 千伏铁塔输电线全部配套建

成投产，向南充炼油厂、南充东观石油

勘探大队、南充石油综合机修厂供电。

这是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自建的第一

项专用发供电工程。至1962 年，四川

石 油天然气工业系统建自备电站1

座、自备电源2 处，总发电量6000 千

瓦，变电站1 座，输电线47 公里。

1963 年以后，四川石油天然气工

业的用电量剧增，靠自备电站难以满

足需要。为此，开始建设高压输电线

路，与国家电网连接，向各油气田的厂

站供电。1965 年，为开发威远气田，建

成从自贡市戴家坝至威远气田川心店

的35 千伏水泥杆架空输电线，长54 公

里。1966 年10 月，在新场建成新场变

电站(35／10 千伏，7500 千伏安)。1975

年，累计建成专用高压输电线460 公

里、变电站17 座、自备源7 处。

1976～1990 年，为卧龙河、中坝

两个气田勘探开发提供电力，自建专

用供电工程的规模继续扩大，共自建

专用高压输电线924 公里、变电站5

座、自备电站2 座、电源50 处。

1987 年，在川东气区梁平县七间

桥至渠县通信线佛立嘴中继站的供电

工程中，首次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

1989 年，在万卧通信线凉风垭中继站

首次采用遥控柴油发电机供电，遥控

距离达100 公里。

截至1990 年，四川石油天然气工



业共自建专用高压输电线387 条，总

长1451．4 公里，变电站24 座，自备发

电站3 座，电源59 处，最高用电负荷达

5 万千瓦，年供电量达1．8 亿千瓦小

时。

四、供水工程

1955 年，隆昌炭黑厂在两道桥附

近修建1 座水库和供水泵站及供水管

线。这是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第一项

专用供水工程。1956 年，在永川县黄

瓜山气田就近利用小河水源兴建1 座

水库及供水泵站。

1958 年，南充炼油厂配套建设专

用供水工程，在嘉陵江边建取水泵站1

座，安装6000 伏高压电动机带动的水

泵4 台、180 万吨的净化水厂1 座、2．5

万吨净化储存池1 座、720 毫米管径的

输水管道1．5 公里。这是当时四川大

型的取水工程之一。至1962 年，共自

建专用供水管线26 公里、供水站3 座。

1963～1975 年，先后在威远气田

和卧龙河气田建成专用供水工程，共

自建专用供水泵站27 座、供水管线

248 公里、供水井8 口。1976～1990

年，威远、卧龙河、中坝、磨溪等气田

的供水工程逐渐扩大，共建设供水站

22 座，占历年总数的42 % ；供水管线

682 公里，占总数的71 % ；供水井60

口，占总数的88．2 % 。

截至1990 年，共建专用供水站54

座、供水管线956 公里、供水井68 口，

先后在威远、卧龙河、中坝、磨溪4 大

气田形成规模较大的气田供水系统。

远离江河的油气田多建起就地打井取

水的供水工程。



第一节 工程勘察

一、工程测量

1953 年，在成都成立石油工业部

四川设计院时组建的勘察大队，是四

川唯一的一支从事石油天然气工业工

程建设的专业勘察队伍。

1958～1963 年，工程测量使用苏

联的技术规范。由于四川梯田多，地形

变化大 测量成果满足不了工程设计

和施工的需要。按图放线施工与实际

出入很大。由于大江大河的水下地形

测量难于承担，1962 年巴渝输气管线

重庆茄子溪长江穿越工程的水下地形

测量，即委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六

六一工程指挥部进行。

1963 年在总结四川油气管道工

程测量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革

工程测量技术。1965 年，在威远气田

至成都的威成输气管线工程测量中，

首次革除不符合工程需要的测绘项

目，其中山区输气管线的带状平面图

只实测中线转折点位置、角度、高程及

水平距离，中线两侧的地形、地物、梯

田类别则采用草测的办法，增加了中

线两侧测图宽度 (由过去的30 米增加

到60～100 多米)；地形纵断面图改由

施工单位负责在施工前与施工放线测

量同步进行，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

作量，并将测量成果绘成透明图，与工

程地质、工程设计在同一图上完成全

