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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GB厅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油气储运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z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分公司、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管道完整性管理技术中心、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中石油北京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广东大鹏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道运输公
司、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z 李保吉、冯庆善、陈朋超、冯文兴、 :XlJ建平、贾邦龙、项小强、张海亮、

燕冰川｜、戴联双、贾光明、李睿、沙胜义、赵晓明、于智博、高强、费雪松、张晓春、陈健、王新、
蔡培培、王富才、董绍华、李国辉、李玉星、刘涛、葛艾夭、刘新凌、李楠、范文峰、王晓霖、

李明、石磊、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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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准备

否

是
资料补采

评估方法确定

现场评估

等级计算

否

过程审核

是

报告编制

圄 1 管道完整性管理等级评估流程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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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氯输惊.

S.1 依攘攘＊捕’R

”现赔偿管理直攘．并作为下~Ir先鑫锥Z排开展销捷

} E { . . . . . . . . . . . . . . . . • 

．．．刽份

制惊瓢，Ill!‘·精会
飞L _I '---' 

“A 依擅臂嚣浓亭的育锻．臀珑黯篝俭’寝分为舍第怨、知蜡像标援、知篝慷申板、先篝性商银四
个阶段．每＋管理阶貌对瘟不同的管理要黛和于程JI!. 货理阶段与’理’哥’曾及于程’主何鹅对应美.
J!.梅毒lD.
“~ －＆规搬E排就必为－俄粮食绵胃个精佬， 3由他三个输撮合知－姆和班好事哥小’‘－
‘u 串串’要求晦穰共分为8级．体.襄求够报与惊喜自阶段各够缝之愧对应羡鼠岛禽 1.

“株待他…绩’告

“2 穰指兜整锥智慧－寇”期内金务先腐情况，对安锺惨臂强集＊究atff混迹阳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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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完整性业务完成情况得知情况，将完整性业务按图 2纵轴划分为 8 级。6.2.2 

体系要求等级划分表

合规级 完整性初级 完整性中级 完整性高级

等级 一般 合规 一般 良好 一般 良好 一般 良好

I 级 E级 E级 W级 V级 VI级 四级 四级

程序数量 4 7 11 11 

一级要素数量 10 19 32 36 

二级要素数量 25 61 117 147 

表 1

完整性管理等级划分

6.3.1 完整性管理等级分为 8级。

6.3.2 完整性管理等级划分应综合考虑体系要求等级与执行效果等级两个方面因素，取两者中较低

者。完整性管理等级划分见图 2。

6.3 

Is级
7级

6级

5级

4级

3级

2级

1级

二，96

91-95 

86-90 

81-85 

76~ 80 

71-75 

66-70 

执
行
效
果
等
级

ζ6当

回级四级VI级v级w级E级E级I 级

体系要求等级

完整性管理等级划分矩阵固圄 2

评估实施7 

前期准备及评估方法确认

7.1.1 评估人员应收集被评估企业与管道完整性管理有关的体系文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清单、

执行记录等相关数据。执行记录宜至少取最近一个完整性管理周期的全部数据．在数据缺失的情况

下，宜适当调整评估目标。

7.1.2 评估人员应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审核，访谈企业负责人或完整性管理业务负责人员，初步判定企

业所处的等级水平，按照附录D 的规定选择评估要素。

7.1.3 评估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访谈、查资料、现场检查、员工面谈等形式，对审核涉及到的要

素逐一检查。检查结果应留有相关的证据。

7.1 

现场评估

访谈企业负责人或完整性管理业务负责人员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完整性

7.2 

7.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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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原则每目标．费’位管IU.用的方摄制工作内嘟等．
，却跚跚幽铺但不限于体系文件事精通翩俯要求做法和记载·．

1阜S 筑工恼’陆的肉，：llf也摇也不限于对Z作备’锦踵’且工作’阳、工辑司成、执行镜槐·．辘’t

对戴＊忽指－·操作庭主、氯战局、’自保测试尘、越精’人Jillf.
7.M 在聋伶Jr.诗偷情民τ，应锺仔－定蛇”·－定数量鲍魏璐栓聋和员工鲍魏援镰停满就－

7.:J~” 
？品1 势伯人M鞭捕锥噩尴瞿南军戴JI黛镰籍舍、部聋符合、不符合滋何打分. ~’窍搜捕阳下事申警

告指靴”翩或119.:r:~.固和售量符合揭开展T精裹翩翩Z阳来达到要求．翩
申－都必蜂逃到相映要擒 ’不特舍翻幸霄’蜻谶”’E要求相关赂工作．
73.革命统栅段幡剧精翩节目P, ，！；＇酣民国.J•: 岛为由狠毒奋”为哺．其他三＋
阶段等篝划分标准’自亨tP11~Sc踊嗯主且同骨于IOll揭匾’，，.，自皿鹏以上且，号’事于篝鹏为－
’ i. Pi郭公梅公营企（2）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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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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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掰景的方式~钢古越

各E
•llf胃圃

, .. 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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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估过程审核

