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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l level of the transmission error rate in Jiannan Gas Field has generally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Class II gas production plant. The average transmission error rate was 1.89% in 2017, 
but the transmission error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gathering pipeline networks was quite 
different. In order to better control the transmission error and obtain accurate gas production, the 
transmission error analysis is cond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gathering pipeline network and 
the metering error, and it is proposed to use drainage and strengthen metering to reduce the er-
r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ccurate data for the production in Jiannan Ga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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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南气田输差率控制水平总体上达到Ⅱ类采气厂标准，2017年平均输差率为1.89%，但是南北集输管网

输差差异较大。为了较好地控制输差，获得准确产气量，从集输管网和计量输差等方面进行输差分析，

并提出采用排水、加强计量等措施降低输差，以期为建南气田的生产提供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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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然气输差是通过用于天然气输入和输出的计量仪表，按照其计量值来统计测算自用气、放喷气产

生的输差及计量输差，而脱硫损耗则通过计量净化站原料气和净化气差值来测算[1] [2] [3] [4]。 
建南气田地处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建南镇和重庆市石柱县临溪镇，现有开发井共 23 口，2017 年建

南气田日均产气 30.2 × 104 m3，日均产水 10.1 m3，2017 年商品气量达 1.1 × 108 m3。2012~2017 年平均输

差率为 2.23%，属于 II 类采气厂[5] [6]。 
建南气田现有采集气支线和集输气干线共 29 条，全长 179.65 km，干线主要分为南气北输管线、南

集站井间管网、北集站–万州净化气干线(即建万管线)及北气南输管线，其中建万管线长达 60.07 km。 
由于建南气田生产时间久，产水量大，所处地形复杂，易造成输差波动幅度较大。尤其在冬季用气

高峰期，易导致无法准确计量天然气产量，影响气田经济效益。2017 年建南气田总输差为 226.90 × 104 m3，

通过统计集输管线输差占比(表 1)发现，输差主要源于天然气集输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北气南输管线所产

生的输差主要源于计量误差。对于建南气田而言，交接输差每增加 100 × 104 m3，将给企业造成约 100 万

元的直接经济损失[7]，因此有必要开展输差分析。 

2. 输差影响因素分析 

天然气输差常分为两类，一类是集输系统因设备质量、腐蚀、管理和其他因素而导致的输差，另一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ogt.2019.41609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建南气田输差分析及防治措施 
 

 

DOI: 10.12677/jogt.2019.416094 53 石油天然气学报 
 

类则是计量产生的输差[8] [9] [10] [11]。建南气田计量方式以标准孔板计量为主，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为

辅。计量系统包括 4 个流量计量点，分别是单井外输计量、单井自用气计量、集气站外输计量及对外贸

易计量。影响输差的因素较多，建南气田输差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集输管网、单井产水、计量仪器仪表及

其他因素。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transmission error of Gathering Pipelines in Jiannan Gas Field in 2017 
表 1. 2017 年建南气田集输管线输差占比 

管线 输差占比/% 

南气北输管线 67.42                         

北气南输管线 −51.71                         

建万管线 0.91                         

  南集站井间管网 83.38                         

2.1. 集输管网对输差的影响 

建南气田南气北输管线、北气南输管线及建万管线是主要的集输干线，也是输差存在的关键节点。

由于地势的影响，南北联网管线基本上为同沟敷设，沿线地势起伏，南北高程差较大，海拔高差跨度为

620~1280 m，导致管线内多存在积液，日积液量为 0.01~0.08 m3，管线内最大积液量曾达 14.70 m3，且未

及时进行清管作业，造成输差增大。同时对于采用不同规格型号管材组成的管线，在接头处管线变径也

会造成气体的节流效应，导致集输管网输差较大。 

2.2. 单井产水对输差的影响 

建南气田目前管输的原料气和净化气只经过简单的气液分离，未进行深度脱水。因此，原料气中含

有的水分易在管线低洼处聚集，导致计量节点处误差增大，如 J10 井、J13 井及 J28 井(2017 年产水情况

见表 2)，均因提产带液而产生输差。同时，因某些井进行泡沫排水采气，如 J68c1 井 2017 年加注起泡剂

775 kg，加注消泡剂 277 次(共计 6925 kg)，消泡效果较差，导致井口气夹带泡沫，影响天然气品质的同

时，也影响供气计量的准确性。 
 
Table 2. Water production of Wells J10, J13, and J28 in 2017 
表 2. 2017 年 J10 井、J13 井、J28 井产水情况 

井号 产水时间/d 年产水量/m3 日产水量/m3 

J10 井 13  83.04 6.39 

J13 井 77 216.44 2.81 

J28 井 53  80.22 1.51 

2.3. 计量仪器仪表对输差的影响 

1) 仪器误差影响输差。单井产量不一、计量仪器仪表选型不一、气井产量自然递减、季节性用气高

低峰时需求量差异(特别是民用气，春、冬季为高峰，夏、秋季为低峰)、不同用户用气量需求不同等原因，

需根据需求对单井产量进行调配，但产量并未达到计量仪表的标准工作量程范围内(一般运行范围为仪表

计量上限的 25%~80%)，且未根据实际情况更换合适的孔板及调整相关参数，造成较大的计量误差。以

2017 年黄水商品气量销售情况为例，高峰期供气量约为低峰期的 6 倍，但流量计仍采用原计量装置进行

计量，远超过差压计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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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计量仪器检定问题。除了对对外贸易计量点的计量仪表进行定期检定外，内部计量仪器仪表

