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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下储气库是天然气调峰的重要手段和国家能源供应的安全保障，中国储气库处于初级发展

阶段，随着中国储气库的大量建设和投产，存在储气库运营体系未建立、管理流程及原则待完善等问

题，导致调峰保供能力不足。系统论述了欧洲储气库现状、储气库运营体系、运营流程、管理规定与

原则。借鉴欧洲储气库运营管理经验，总结得出：①欧盟 2016 年工作气量较 2010 年增加 13 倍，中

国储气库调峰需求和建设规模也在不断增大，急需借鉴欧盟运营管理方法构建中国储气库运营管理

模式；②制定多种储气容量产品及从快速波动储存到季节性储存的大范围储气服务，优化客户储气

容量组合，达到灵活利用储气容量的目的；③欧洲储气库的回购、退订及二级市场机制有利于平衡客

户间储气容量，从指派限制、使用容量、容量超限、中断与限制客户容量、注采再分配等方面制定详细

规定，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操作运行流程；④中国储气库运营商应搭建储气库容量交易平台，

随储气库规模的增加，建立单条管道多储气库联运平台，逐步形成多管道多储气库的全国性运行系

统，联调联运，优化管网系统运行，实现管道储气库的大系统优化调峰。（图 12，表 4，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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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operation mode of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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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is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natural gas peak shaving and the guarantee for national 

energy supply safety. At present, the UGS industry in China is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 large number of UGSs are 

construc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in China, but the UGS opera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built and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principles need improving, so peak shaving and supply capacities are insufficien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UGS 

status, operation systems and process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in Europe we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the European UGS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Firstly, the working gas in the 

EU in 2016 is 13 times more than that in 2010.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eak shaving demand and construction scale of UGSs in 

China, it is in urgent need to build up Chinese UG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by referring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in EU.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variety of gas storage capacity products, carry out extensive gas 

storage services from the rapidly fluctuating storage to the seasonal storage and optimize the gas storage capacity portfolio 

of customer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lexible utilization of gas storage capacity. Thirdly, the buyback, unsubscription and 

secondary market mechanisms of European UGSs are beneficial to the balance of gas storage capacity among the customers. 

A nationally unified standardized operation process should be gradually formed by formulating detailed provisions such 

as the assignment limits, storage capacity usage, capacity overrun, disruption and restriction on customers’ capacity, and 

redistribution injection and withdrawal. And fourthly, Chinese UGS operators should build up a UGS storage capacity trading 

platform. With the increasing of UGS scale, a single-pipeline multi-UGS combined transport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gradually, a national operating system with multiple pipelines and UGSs will be formed for combined distribution and 

transportation. Thus, the pipeline network system can be optimized and the large-system optimal peak shaving of pipelines 

and underground gas storages will be  realized. (12 Figures, 4 Tables, 20 References)

Key words: Europe,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operation system, management process, injection-withdrawal curve, 
operation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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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储气库调峰应急储备是天然气供应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加拿大建成第一座地下储气库至今，

世界储气库的建设与运营已有百年历史[1-2]。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大庆油田开展了利用枯竭气藏建设地下

储气库的尝试，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张坨地下储气库

的建设揭开调峰型地下储气库建设的序幕，2000 年中

国第 1 座商业地下储气库投入运行[3]。目前中国已建

成的地下储气库有喇嘛甸北块、大张坨、板 876、板中

北、板 808、板 828、金坛、京 58 储气库、文 96、苏桥（一

期）等 20 座，设计总库容达到 452×108 m3，设计总工

作气量为 151×108 m3。美国储气库工作气量占年消

费量的 17.4％[4]，欧洲各国已建成投产大量储气库，多

数国家储气设施的储备能力占年消费气量的 15％以

上，德国达到 25％，远高于中国 2.38％的水平。欧洲

储气库运营已有数十年经验，以国内储气库工作气量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1％）测算，到 2020 年国内储气