部作业，提供施工和建设单位使用。平

原地区的线路工程测量则只测地形纵

断面，不测带状平面图。这一改革，保

证了工程勘察质量，提高了工效，并为

建立适合四川特点的工程测量技术规



范奠定基础。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设计院工程测

量队购置4 台国产JQ C －502 型回声

测深仪后，在1975 年忠县长江穿越工

程的水下地形测量中，第一次采用回

声测深技术。但由于当时国产的回声

测深仪性能不够稳定，故障多，水下地

形测量的速度和所测得的水下地形图

资料还不够理想。该队1979 年完成的

四川佛渝输气管线工程测量成果获得

了石油部1987 年颁发的优秀勘察工

程奖。但当时使用的工程测量仪器设

备， 仍停留在国内50～60 年代的水

平。

1980 年 12 月， 从 美 国 引 进

K E R N D M －501 型光电测距仪及其

配套的D K M 2－ A E 型经纬仪。1981～

1982 年，从日本引进1 台3P C－1500 A

型袖珍计算器以及H P－97、H P－67、

H P － 34、 E L － 5812、 E L － 5002、

F X－140型电算器。1985 年，从瑞士克

恩 厂 引 进K E R M D M － 502、 D M －

502、D M －504、威尔特 Ci－401 型光

电测距仪、T 16经纬仪、自动安平水准

仪，从联邦德国引进了D M K 2－ A 型

经纬仪，并从其他国家引进SC H －

213、SC H －10、S D H －13 等3 种型号

的回声测深仪。四川工程测量技术及

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83 年，由四川

石油管理局勘察规划设计院工程测量

队编写的《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测量

规 范》，正 式纳 入石油 部部 颁标 准

(S YJ－55－85)，成为国内工程测量

的技术规范；1986 年12 月，该队取得

四川省测绘局颁发的测绘许可证，准

许 承 担 Ⅲ 等 控 制 测 量 1 ∶5000 ～

1∶500油气田建设规划及管线工程的

测绘作业；翌年4 月，又取得石油部颁

发的《工程勘察证书》，准予承担甲级

规划测量与工程测量任务，并被指定

为石油部工程勘察中心站的站长单

位。

1987 年，四川石油勘察设计研究

院工程测量队完成的四川北半环输气

管道测量和汉江输油跨越工程测量，

均获石油工业部部级优秀勘察工程

奖，并在山区管道工程测量和穿越河

流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方面处于国内同

行业领先地位。

二、工程地质勘察

1958 年，四川组建工程地质队，

投入川中油田建设的勘察工作。按苏

联的技术规范，采用地质测绘、人力钻

探 (或凿探井)、取土样试验等常规手

段进行工程地质勘察，独立编撰出版

全套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图件。1959

年，第一次采用土壤电阻仪，沿线施测

土壤电阻，确定管道防腐等级。1964

年，在管线穿越河流的勘察中首次采

用旋桨流速仪实测河水流速。

1965 年，在威成输气管线工程地

质勘察中，对苏联技术规范进行了较



大的改革，但为计算土石方工程量，仍

需沿线进行大量的钻探工作；同年，在

地下油库工程地质勘察中，采用电法

勘探，勘察地层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

并用岩体力学方法，定量评价围岩的

稳定性。

1970 年，在卧渝输气管线嘉陵江

穿越工程中，采用定床模拟试验方法

(比例尺：1 ∶100) 计算设计流速，并

在建筑工程勘察中开始采用动力触

探、标准贯入、静力触探、傍压试验、

十字板剪切试验、点载荷试验等原位

测试技术。1974 年，在忠县穿越工程

初探中采用水下电测深方法，勘察穿

越河段的地层结构。

1965～1979 年，工程地质勘察突

破了苏联的技术规范，摸索出一些新

的勘察方法，增加了一些新的勘察设

备，开始建立适应四川特点的技术规

范。

1980 年，编制了地基计算、斜坡

稳定性评价和电子计算机辅助制图的

电算程序。首次应用电子显微镜、扫描

摄像技术，观察膨胀土微结构，配合化

学分析、差热分析、土力学试验对膨胀

土地基进行综合评价。1981 年，从美

国引进1 台ES－1210F 型多频道信号

