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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会上习主席发表

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现机制》的重要讲话，

并庄重承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

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60%－65%。

为了积极落实国家的承诺，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

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改善生态环

境。液化天然气作为沥青拌合站的环保燃料是公司大势所趋,近年使用也逐

步增多。

面对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的增多,安全运营管理方面存在

重大隐患，需要持续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对于各施工企业需要加强培训教育，

制定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安全管理规范可以便于各公司进行安

全管理,让各个项目部有管理标准。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协会牵头组织编制，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成都深冷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三一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四川正中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为参编

单位，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成都深冷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四川正中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特种

设备检验研究院

目前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已经在公路建设行业中大量应用,

液化天然气作为危险化学品，在沥青站当中应用却一直缺少场站建设技术规

范与管理相关规范，尚未形成统一的建设和管理标准和要求，不能有效对其

场站规模、布置要求，建设和运维进行统一，导致了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安全

事故和隐患，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严重阻碍了液化天然气这种清洁能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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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中的应用和发展。基于提高现有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天然气站安全

保障，且推动清洁能源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因此该标准规范编写顺应了工

程建设发展需求，且需求迫切。

 起草工作阶段

根据要求，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指导下，于2023年上半年着手成立标准编制工作

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编制的相关。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积极收集有关本标准的各类信息，并组织相关的调研和意见收集工作，联络合作

单位，最终明确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随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了标准编制立项申请、计划大纲编写，明确任务分工

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

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充分讨论标准范围

、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场站布置、工艺设计、配套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

运行维护、拆除及迁建的内容，并结合气化站现有建设及应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于2023年7月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技术规

范》的立项申请材料。8月1日，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在北京召开立项审查会议，对标准

立项报告进行审核，通过了标准项目的编制申请。

立项申请获批后，起草小组加快标准编制工作节奏，着手编制标准工作大纲和编

制意见草稿的相关工作。编制工作大纲草案稿通过会议讨论、微信、邮件等方式提交

给参编单位和协会专家分别审核，综合了多方意见，确定了标准起草编制的总体计划

内容，形成了正式的标准工作大纲文件。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立项审查会议内容，结合编制工作大纲进行认真分析、理解

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草稿的编制工作，于2023年12月底完成了国内外调研

工作，2024年4月中旬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

站技术规范》的工作大纲征求意见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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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3日，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在北京召开大纲审查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编

写组汇报，经质询、讨论后，审查组专家一致同意标准大纲通过审查，并建议按照专

家意见修改进行大纲调整、完善后尽快开展下一阶段工作。

大纲审查通过后，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大纲审查会议要求，加快标准编制工作节

奏，着手编制标准编制说明、标准草稿和调研报告的相关工作。于2024年6月底完成了

团体标准《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草

稿）以及调研报告。

2024年7月4日，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在北京召开了《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

化天然气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写组汇

报，经质询、讨论，审查组专家一致同意标准征求意见稿（草稿）通过审查，并建议

按照专家意见修改调整章节结构，增加关于质量控制与运营维护细节的附录。

征求意见稿（草稿）通过审查后，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征求意见稿（草稿）审查

会议要求，着手编制标准编制说明、标准草稿的相关工作，并于2024年7月底完成标准

修改完善，具有公开征求意见条件，报请协会通过网络等方式发布，对标准文件公开

征求意见。

2024年8月—2024年9月：征求意见稿阶段

2024年8月—2024年9月，挂网和发送有关单位和专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2024年10月—2024年11月：送审稿阶段

2024年10-11月，编写组逐条归纳整理收集到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

进行修改。

2024年12月：报批稿阶段

编写组根据送审稿审查意见和会议纪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标准的报批

稿。

提交标准报批稿，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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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规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

 标准内容：就公路工程建设中沥青拌合楼配套的临时液化天然气站的建设规模、

基本规定、场站布置、工艺设计、配套设施设计、施工及质量控制、运行维护、

拆除及迁建进行了规定。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标准的主要章节如下所示，详细内容参见标准草稿。

1 范围

介绍本规范编制目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用到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规定了气化站的规划设计要求，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要求，场站建设总体

要求，管理人员要求，气化站功能要求。

5 设计

5.1 站场布置

5.2 工艺设施设计

5.3 配套设施设计

6 施工及质量控制

6.1 一般规定

6.2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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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设备