库工作气量需求为 385×108 m3[5]。随着中国储气库的

投产运行，有必要了解欧洲储气库系统信息和管理运

营模式。田静等[6]从监管政策、运营模式及定价机制

的宏观角度概述了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储气库管理模

式。褚庆福等[7]从管理权限划分、许可证颁发及运营

服务 3 方面介绍了美国、加拿大及俄罗斯的地下储气

库管理体制。徐博等[8]介绍了美国现代地下储气库市

场化运营模式的基本特征。以下从欧洲储气库概况和

储气库参与方角度，详细论述目前欧洲储气库的产品、

客户注采曲线、运营体系以及储气容量的管理原则。

1　储气库概况

1.1　工作气量

欧洲 2015 年储气库总工作气量 1 460×108 m3，在

建工作气量 16×108 m3（表 1）。其中，欧盟国家储气

库总工作气量 1 080×108 m3，在建工作气量 15×108 m3，

2025 年工作气量将达到 1 160×108 m3。2015 年德国

拥有欧盟最大工作气量 245.7×108 m3。乌克兰是欧洲

最大储气国，工作气量达到 319.5×108 m3。此外，意大

利、荷兰、法国及奥地利工作气量大于 80×108 m3。英

国规划储气量达到 124.6×108 m3。

储气库类型包括枯竭油气藏、盐穴、含水层等。

分别统计了欧洲、欧盟这 3 种储气库的运行、建设、规划

工作气量（图 1）。 图 1　欧洲/欧盟各类型储气库总工作气量

（a）运行

（c）规划

（b）建设

表 1　欧洲 2015－2025 年储气库运行、建设及规划的工作气量

年份 运行/（108 m3） 建设/（108 m3） 规划/（108 m3）

2015 1 460 16 -

2016 1 470 10 -

2017 1 480   7   20

2018 1 490 38   30

2019 1 530 -   70

2020 1 530 -   80

2021 1 530 -   90

2022 1 530 - 100

2023 1 530 - 100

2024 1 540   6 100

2025 1 540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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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欧盟储气库工作气量为 82×108 m3，2011

年增至 553×108 m3，之后每年增加 100×108 m3，截至

2016 年 9 月 8 日，工作气量为 1 075×108 m3。由欧盟

2010－2016 年工作气量和储气量变化曲线（图 2）可

知，储气量随季节性需求周期性变化，年最大储气量随

工作气量的增加而增加。储存比（储气量与工作气量

比值）也随季节周期性变化（图 3），每年 4 月份最小，

11 月份最大，2010－2016 年欧盟储气库最小储存比

25.32％，最大储存比 98.22％。其中，德国作为欧盟最

大储气国，2010 年工作气量 58.6×108 m3，2016 年工作

气量增加 4 倍，达到 244.2×108 m3，储存比最大值、最

小值分别为 99.17％、18.35％。

图 4　欧洲/欧盟各类型储气库数量柱状图

（a）运行

（c）规划

（b）建设

图 2　欧盟 2010－2016 年工作气量和储气量变化曲线

图 3　欧盟 2010－2016 年储存比变化曲线

1.2　储气库数量

欧洲在运行的储气库共 163 座（欧盟 145 座），建

设中 9 座，规划 32 座。2015 年，枯竭油气藏、盐穴、含

水层储气库分别为 86 座、48 座及 27 座。正在建设的

枯竭油气藏储气库 5 座、盐穴储气库 4 座，规划建设的

枯竭油气藏储气库 17 座、盐穴储气库 13 座、含水层储

气库 1 座（图 4）。关闭储气库 8 座。欧洲各国储气库

数量：德国 57 座，占欧洲总数量的 35％（欧盟 39％）；此

外，奥地利 10 座，波兰 9 座，英国 8 座，法国 7 座。

1.3　储气库运营商

欧洲储气库由储气库运营商运行，目前有 54 个储

气库运营商，其中德国 14 个，奥地利、荷兰及英国均多

于 4 个，有 12 个国家只有 1 个运营商。欧洲储气库运

周军，等：欧洲天然气储气库概况与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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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联盟（Gas Storage Europe，GSE）包括 17 个国家的