增强工程地震仪(12 频道)。1982 年在

威成输气管线黄石板滑坡勘察中，试

用ES－1210F 型地震仪进行折射波法

勘察滑坡体厚度，与实钻比较，误差小

于15 % ；在威成输气管线抗震加固工

程中，用此地震仪测定沿线地层的波

速，寻找地震敏感地段，为抗震加固提

供依据，均取得了良好的勘察成果。此

后，地震勘察方法广泛应用于全川石

油天然气工业的工程勘察中。

1983 年四川编撰的《油气管道工

程地质勘察技术规定》，被纳入石油部

部颁标准 (SY L53－83)。以后又制订

《水封油库工程地质勘察技术规定》，

奠定了适于四川特点的工程勘察技术

规范。

1986 年以后，四川开始有计划地

发展岩土工程技术，相继开展了基础

形式方案设计、边坡稳定构筑物方案

设计、管道穿越方案设计、水下管沟成

沟方案设计、混凝土桩基础施工、地基

加固桩施工、滑坡治理抗滑桩施工、水

下稳管桩施工等设计和施工作业以及

滑坡位移监测、建筑物和构筑物沉降

观测、验基验槽等业务。

1987 年4 月，四川石油勘察设计

研究院工程地质队取得石油工业部代

国家计委颁发的甲级工程勘察证书，

准予承担甲级工程地质及岩土工程勘

察和乙级水文地质勘察与凿井任务。



第二节 工程设计

一、天然气集输工程

1958 年，四川黄瓜山气田集输工

程采用简易常温单井集输流程设计，

即在井口设置常温重力分离器脱除游

离水、凝析油和机械杂质，经计量后，

直接进入输气管线输往用户。黄瓜山

单井集输流程，井口装置没有加热设

备，输气管道只是一条敷设在地面的

光管。在天然气节流降压、采输过程

中，常会产出水化物，出现冰堵管道，

影响正常生产。1959 年，在阳高寺气

田阳1 井采输过程中，出现冰堵时，只

好用明火直接加热管道解堵，很不安

全，能耗也大。1961 年初，川南矿务

局使用烟道加热保温解堵，虽较明火

加热安全，但能耗仍大。

1961 年5 月，巴渝管线供气工程

的单井集输流程比较正规完整，即在

井口除设有节流、分离、计量设备外，

还有加热保温设备，输气管道穿越河

流的两岸和其它必要的地方设阀室，

在地形低点设放水器，在管道末端设

有配气站。

1964 年，为设计四川泸州天然气

化工厂供气工程，石油部四川设计院

在纳溪气田进行多井集输试验，在沈

公山气田进行低温分离集输流程试

验，取得实际数据后，1965 年8月，在

纳溪气田设计中，采用一级加热、二级

分离的常温分离多井集输流程。各气

井采出的天然气，经集气支线输入多

井集气站，分别加热后经一级分离、计

量、二级分离，再经汇管输往用户配气

站。纳1 井集气站是国内第一座多井

集气站，此后多井集输工艺逐渐应用

于全川气田集输工程建设中，成为四

川气田集输工程的基本流程。

1965 年，进一步发展了多井集输

工艺技术。在威远气田内部建成环形

多井集输管网，从井口采出的天然气

经集气支线汇入多个多井集气站，分

离、计量后，经环形集气干线，输往天

然气净化厂脱除硫化氢等有毒物质，

再进入输气干线输往城市用户配气

站。

1970～1973 年，根据卧龙河气田

压力高 (20 兆帕)、单井产量高 (日产

50 万立方米以上)、含硫量高 (54～99

克／立方米)、凝析油含量较多 (23．5

克／立方米)、储量大的情况，采用低温

分离多井集输流程设计。卧龙河气田

一号低温集气站流程是：从各气井采

出的天然气沿抗硫集气支线汇入集气

站，喷注乙二醇防冻剂，经高压常温分



离出游离水、凝析油 (少量) 及机械杂

质，再经换冷、二级节流降压，使温度

降至－15～－20℃进入低温分离器，

分离出来的凝析油和乙二醇水溶液进

入稳定提浓塔，稳定后的凝析油入储

罐储存，提浓后的乙二醇重复循环使

用，经低温分离后的含硫天然气入脱

硫厂进行净化处理。

低温分离较常温分离，凝析油回

收率可增加90 % 。以后卧龙河气田、中

坝气田相继建成4 座低温分离多井集

气站，对流程作了若干修改，使之更臻

完善。1989 年，中坝气田低温分离集

气站扩建设计中，首次采用电动变送

器馈送压力、流量、液位变化信号，对

压力、液位超限及电源故障设置了闪

光和音响报警，并设置了自动放液装

置、气动色带指示仪、气动记录调节仪

以及六打点记录仪，能自动作压力、温

度补偿和打印的质量流量计。使四川

气田内部集输工程的自动化水平前进

了一步。

四川天然气集输采用了常温分离

和低温分离两种工艺流程，常温分离

又分单井集输、多井集输两类，单井最

高集气压力达60 兆帕 (文兴场气田1

号井)。1982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勘察