6.4 土建施工

6.5 设备安装

6.6 管道安装

6.7 干燥、预冷、保冷工程

6.8 质量控制

7 运行维护

9.1 一般规定

9.2 设备实施运维

9.3 运行安全

8 拆除

10.1 一般规定

10.2 排空抽净

10.3 清理置换

10.4 拆卸运输

10.5 交接

 标准名称：标准名称为“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技术规范”。

 应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液化天然气储罐总容积不大于60m
3
（几何容积）且投产后

使用周期不超过3年的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液化天然气站的设计、施工、验收、

运维及迁建。

 术语和定义：对“液化天然气”、“蒸发气”、“临时液化天然气站”、“LNG储

罐”、“气化器”、“防护堤”等进行定义和解释。

 基本规定：规定了气化站的总体规划、配置、设计要求，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要

求，场站建设总体要求，管理人员要求，气化站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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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站场布置规定了气化站场址选择，气化站的LNG储罐、集中放散管管口、LNG

卸车点和调压装置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气化站站内设施之间的安全

距离要求，平面设计中围墙、道路、防护堤的设计要求要求；工艺设计规定了气

化站工艺设备、安全切断阀门、仪器仪表的配置要求，规定了LNG储罐的工艺设计、

材料、制造要求，规定了卸车机子增压装置的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气化系统的

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气化系统调压计量装置的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放散装置

的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阀门及连接件的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管道的工艺设计

要求，规定了仪表风系统的工艺设计要求，规定了紧急切断系统的工艺设计要求；

配套设施设计规定了给排水设施、供电及防雷设施、仪表自控设施、建（构）筑

物的设计要求。

 施工及质量控制：规定了气化站设备材料、土建施工、设备安装、管道安装、干

燥、预冷、保冷工程的建设、验收要求；规定了质量控制中验收的参与方及验收

的资料需求。

 运行维护：规定了气化站设备设施运维的要求；规定了运营安全的要求。

 拆除：规定了气化站设备拆除过程中储罐排空抽净、清理置换、装卸运输、交接

的要求。

按照条款要求，组织实施相关重要的项目验证工作，实施的试验项目有：

（1）沥青拌合楼临时液化天然气站全周期验证；（2）工艺设计科学性验证；

（3）配套设施合理性验证；（4）运行安全监控验证。试验验证结论如下：

（1）沥青拌合楼临时液化天然气站全周期验证

在公路工程建设中需要的临时液化天然气站，从特种设备生产制造、气

化站规划、设备配置、场站建设，设备安装、气化站验收、运维等全过程全

周期都依靠规程要求进行管理，统一气化站的技术要求和建设要求，确定能

解决现在气化站建设不规范的问题，没有规范可依的问题。使得沥青拌合楼

临时液化天然气站有理可依，规范合理，安全可靠。

（2）工艺设计科学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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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LNG设备的卸车、自增压、气化、调压与放散等工艺过程设计，

与配套设备的配置，采集运行过程的数据，监控各设备运行状态，验证其工

艺满足生产需求，同时安全可靠，符合相关要求。

（3）配套设施合理性验证

通过对配套设施如：消防设施、给排水设施、供电及防雷设施、仪表自控

设施的规范，配套设施的运行记录和分析，验证这些配套设施对设备运行与安

全保障必不可少，同时对设施的参数及相关要求科学合理，满足使用和相关法

规要求。

（4）运行安全监控验证

通过对气化站液位、压力、温度的监控，并通过自控系统的配置，对气

化站的安全状态进行监控，提升气化站的安全保证。

无

本文件没有涉及到相关国际标准。

本文件在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前提下，参照《汽车加

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结合公路建设工程中配套的临

时液化天然气站的规模和特点编制而成，标准充分吸纳、总结现有临时液

化天然气站的建设、布置、运维、迁建情况，统一工艺设计、配套设施设

计、质量控制要求，适用于我国公路建设中的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

然气站建设。

本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建议团体标准《公路工程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天然气站技术规范》作为推

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3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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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后，应向公路工程建设工程中，在沥青拌合楼配套临时液化

天然气站，使用液化天然气作为沥青拌合楼作为燃料进行沥青混凝土拌合作

业的相关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推荐执行本标准。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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