33 个运营商，共 101 座储气库，工作气量 910×108 m3，

占欧盟总工作气量的 84％。

1.4　储气库注采能力

欧洲储气库采气能力为 24.5×108 m3/d，注气能

力为 14.6×108 m3/d（图 5）。其中，德国采气能力为

5.99×108 m3/d，注气能力为 3.16×108 m3/d；法国采气

能力为 3.32×108 m3/d，注气能力为 1.88×108 m3/d。

2010－2016 年欧洲注气能力由 1×108 m3/d 增

至 11.79×108 m3/d、采 气 能 力 由 2×108 m3/d 增 至

19.6×108 m3/d。日最大注气量为 10.08×108 m3/d、日

最大采气量为 8.42×108 m3/d。日注气量占比日注气

能力的最大值 1.23，日采出量占比日采气能力的最大

值 0.70（图 6）。

2　储气库产品与注采曲线

欧洲储气库与管网系统分离，由储气库运营商独

立运营。客户与运营商签订储气容量合同，申请、订购

及指派容量，并在网络平台完成交易。储气库运营商

发布容量产品、注采曲线及储存类型，制定储存使用规

则、工作气量限制、工作气量超限处理、中断与限制客

户储存容量等规定。

2.1　储气容量产品

储气库容量按销售方式分为绑定容量和非绑定容

图 6　2010－2016 年欧洲日注气量和采气量曲线

图 5　欧洲各国储气库采气能力和注气能力柱状图

量（或称额外容量），按稳定性分为固定容量和可中断

容量。储气库储存容量以能量为单位，细分为工作气

量、注气速率及采气速率。绑定容量将工作气量、注气

速率及采气速率绑定销售，而非绑定容量将三者分开

销售。绑定容量/非绑定容量与固定容量/可中断容量

组合形成 4 类交易储气容量：固定绑定储存容量、固定

非绑定储存容量、可中断绑定容量及可中断非绑定容

量。客户根据季节性需求订购固定绑定、固定非法绑

定、可中断绑定及可中断非绑定的储气容量组合，达到

灵活利用储气量的目的（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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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储气库技术特征和市场需求，储气库运营商

提供多种类型的储气服务，如 a~e 共 5 种绑定容量类

表 2　欧洲储气库绑定容量类型

绑定容量类型 采气速率/（MWh ·h-1） 工作气量/GWh 注入速率/（MWh ·h-1） 采出天数/d 注入天数/d 波动率

a 10 5.0 2.50 29 95 2.94

b 10 7.5 3.00 44 119 2.24

c 10 10.0 3.33 59 143 1.81

d 10 15.0 4.55 89 157 1.48

e 10 20.0 5.56 118 171 1.26

图 7　欧洲储气库储气容量划分示意图

2.2　注采曲线

注采特性曲线定义了最大注采速率与目前工作气

量的关系。固定和可中断容量服务是根据储气库的注

采速率制定的，而注采速率由储气量（压力）和特性曲

线决定。注采特性曲线包括固定采出曲线、固定注入

曲线及可中断注采速率。

2.2.1　固定采出曲线

固定采出曲线是指固定采气速率曲线（图 8），表

达了固定采出速率和采出气量间的关系，是固定绑定

采气速率与固定非绑定采气速率之和。采气过程中

先以最大采气速率采出工作气量的 50％，之后采出速

率在 25％～100％区间线性下降。根据采出工作气量

50％划分点，采出曲线有 A、B 两类，A 类采出工作气

量为绑定和非绑定工作气量之和，B 类仅为绑定工作

气量。当储气用户使用 B 类采出曲线时，A 类和 B 类

曲线间的采出速率可作为可中断采出速率。固定注入

曲线与采出曲线类似，但下降区域不同。基于此，统计

了欧洲部分储气库注采曲线类型（表 3）。

2.2.2　可中断注采速率

固定注采曲线和可中断注采速率最终构成注采

曲线。欧洲各国依据储气库类型和客户订购储存容

量的情况，制定各年度可中断注采速率，根据 2016 年

德国部分储气库注气速率构成（图 9），Eschenfelden、

Epe L-Gas、Etzel ESE、Kraak、Nüttermoor 及 Ronne

储气库的可中断注气速率大于 0，占总注气速率百分图 8　欧洲固定采出曲线图

型（表 2），用于快速波动储存（a）至季节性储存（e）大

范围储气服务。a 型绑定容量是指相对于工作气量，

采气速率和注气速率高。e 型绑定容量是指相对于采

气速率和注气速率，工作气量大，适用于季节性储气。

在表 2 中，采出天数表示以相应采气速率采出该类型

工作气量所需的时间，注入天数表示以相应注气速率

注入该类型工作气量所需的时间，波动率表示年天数

（取 360 天）与采出天数和注入天数之和的比值，a 型

至 e 型绑定容量波动率依次降低。

表 3　欧洲部分储气库注采曲线类型

储气库 采出曲线类型 注入曲线类型

Epe L-Gas B B
Krummhorn A A
Nüttermoor A A

Ronne A A
Epe H-Gas B A

Eschenfelden A A
Etzel EGL B A
Etzel ESE A A

Kraak A A
Bierwang A A
7Fields D A A
7Fields E A A

Breitbrunn A A

周军，等：欧洲天然气储气库概况与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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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6 年德国部分储气库注气速率构成图