规划设计院编制天然气集输工程组合

式定型设计。组合式定型设计共有13

个生产单体，分为抗硫与不抗硫两个

系列，适用于关井压力小于57 兆帕，

单井产气量小于每日30 万立方米，集

气站工作压力小于9．4 兆帕，日集气

能力小于200 万立方米的情况下使

用。定型设计的三相分离装置，采用自

动放水，加热装置全部采用水套炉，计

量采用高级孔板阀和简易孔板阀。井

口装置采用双针压力自动记录仪同时

记录油管压力和套管压力。1983 年完

成抗硫系列施工图设计，获石油部优

秀设计奖；不抗硫系列施工图设计，亦

于1986 年完成。1988 年完成的橇装式

集气装置定型设计抗硫系列，包括井

口缓蚀剂罐、水套加热炉、分离计量、
自耗气等4 个设备的橇块，并用于磨

溪气田的集气建设工程。

1964 年在长纳线开始设计阴极

保护站；1966 年，在威成线第一次设

计了清管站；1978 年，在佛渝线首次

设计橇装输气站，全线采用正反输流

程。1985～1988 年，为提高输气运行

的安全性，在四川北半环输气干线，采

用气液联动事故紧急截断阀，其首站

的气体质量监控仪表，设有自动记录、

自动报警、遥控启闭、清管程序控制、

遥测阴极保护电位等电子自动控制装

置。四川北半环输气管道是国内设计

建成的第一条全线自动控制的输气管

线，获1990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优秀设计奖。

二、油气管道穿越工程

1960 年建成的南充油田东观至



南充炼油厂穿越嘉陵江的输油管道，

管径219 毫米，壁厚12 毫米，长400

米，采用单管紧贴河床敷设，加石笼钢

桩稳管，是国内第一条水下输油管道。

后在遂宁县桂花镇输油管线的涪江穿

越工程、巴渝输气管道的重庆茄子溪

长江穿越工程及纳溪县城关输气管道

永宁河穿越工程设计中，亦采用了单

管紧贴河床底部敷设、加重物稳管的

穿越方式。涪江穿越工程采用直径59

毫米、厚18．4 毫米的废钻杆稳管，投

产后没有冲断外，其它3 条管线先后

被洪水冲断。

1963 年，改用复壁管靠河床底部

敷设的方案，重建巴渝输气管线重庆

茄子溪长江穿越管道获得成功。即在

直径219 毫米的输气管道外套装直径

325 毫米的钢管，再向内外管的环形

空间加注比重为1．86 的水泥浆，并压

以钢丝石笼和钢桩稳管，两岸和水陆

交界地段挖沟埋设。1964 年在长纳输

气管线永宁河穿越工程和1968 年在

泸威输气管线二龙口长江穿越工程设

计中，均采用复壁管穿越方式。上述3

条穿越工程建成投产后，均超过工程

设计寿命，仍正常运转。

1968 年，在峡渝输气管线江津县

黄磏长江穿越工程设计中，提出水下

悬链穿越的方案，即变直线穿越为向

下游弯曲的弧线穿越，利用钢管抗拉

强度远大于抗剪强度的优势，提高水

下管道对水流的抗冲击能力。长江中

上游属高流速砂卵石河床，能否采用

水下悬链穿越方式，国内外尚无先例。

石油部四川设计院先后在长江航道和

都江堰水利控制系统进行模拟试验，

测定模型在水流作用下的振动。1969

年，根据模型试验成果完成长江水下

悬链穿越工程设计。设计的水下悬链

管道采用直径219 毫米钢管，外套273

毫米钢管的复壁管结构，管道容重为

每立方米2800 公斤。在悬链管道两端

的锚固墩基础内设置有吸振装置，并

在悬链管段中间设有6 个加重防振

点。1970 年，泸州二五五厂的专用供

气管线穿越长江工程也采用水下悬链

穿越方式。1972 年，黄磏长江水下悬

链穿越靠北岸处被水流冲断，当即修

复；1974 年，再次冲断后停用。而泸

州二五五厂长江水下悬链穿越管道自

建成运营20 年，仍能正常运行。实践

证明，在河床平直，冲淤变化不大的河

段，采用悬链穿越技术，经济可行。

1970 年，敷设卧渝输气管线重庆

嘉陵江穿越工程时，四川石油管理局

基建指挥部已掌握了河流边岸浅水区

段进行水下爆破、拉铲、高压水力冲刷

等水下成沟的技术，穿越管段采用全

断面埋设的方案。此后，1975 年佛渝

输气管线江津县黄磏穿越、1976 年川

汉输气管线湖北红花套长江穿越、

1977 年中德输气管线涪江穿越和川

汉输气管线重庆井口嘉陵江穿越等大

中型穿越工程设计中，均采用全断面



埋设的设计方案。上述穿越工程建成

投产后，凡按设计全部埋入河床稳定

层的穿越管道，1990 年底仍正常运

转；井口嘉陵江水下穿越和江油县涪

江穿越，因穿越管道没有全部埋入稳

定层，则先后被洪水冲断。

1979 年4 月，抢建永榕输气管线

合江史坝长江穿越工程时，因洪水期

即将来临，采用与水流方向成45 度的

管束斜线穿越方案，以避开河床交错