8.1 评估报告编制前，评估人员应对评估过程进行审核，以确认评估结果是杏真实有效．

8.2 评估人员应对评估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或影响评估结果的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并评价这些因素

对评估结果产生的影响。如存在对评估结果影响较大的不确定因素或导致与真实结果偏差较大的因

素，评估人员应对受影响的要素进行重新评估．

8.3 评估人员应不断总结评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持续改进和提升评估方法。

9 报告编制

9.1 评估结束后，应出具等级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包括：项目介绍、评估方法介绍、评估结果、改

进建议等。报告的格式及要求参见附录E。

9.2 应给出报告的有效期和导致报告不适用的条件或变化。

9.3 报告可依据管理等级评估的重点和完整性管理活动的特点给出管理提升的方向和措施，以保证

管理改进的持续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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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高后果区识到

高后果区识别程序包括以下两个一级要素 z

a）输油管道：应确保周边环境数据的准确性、识别方法的科学性，识别方法应考虑泄漏量及位
置、扩散路径、水体扩散、蒸气云影响等因素$应及时开展高后果区识别并按一定周期对识

别结果进行复核。

b）输气管道 z 应确保周边环境数据的准确性、识别方法的科学性，识别方法应更侧重地区等级

和周围人口的分布，应及时开展高后果区识别并按一定周期对坝、别结果进行复核。

高后果区识别指标见表A.2。

表 A.2 高后果区i.RiU指标列表

序号 指标名称

1 输油管道

1.1 是否能够将对高后果区有影响的管段识别出来

1.2 是否能够将位于高后果区内但不对高后果区构成影响的管段识别出来，并进行技术说明

1.3 是否采用合理的方法确定泄漏位置（或者场景）和潜在泄漏量

1.4 是否对袖品的滥流扩散进行分析，以确定扩散影响范围

1.5 是否对泊品在水体中的扩散进行分析，以确定影响范围

1.6 是否针对高挥发油品和易挥发泊品采用蒸气云扩散分析确定有害蒸气云扩散影响范围

1.7 是否识别未与高后果区交叉但对高后果区有影响的所有管段的位置

1.8 是否及时完成高后果区管段的识别与更新工作

2 输气管道

2.1 是否采用规定的方法对高后果区管段进行了识别

2.2 杏合采用合理的方法计算高后果区潜在影响半径

2.3 是否按照标准规定对所需识别的点进行了确定

2.4 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和规则规定采用地区等级识别高后果区管段的方法

2.5 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和规则规定采用潜在影响半径识别高后果区管段的方法

2.6 是否及时完成高后果区管段的识别与更新工作

A.3 凤险评价

8 

风险评价程序包括以下三个一级要素：

a）危害因素识别 z 应考虑所有导致管道失效的危害因素及失效的安全、环境、健康等方面的后

果，重点考虑对高后果区的影响，应考虑不周运行工况。

b）信息整合与数据录人 z 应整合各类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和数据，宜有相关的程序确保数据整合

的合理性和参数选择的正确性。

c）评价结果及应用 E 评价程序应反映风险因素的变化，评价的结果应用于管理决策的制订。

风险评价指标见表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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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序号 指标名称

2 评价计划制订

2.1 检测周期的确定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2.2 是否基于风险排序制订完整性检测计划

3 计划执行情况检查

3.1 是否按期完成评价项目

3.2 是否采用与计划一致的评价方法

3.3 是否记录现场检测完成的日期

3.4 是否统计完成评价的，~里程与高后果区完成评价的里程

4 内检测风险控制

4.1 是否识别了内检测实施过程中的作业风险

4.2 是否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降低内检测器运行风险

4.3 是否针对紧急情况制订了应急预案

4.4 企业是否考虑完整性带来的安全环挽风险，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风险降至最低点

5 检测结果审核

当.1 是否明确评价人员和检测结果复核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和资质要求

5.2 是否建立内检测作业要求，以确保负责实施内检测的相关责任方清楚其职责

5.3 是否建立内检测验证程序对检测结果的精度进行有效验证

5.4 是否要求将其他来源数据与检测数据进行整合，以支持缺陷评价和修复计划的制订

5.5 是否有管道异常分类标准

5.6 水压试验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试验结果是否有效，试验过程中管道失效的原因是否进行了分析

6 缺陷评价

6.1 是否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合于使用评价

6.2 是否对相关情况采用材料适用性评价

7 再评价

7.1 是否制订了确保完整性评价工作周期性开展的体系文件

7.2 是否有确定再评价周期的相关规定

7.3 是否根据管道的特定危害因素选择再评价方法

8 外腐蚀直接评价

8.1 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8.2 预评价是杏符合确定外腐蚀直接评价适用性、选择间接检测工具、识别外腐蚀直接评价区域的相关要求

8.3 
间接检测程序是否符合识别和描述防腐层缺陆、其他异常、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腐蚀活动的区域和建立

开挖的优先顺序的相关要求

8.4 直接检测程序是否符合收集评价腐蚀活动的数据、查找需要修复的缺陆的相关要求

8.5 后评价是杏符合规定的再评价间隔、评价外腐蚀直接评价有效性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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