比的变化范围为 2.32 ％～50 ％；7Fields、Bierwang、

Breitbrunn、Epe H-Gas、Etzel EGL 及 Krummhorn 储

气库的可中断注气速率为 0。

2.3　储气容量产品

欧洲储气库产品略有差异，主要分为固定价格产

品、浮动价格产品、月产品及附加产品。其中，固定价

格产品和浮动价格产品又称年产品，附加产品又分为

可中断平行产品、短期交易产品及转运服务。

（1）固定价格产品是指由运营商给定固定价格的

储气产品，一般可订购未来 15 年的产品。

（2）浮动价格产品是指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储气    

产品。

（3）月产品是指每年未销售的绑定容量将以月产

品的形式销售，一般不受储气量约束，只定义最大注采

速率（无注采曲线）。

（4）短期交易产品是指日注采速率的交易，客户从

储气库运营商的短期公告栏购买短期容量，并允许客

户间交易。

（5）可中断平行产品也称自由曲线产品，购买可中

断平行产品后，可不受注采特性曲线的限制使用订购

的储存容量。该产品一般用于盐岩储气库，例如 Etzel 

ESE and Rönne 储气库可扩充注气速率和采气速率；

Epe H-Gas、Epe L-Gas and Etzel EGL 储气库可扩充注

气速率，储气容量使用不受注采曲线限制，只受限于订

购的工作气量。

（6）转运服务是指当储气库运营商管理多个储气

库时，允许储气库间容量的转移。该服务可用于固定

/可中断的绑定/非绑定容量转运，适用于长期订购合

同，且未选定储气库的情况，进一步优化储气组合。

2.4　产品价格

储气服务费用与管输费用分离后，出现储气库价

格及形成机制的问题[9]，欧洲储气库产品价格主要由

4 部分组成，包括储存费、系统服务费、可变费用及运

输费用。储存费是购买工作气量、注气速率及采气速

率费用。储存费根据价格机制分为固定价格产品费用

和浮动价格产品费用两类。系统服务指储气库运营商

为客户提供的 IT 系统、接收和核对容量指派、维护工

作气量账户、每月记账及处理合同等服务，并根据客户

订立合同的储气库数量和年数，收取系统服务费（年固

定费用）。可变费用是储气库注气运行的费用。运输

费用是储气库气体的管输费用，用户与管网运营商签

订管输容量合同。每年的产品价格以基准年产品价

格为基础定期修改，如德国 Uniper 公司的年产品价格

以 2007 年的产品价格为基础计算每年价格，并在每年    

4 月 1 日 6:00 执行新价格。

3　储气库运营体系

3.1　组成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开始对内部能源市场进行

整合及市场化改革[10]，第二次能源改革后，天然气设

施、天然气商品、销售环节所有权分离，需要分别购买

储气库容量、天然气管输容量及天然气商品。储气库

运营参与者包括储气库运营商、管道运营商和储气库

客户（图 10）。储气库作为天然气产业链的重要部分，

涵盖钻井、地面工程多个领域[11]，传统信息管理方式

不符合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求[12-13]，因此各运营商建立

了各自的信息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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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管道运营商

欧洲输气运营商协会（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

mission System Operation for Gas，ENTSO-G）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是欧洲主要国家天然气管道运营商的

合作组织，用于协调各管输运营商的行为[14]。

3.1.2　欧洲天然气管道信息平台

欧洲天然气管输平台（Gas Transmission Europe，

GTE）属于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信息平台（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GIE）分支，集中了 24 个国家 31