的两个深槽。管束选用一条直径172

毫米、壁厚24 毫米和两条直径168 毫

米、壁厚16 毫米的无缝钢管，穿越长

度835 米，在穿越管束的下游采用连

续抛石成坝稳管。1979 年6月，又在塔

宜输气管线红庙子岷江穿越工程中，

采用两条直径168 毫米、壁厚16 毫米

的管束穿越方案。由于穿越河流自然

条件的差异，前者至1990 年仍正常运

营，后者于1986 年被洪水流冲断。

1985～1987 年，四川北半环输气

干线的渠江、嘉陵江、涪江、北河、中

河5 条大中型穿越工程，均采用重晶

石加重混凝土外套管稳管方法，较复

壁管穿越方法简化了工序，缩短了建

设周期，节约了投资。

至1990 年，四川共设计建成水下

穿越长度大于100 米的工程97 项，掌

握了单管裸露、复壁管裸露、水下悬

链、复壁管沟埋、管束斜穿、加重混凝

土外套管等多种形式的管道穿越江河

的设计施工技术，管道水下穿越技术

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三、油气管道跨越工程

1960～1961 年，在设计巴渝输气

管线百节河跨越工程时，根据跨越河

段河床是基岩、水浅、便于支架基础、

管径较大 (426 毫米)、跨度较小 (140

米)的情况，采用多跨连续梁跨越设计

方案；一品河跨越和百灵河跨越，根据

跨越河段河床不稳定但两岸边坡稳

定、管径较大 (426 毫米)、跨度较小

(80 米) 的情况，采用桁架结构跨越设

计方案。桁架跨越，施工维修方便，但

跨越能力有限，钢材消耗量较大。

1965～1966 年，在巴渝输气管线

茄子溪长江跨越工程设计中，根据跨

越河段河床不稳定、水深流急、两岸边

坡稳定、管径较小 (219 毫米)、跨度

大(全跨长1056 米，主跨长472 米)、环

境风速大的情况，选用悬缆式跨越方

案。悬缆式跨越抗震能力强，但只适用

于管径小于300 毫米以下柔度较大的

管桥。1975 年12 月，在金沙江输气管

线跨越工程设计中，亦因跨度大 (299

米)、管径小 (159 毫米)，再次采用悬

缆跨越方式。

1966～1974 年，威成输气管线和

威成输气复线沿线小型河流跨越，根

据跨越段河流的地质情况和跨度大

小，设计采用了多种形式的低空跨越

方式，有轻型托架跨越、单塔斜拉索跨



越、单管拱跨越、П型钢架跨越。

1975 年，设计傅安输气管线南广

河跨越，根据跨越管径大 (426 毫米)、

跨度也大(全跨400 米，主跨200 米)的

情况，首次将国内斜拉索公路桥的建

筑结构形式移植到管道跨越设计中。

此后不断完善，成为四川非地震地区

大中型跨越工程的主要跨越方式。该

项技术1983 年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发

明三等奖。

至1990 年，四川共设计建成跨度

30 米以上的输气管桥30 座。采用了多

跨连续梁、П型钢架、单管拱、组合拱、

桁架、轻型托架、悬缆、悬链、单塔拉

索、斜拉索等跨越方式，设计施工水平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四、天然气净化工程

1953 年，在隆昌炭黑厂设计了四

川第一套天然气脱硫装置。

1965 年，为开发威远、卧龙河等

含硫气田，石油部四川设计院和天然

气研究所联合组织脱硫攻关队，选用

乙醇胺脱硫、克劳斯硫回收工艺，先后

在长寿县新市含气构造、威远气田威2

井进行试验；取得建厂工艺数据和操

作管理经验后，在东溪气田设计建成

日处理天然气15 万立 方米的装置1

套。1966 年，在威远气田设计建成日

处理天然气70 万立方米的装置2 套，

并取得砜胺法脱硫工艺试验成果，后

于1971、1973 和1982 年分别设计建成

威远气田脱硫二厂、卧龙河气田垫江

脱硫厂和中坝气田天然气处理厂。

1985～1987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

天然气研究所试验成功甲基二乙醇胺

脱硫新工艺 ( M D E A )；1989 年，设计

建成渠县天然气净化厂。

1965～1990 年，由四川石油管理

局勘察设计研究院设计建成的天然气

净化厂获国家、省部级奖励4 项 (次)。

第三节 工程施工

一、山地管道

1958 年，川中矿务局建筑安装工

程大队在东观至南充炼油厂输油管道

施工中，将工厂管道安装全部移到野

外进行。人工对口，电焊连接，手工浇

涂沥青防腐绝缘层，水试压，人工回填

投产。永川化工厂同年在黄瓜山至该

厂供气管线安装和重庆市设备安装工