个长输管道运营商（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TSO）。

3.1.3　欧洲天然气储气库信息平台

GSE 属于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信息平台分支，集

中了 17 个国家 30 个储气系统运营商（Storage System 

Operators，SSO），101 个储气库，其总工作气量达到

910×108 m3/d，占欧盟储气库总工作气量的 84％。

3.1.4　管输容量平台

欧洲天然气容量基本通过多家管道公司联合组

建的电子平台进行交易。目前主要建有 PRISMA、

TRAC-X、匈牙利-罗马尼亚容量交易平台、ICE-

ENDEX 交易中心等[15]。2013 年成立的 PRISMA 是

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天然气管道交易平台，涉及德国、

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 16 个国家的 37 个管道公司。

PRISMA 共连接 16 个市场，总计 1 550 个管网点，

2016 年 3 月 17 日采用了重新设计的电子平台，欧盟

各国多数采用“进出”管输费体系[16-17]。

3.1.5　储气容量平台

容量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由

储气库运营商销售给用户，储气库容量配置采用用户

优先权排序、拍卖等方式。在二级市场上，用户可以转

让持有的容量所有权或使用权。目前欧洲储气库运营

商建立了各自的储气容量交易平台，ICE-ENDEX 交

易中心也可以进行储气库容量的交易。

近年来，中国也搭建了地下储气库信息数据管理

平台[18-19]，用于储气库数据采集、处理及管理。

3.2　储存容量订购、申请及指派

储气运营商发布可预订的储存容量，客户在储气

容量交易平台注册，并得到客户公司确认，获得储气库

运营商的许可，许可分为阅读许可和使用许可，阅读许

可无容量指派权限，储气库客户与储气库运营商签订

储气合同，正式获得操作权限。客户通过储气容量交

易平台订购或申请容量（图 11）：订购是指产品组合的

选择，主要针对绑定容量，连续订购合同的每年储存容

量相同，并对最长订购的年数有限制；申请是针对非绑

定和可中断储存容量，运营商不预留该部分容量，其他

用户可再次订购。相同储气库收到多个请求时，采取

先到先得原则，并根据请求的储气时间长短排序（时间

长优先），储气时间长短相同时储气开始早者优先。固

定非绑定容量作为绑定储存容量的补充，而可中断储

存容量又作为固定储存容量的补充。容量指派是储

气客户依据储气合同，通过网络平台确定某日注采速

率的行为，按步骤分为客户容量指派和储气库运营商

确认两步，客户容量指派分为周容量指派和日容量指

派，指派内容包括合同 ID、接收或返回点（管输点）、日

期和流向（注入或采出）等信息。注采操作前一定时间

（如 2 h）可修改容量指派，容量指派将被自动发送至下

游运营商操作系统。储气库运营商收到客户容量指派

后进行周容量确认和日容量确认，并根据储气容量调

整规定进行容量指派调整。

4　储气库容量操作规定

4.1　容量指派限制

客户容量指派受到两方面限制：一是合同规定的

图 10　欧洲储气库运营体系结构示意图

图 11　欧洲储气库运营流程图

周军，等：欧洲天然气储气库概况与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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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注入速率、采出速率及工作气量；二是客户的注采

曲线。

4.2　容量超限

当注气速率、采气速率及工作气量超过合同规定

的最大允许储存容量时，储气库运营商向客户收取额

外的超限费用（每天），以当日最大值乘以支付系数。

如客户工作气量不足时，以参考价格的 1.1 倍购买，客

户未使用工作气量时，以参考价格的 0.9 倍回购。

4.3　储存容量的使用

客户连续多月不使用或最低量使用签订的储气容

量，运营商将要求客户出售储气容量给第三方，防止不

合理的容量囤积。此外，客户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完成

容量出售，否则会强制退订该部分储气容量。

4.4　中断和限制客户储存容量

冬季采气期和夏季储气期经常出现供需不平衡的

情况，若注采速率满足容量指派中的最大值，或实际可

用工作气量低于合同工作气量，储气库运营商将中断

或限制客户储气容量。中断和限制客户储气容量累计

超过一定时间（如 14 d/a），减免储存费用。

中断和限制步骤为两步，首先中断可中断容量，按

合同时间顺序（客户收据），先中断排序最后的客户容

量，直至满足当前可用储气容量要求。当多个合同时

间相同时，按各客户可中断容量所占比例全部或部分

中断，然后再中断固定容量，原则上按各客户固定容量

所占比例全部或部分中断。

4.5　注采再分配和容量退回

注采再分配和容量退回主要遵循以下原则：①储

气库运营商根据客户容量指派，使固定储存容量最大

化，最小化可中断储存容量；②为了优化储气库利用，

运营商可将客户容量指派再分配到其他储气库，实现

储气库容量的再调配；③客户有权拒绝再分配，但仅在

不满足管输条件或考虑能量控制而事先承诺存储在特

定储气库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此权利；④客户可根据各

自情况随时退订储存容量；⑤运营商可以再次向第三

方销售退订的储存容量；⑥运营商优先销售市场已有

的可用储气容量，再销售退订的储存容量；⑦客户可在

二级市场交易储存容量。

4.6　采出工作气量限制 

4.6.1　需求系数

对于盐岩储气库，当客户工作气量在某值之上时，

储气库运营商对客户每周或每月的最大采出气量进行

限制。周最大工作气量乘以“需求系数”得到本周实

际可采工作气量，需求系数定义为每周允许采出的气

量与签订的固定采出容量得到的每周最大采出气量

的比值（表 4）。如果客户签订的最大固定采出速率为

500 MWh/h，一周可能的采出气量为 84 GWh，当需求

系数为 0.7 时，每周允许采出气量为 58.8 GWh。

4.6.2　工作气量调整

盐岩储气库的最大工作气量会随时间变化，一

般通过数学模型模拟[20]和盐穴实际调研数据确定每

年盐岩储气库的工作气量（图 12）。如德国每年 4 月      

1 日 6:00 修改最大工作气量，减少的工作气量依次从

可中断非绑定工作气量（按比例）、可中断绑定工作气

量、固定非绑定工作气量及固定绑定工作气量中扣除。

5　结论

（1）欧盟储气库自 2010 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6

年间工作气量由 82×108 m3 快速增至 1 075×108 m3，

增长 13 倍。欧洲储气库注气能力由 1×108 m3/d 增至

11.79×108 m3/d，采气能力由 2×108 m3/d 增至 19.6×   

108 m3/d，增长约 10 倍。于 2016 年中国国际管道大会

上获悉，中国已建成 42×108 m3 工作气量，仍处于起步

阶段，随着储气库调峰需求和建设规模的增大，即将步

表 4　欧洲部分储气库需求系数

绑定容量类型 储气库 需求系数

a Epe L-Gas 0.3
b Epe H-Gas 0.7
c Kraak 0.3

图 12　Epe L-Gas 盐岩储气库工作气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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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快速增长阶段，急需构建储气库运营管理模式。

（2）欧洲储气库运营商根据储气库技术特征和市

场需求，提供多种储气容量产品和从快速波动储存至

季节性储存的大范围储气服务，优化客户储气容量组

合，达到灵活、充分利用储气容量的目的。

（3）欧洲能源改革促使天然气设施、市场的多个环

节分离，储气库运营体系中涉及管道运营商、储气库运

营商及储气库客户等多方参与者，参与者根据需求订

购、申请及指派容量，回购、退订及二级市场机制有利

于客户间储气容量的平衡。

（4）欧洲储气库运营商从指派限制、使用容量、容

量超限、中断和限制客户容量、注采再分配等方面制定

了详细规定。中国储气库运营商可借鉴欧洲运营模

式，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操作运行流程和运营模式。

（5）目前欧洲各储气库营运商虽建立了各自的储

气容量平台，但仍未统一。随着中国储气库规模的增

大，有必要建立单条管道多储气库联运平台，逐步形成

多管道多储气库的全国性运行平台，联调联运，优化管

网系统运行，实现管道储气库的大系统优化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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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6 日，全长 413 公里的浙江甬台温成品油管道工程全线贯通。“总投资 23 亿元的甬台温成品油管道

打通了浙江沿海油脉纵贯线，并将于近期通油。”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总经理岑利祥介绍说，至此，浙江成品油管道

已达 1 475 km，与原先已投运的甬绍金衢等 5 条管线，形成了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调配灵活的运销体系，管道输油全省

覆盖率接近 90％。

长期以来，浙江沿海的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的成品油供应主要靠水上运输完成，一旦遇到台风、雾霾等恶劣天气，油

轮舶不了岸，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紧张，若加上储运供应紧张，则更显得捉襟见肘，脱销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浙江经济

的发展，成品油消费需求的增加。成品油运输瓶颈问题更是成为浙江经济提速发展的“拦路虎”。

甬台温成品油管道于 2012 年 7 月动工建设。作为线性工程，甬台温管道自北向南铺设，沿途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平

原、丘林、山区、海涂交错，有些路段还要在海底铺设，管道施工难度较大。经过 5 年艰苦卓绝的建设，甬台温管道从镇海

炼化算山首站起，途经宁波、台州、温州三个地级市十二个县（市、区），蜿蜒 400 余公里，终于建成。这条“油龙”沿线设算

山、宁海、临海、滨海 4 座配套油库作为分输站，可年输成品油 600×104 t，较好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浙东地区成品油运

输瓶颈。

（摘自：中国石化新闻网 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7-06/20/content_16795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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