程处1961 年在石油沟至重庆钢铁厂

输气管线安装中，均采用工厂野外化

的施工方法。其安装水平低，劳动强度

大，施工速度慢；投产后不久，管道时



有破裂，影响正常生产。

1964 年2 月，四川石油管理局安

装工程处 (原川中矿务局建筑安装工

程队) 在邓8－邓10 井输气管线安装

施工中，管道外防腐在野外集中预制。

为提高焊接质量，钢管两端先打坡口

再焊接，加快了安装速度。1964 年，在

长纳输气管线工程施工中，先用酸洗

喷砂除锈技术、索道爬犁运管、架设枕

木组装对口、空气压缩机空气试压，后

在原有集中除锈、浇涂底漆的基础上，

增加按测量成果表切割下料、接拚短

管、坡口机切削坡口、浇涂沥青防腐

层、按顺序编号装车的集中预制工序，

预制化程度达94 % ，现场组装、焊接、

试压技术也有所发展。

1965～1966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

基建指挥部(原建筑安装工程处)在威

成输气管线安装施工中，采用钢管在

工厂集中预制、现场对号入座组装焊

接的施工方法。使用了吊钳、吊钩、拖

船、拖架、拖车、外对口器、升降调节

四脚架、5 米5 吨下沟器械等施工机

具。

1966～1969 年，在泸威输气管线

安装施工中，管道预制厂建成除锈、浇

涂沥青、缠绕玻璃纤维布3 道机械化

作业线；1967 年，建成两条载重3 吨的

架空索道，实现管道装卸作业机械化，

并采用双互式胎具连接管段，形成连

续预制作业线。

1970 年，制成活动连续接头，成

倍提高管道预制速度，管径159 毫米

以上大小管道均可连续预制；在卧渝、

威五等输气管线安装施工中，采用X

射线技术抽查焊口质量。1978 年以

后，普遍推广应用活动发电房，不再沿

管沟设置电力线。

1978～1980 年，油气田建设指挥

部先后在中德、佛渝等输气管线的安

装施工中，应用结507 焊条全方位下

向焊接技术 ，与手工电弧焊相比，提高

工效35 % ，节约焊条20 % ，获四川省发

明三等奖，很快在全川推广应用。1979

年研制出电动坡口机，加工坡口光洁

度好，提高 工效30 倍；1981 年研制出

便携式焊条电保温箱。

1985 年 ．油气田建设工程公司在

四川北半环输气管线安装施工中，应

用该公司研究所1984 年6 月研制成功

的 W JZ 型管道自动埋弧焊接技术进

行管道外环缝自动焊接，推广X X Z－

1505 周 向 X 光 机 透 视 抽 查， 并 按

《G B3323－ 82 钢射线照像及底片等级

分类法》进行评片。添置司各特汽油直

流焊机，配备角向砂轮、焊条保温筒、

气冷氩弧焊把等一套轻便焊接工具，

自制的卧式液压阀门试压机替代过去

的盲板单面试压工艺，开发应用自动

埋弧焊、大口径弯头整体预制技术。

1986 年，从国外引进直径529 毫

米的气动式内对口器和P B6－20 型弯

管机。1988 年，油气田建设工程公司

在青海尕斯库勒油田管道施工中，第



一次在直径89 毫米以下小管径和变

径管道内采用衬水泥沙浆防腐层的施

工技术。

1989 年11 月，油气田建设公司研

究所开发出 W D K Q 219 型不可调外对

口器和 W D K Q 219 型可调外对口器。

使用不可调外对口器，可保持径向不

变，不需点焊，一次连续焊完，特别适

于下向焊操作；可调外对口器适用于

电弧焊、氧乙炔焊及点焊操作。上述两

项管道对口器的开发应用，节省了人

力、物力，提高了组装焊接的质量和速

度。

二、水下管道

在古代自流井、贡井竹木输气管

道穿越河流的施工中，常采用人工筑

坝拦水，开挖管沟或砌筑石槽，将竹木

管埋于沟槽之内，上覆石板，然后拆去

拦水坝，恢复河流原状的办法施工，只

适用于小溪小河。

1960 年，川中矿务局建筑安装工

程处在南充市嘉陵江水下穿越管线施

工中，第一次采用轨道式小平车发送

道，分段预制、组装、焊接试压，通井

机牵引拖管过江的安装方法。穿越管

线按设计预先在河床表面形成向下游

弯曲，弧高20 米，然后用高压水力冲

刷沙质河床，边冲边沉至设计位置，待

自然回淤之后压以石笼稳管；在边岸

砾石河床地段，则采用爆破成沟的方

法。1961 年在遂宁县桂花镇输油管道

涪江穿越和巴渝输气管线重庆茄子溪

长江穿越、1962 年在纳溪县城输气管

线永宁河穿越等施工中，均用这套施

工方法。

1963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建筑安

装工程处在重庆茄子溪水下穿越管线

重建工程施工中，由过去的单层管裸

露敷设方式变为双层复壁管裸露敷设

方式，穿越管线的重量成倍增加，遂用

滚轴式发送道拖管过江的安装方法。

在左右两岸，小粒径河床采用挖泥船

挖管沟；大粒径卵石河床，则用自制拉

铲 (俗称索缆式耙斗，拉铲容量0．5～

0．8 立方米) 装置在锚定的木驳船上，

在岸上设置5 吨双筒卷扬机，用钢丝

绳连接带动拉铲，挖出深2 米、底宽4

米、上游边坡1 ∶5、下游边坡1 ∶2 的

管沟。并采用爆破松动、拉铲成沟的方

法，工效成倍提高。

1964 年，在长纳输气管线永宁河

水下管线施工中，由于穿越河段两岸

地形陡窄、穿越管段仅84 米、施工段

流速小于1 米／秒，采用河水飘浮旋转

过江的安装方法。此法不需设置发送

道及牵引动力设备，节省费用，但不适

用于江面太宽、流速较大的河段。

1966～1968 年，在泸威输气管线

江安县二龙口两条穿越长江的水下管

线施工中，根据两岸地形起伏大的情

况，Ⅰ－Ⅰ线采用滚动管架式发送道

拖管过江的方法，在右岸设置5 台通



井机、3 台卷扬机为牵引动力，用直径

42 毫米的钢丝绳联接牵引过江；在

lI －Ⅱ线以裸露爆破与拉铲相结合的

办法开挖水陆交界地段的管沟，其靠

左岸水下50 米宽的砂质河床仍采用

高压水力液化沉管法，并将4～6 个钢

筋石笼捆成一体，用大型浮吊机动船

投放，以提高稳管石笼的抗冲能力。

1978 年，在中德线涪江穿越管线

施工中，采用了两种形式拉铲、两道工

序成沟的方法，即先用齿形拉铲拉出

20 厘米以上的大卵石，再用蟹形拉铲

拉出20 厘米以下的小卵石。石板河水

下穿越管线施工采用双向拉铲开挖的

方法；杨邓线沱江水下穿越管线施工

则在4～5 米长的竹排上串联炸药包，

用木船移至管沟中心线沉入江底，起

爆成沟，架空线牵引拖管过江。

1979 年，佛渝输气管线江津县黄

磏长江水下穿越管线施工，因设计要

求全断面埋入砂卵石河床的稳定层

内，采用拉铲开挖、气举清理成沟的方

法施工。开挖半月之后，意外碰遇基

岩，改用裸露爆破，拉铲清理成沟方

法。后在拉铲清沟中，又遇不少的大石

块 (最大约4 立方米)，拉铲无力清理，

又改用16 吨汽车吊清理，第一次在长

江挖出一条全断面的水下管沟。佛渝

输气管线重庆井口嘉陵江水下穿越管

线施工采用平衡拉铲开挖水下管沟的

方法，挖出的水下管沟中心线与设计

中心线基本一致。

1982 年12 月～1983 年6 月，佛渝

输气管线合江赤水、习水河汇流段水

下穿越管线施工中采用气举吸泥法开

挖水下管沟，借用桥墩基坑开挖的气

举吸泥设备，自制组装成水下管沟气

举吸泥船，用88 千瓦的机动船拖运。

1983 年1 月，开始气举吸泥挖沟试验，

运转314 小时，挖出土方4240 立方米，

吸出石块的最大直径为350 毫米，最

重20 公斤。试验成功后，立即投入水

下管沟开挖。在气举吸泥挖沟过程中，

遇有基岩时，则辅以水下钻孔爆破开

挖。1990 年，在重建泸威输气管线江

安县二龙口长江水下穿越管线的施工

中，将气举吸泥法用于砂卵石河床，扩

大了气举吸泥法的应用范围。

四川油气管道水下穿越管线的施

工技术，已形成了适应不同河床的水

下爆破、拉铲、高压气举吸泥和水力液

化等水下成沟和管线发送牵引过江、

飘浮旋转过江等安装方法。

三、空中管桥

1961 年，重庆市设备安装工程处

在巴渝输气管线百节河、一品河、百灵

河3 座小型河流跨越管桥施工，因是

低空小跨度的梁式结构管桥，河水浅，

采用陆上就地吊装就位焊接的办法。

1965 年，四川石油管理局基建指

挥部在巴渝输气管线重庆茄子溪长江

跨越施工中，采用整体吊装塔架、高空



拖管过江方法，即分4 节组合成整体

塔架后，用两台卷扬机吊装；塔架吊装

就位后，用机动船牵引主索过江，架设

于塔顶，再进行高空拖管过江作业；拖

管设施就序后，在地面根据发送台的

长度，预制成40 米或20 米长的管段，

边运往发送台，边焊接，边拖管；拖管

结束后，南北两段管线在北岸塔顶碰

头安装就位。高空拖管过江安装方法

施工安全可靠，不影响通航。

1977 年施工的佛渝输气管线合

江县赤水河、习水河跨越管桥，其赤水

河段全跨长325 米，主跨196 米，两岸

边跨各78 米，两塔架高各22 米，重12

吨；习水河段全跨210 米，主跨111 米，

两岸边跨各49．5 米，两岸塔高均为14

米，重7 吨。管桥为斜拉索一悬索结

构，管径大 (720 毫米)，采用工厂预

制、悬索起吊、低空拖管过江的安装方

法。即铁塔在工厂预制成部件后运往

现场，安装就位后安装悬索，在发送道

上组装焊接管段，顺发送道沿悬索下

方水平牵引拖管过江。

1982～1983 年施工的中德输气

管线涪江跨越管桥全跨620 米，主跨

320 米，两岸边跨各150 米，跨越管径

720 毫米，两塔架高各50 米，再生腹杆

锥形塔架，斜拉张管桥结构，采用双人

字杆台吊塔架、预张拉斜拉索、大型走

线拖管过江的安装方法。塔架整体组

装焊接，一次抬吊就位；跨越管线现场

焊接预制成30～80 米的管段，逐段吊

上发送架，逐段发送过江，用大型走线

吊装就位，形成拱形，拱高0．5 米；边

跨用两塔抬吊就位；跨越管件全部就

位后，在东西两岸同时用卷扬机由远

到近将斜拉索逐根拉紧固定。

魏荆输油干线汉江跨越管桥全跨

长1045 米，中跨长500 米，北跨长320

米，南跨长225 米，管径475 毫米，两

岸塔架高均为70 米，重120 吨，南塔位

于河堤内，北塔位于江心，采用桅杆式

铰接塔架，大跨度斜拉索管桥结构。

1983～1984 年施工，采用气举吸砂器

开挖塔架基坑以及格构式抱杆、人字

架群、跑车走线等综合技术。铁塔整体

组装后，用人字架和格构式抱杆抬吊

到塔铰高度与塔基连接；跨越管道在

南岸设置80 米长的发送道，北岸设置

120 米长的发送道；在南北两岸锚固

墩之间，设置跑车吊装走线，用直径52

毫米的钢丝绳作承重索，每隔24 米设

一吊点，用吊车或走线逐段吊上发送

道发送，用D－80A 型拖拉机牵引过

江；边跨段在地面预制试压后，每隔30

米设一吊点，用人字架群一次抬吊就

位。在该跨越管桥安装施工中，全面应

用和发展了四川自1961 年以来管桥

安装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术，并于

1985 年首批获中国建筑行业最高奖

——鲁班金像奖。

四川石油管理局油气田建设工程

公司掌握的一套整体吊装塔架、岸上

组装管段、空中牵引管段过江的管桥



安装方法，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四、厂站

1958～1961 年，四川选油站的安

装施工全用手工作业工具。

1964～1967 年，在长纳线集输场

站施工中首次采用机械吊装和全位置

固定焊的安装技术，非标设备则在工

厂预制。这套安装技术一直沿用至

1977 年。

1978～1979 年，油气田建设指挥

部在佛渝输气管线的11 座输气场站

安装施工中，采用小型橇装施工方法，

减少了现场安装工作量，省去混凝土

基础工程。

1979～1981 年，油气田建设指挥

部在川东天然气净化总厂工程施工中

创造了多项安装纪录。重174 吨、高32

米的萨菲诺脱硫吸收塔，日方设计要

求用300 吨大吊车吊装。因当时国内

还没有大型超重吊装设备，改用卷扬

机牵引、钢排溜放、双抱杆机械群的吊

装方法，于1979 年8 月29 日安全准确

吊装就位，创造了用小型机械群吊装

大型设备的先例。吊装高90 米、重152

吨的尾气处理装置和100 米高的尾气

烟囱，日方设计要求整体总装后吊装，

但因施工场地所限，无法实施整体吊

装，遂采用分段倒装法，将尾气处理装

置迅速准确吊装就位。吊装1700 立方

米液硫罐，日方设计要求用正装法安

装，但在当时的具体施工条件下，正装

法施工不安全，质量难以保证，仍采用

倒装法，迅速安全吊装就位。安装重19

吨、功率826 千瓦的溶液加压泵和重

20 吨 (功率680 千瓦) 的压风机施工

中，日方设计要求在起吊安装过程中，

必须一次准确无误，绝不能对机座键

槽有丝毫损伤。采用4 个倒链拱抬起

吊、空中水平仪找正、平衡就位的吊装

方法，一次吊装成功。根据日方设计提

出的焊接质量标准，油气田建设工程

公司使用了5 项焊接新技术，确保了

焊接质量：一是用Y F－28E 焊丝气体

保护打底焊接技术；二是按JISZ2343

标准推行渗透检查技术；三是采用角

向砂轮清渣技术；四是采用指形元件

电阻加热低温退火技术；五是采用日

方提供的轻便气冷式R F－250F G－B

型X 光机照片技术。

1987～1988 年，油气田建设工程

公司在渠县天然气净化厂施工中，厂

站安装技术又有所发展。在高100 米、

重86 吨的大型框架结构的尾气烟囱

安装中，采用整体吊装法；在塑料筑炉

施工中，采用毛坯入炉、满模浇筑耐热

碱的方法，提高工效1．5 倍；在大型塔

类设备施工中，采用两木搭代替桁架

桅杆的吊装方法。完成了该厂大型自

动控制仪表的安装任务。

1990 年，在磨溪气田厂站工程施

工中推行橇装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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