未定期请专业检定机构进行检定，导致内部计量仪表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且检定难度大，专业计量人员

少。 
3) 计量仪器仪表的校正、清洗问题。计量仪器仪表校正不及时、清洗不彻底对输差有较大影响。由

于管线中原料气高含硫，同时经常有天然气水合物及杂质产生，极易对孔板等精密计量仪器造成不可逆

的损伤，导致计量不准确。 

2.4. 其他因素对输差的影响 

建南气田自用气计量具较为简单，计量不规范，对输差产生一定影响。同时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

时，供用双方认可的交接点与计量器具有时未明确，造成对外贸易计量输差认定时常发生争议，用户自

建的输气管线泄露也会造成贸易计量输差。如 2017 年 7 月重庆利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提出我厂存在天然气

返输现象，但根据 2016 年 1 月~2017 年 6 月及 2017 年 1 月 20 日~31 日净化气管网、利川方向及利通公

司供气压力数据，分析发现净化气管网压力总是大于利通公司供气压力(含用气高峰期)，不存在返输现象，

可能是利通公司计量不准确，建议其在输气管线下游安装总流量计，增加可对比性。 

3. 降低输差的措施 

3.1. 定期排查管线 

对于投产时间较长的管线进行定期跟踪排查，降低未发现泄漏点存在的可能性，及时对泄漏点进行

修补甚至更换管线。同时做到实时监测管输沿线天气状况，如遇特殊恶劣天气，应及时预警，提前做好

应对措施。对于新建管线应尽量采用单一规格型号的管线结构，以保证天然气的稳定流动状态。如 2015
年建万管线改线，管道规格为 Ø219 mm × 5.5 mm × 60.1 mm，治理管线共 19,427 m；经管线改线后，

2015~2017 年建万管线运行情况数据(节选)如表 3 所示，每输送 1 m3天然气产生的压降呈下降趋势。 
 
Table 3. The data of Jianwan pipeline operation in 2015-2017 
表 3. 2015~2017 建万管线运行情况数据(节选) 

日期 起点压力/MPa 末点压力/MPa 日输气/104 m3 月累计/104 m3 每运输 1m3 天然气产生的压降/MPa 

2015-12-16 1.47 0.60 10.1154 140.771 0.086 

2016-12-16 1.14 0.79  9.7940 168.479 0.069 

2017-12-16 0.58 0.37  7.6407 121.547 0.027 

3.2. 建立合理排放制度 

摸索合理的放喷排液制度，建议采取周期性或者确定性输差进行排液。如 J10 井、J13 井及 J28 井，

参考其平均带水周期进行计量装置排液，建议排液周期见表 4。同时，在净化站增设脱水装置，将井口

气充分脱水后方可进入管网。对于泡沫排水采气措施井应不定期进行井口气取样分析，以便实时掌握含

水与消泡情况。 
 
Table 4. The suggested drainage cycles for Wells J10, J13, and J28 
表 4. J10 井、J13 井及 J28 井计量装置建议排水周期 

井号 日产水量/m3 平均带水周期/d 建议排水周期/d 

J10 井 6.39 28 30 

J13 井 2.81  5  7 

J28 井 1.51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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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取合理调配措施  

根据不同客户及季节用气需求进行合理调配，并调整输差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确保输差计算合理

性，以达到计量技术规范。首先，投产初期对气井进行充分放喷，净化井底，以避免脏物进入采气管线

造成堵塞，降低计量仪表使用年限；其次，及时更换孔板，以确保孔板使用在生产期限之内。可适当引

进新型计量器具(如超声波流量计)以提高计量精度，同时降低硫化氢对仪表腐蚀程度。此外，鉴于脱硫损

耗是建南气田天然气输差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加强原料气与净化气计量，为脱硫损耗测算提供可靠数

据。 

3.4. 规范计量与检测 

与用户明确计量器具及其专业检定机构，加强对外贸易输差日常分析，不断完善天然气输差管理机

制。建立“班组–采气队–采气区”管理模式，加强层级管理，完善日常巡检、设备保养制度。可结合

GPRS 定位系统，对用气数据定时监控、采集，缩短数据分析周期，及时发现泄漏、设备故障及其他情

况，确保气田与用户利益均不受损，保证正常供用气。明确天然气市场导向，开展用气预安排，方便气

田供气规划，减小高峰期供气不稳定对输差的影响。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建南气田各区块天然气品质不一、占比不均(北部基本不含硫、低占比，南部高含硫、高占比)，且季

节变化导致的温差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输差波动，其影响程度暂无法明确，有待下步完善。 
根据上述天然气输差产生的原因，可知输差问题具有一定特性。一般来说，输差问题的产生大多不

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随着时间积累逐渐暴露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定期输差分析制度，对输差产生

原因进行分析，找准问题根源，探讨整改措施，有效指导下一步工作开展，做到输差问题及时发现、及

时查明原因、及时制定措施，实现输差有效控制，降低企业经济损失。 

4.2. 结论 

1) 对集输管网加强日常分析，重点关注管网输压变化情况，确保管网内无积液、无泄漏点，保证气

体流态稳定。 
2) 根据生产实际，针对高产水气井计量装置制定合理排水制度，以降低高产水气井对输差的影响。 
3) 根据不同用气需求对计量装置进行更换，调整输差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确保输差计算合理性及

规范性。 
4) 完善层级管理机制，加强与用户间沟通，实时监测对外贸易计量输差，确保气田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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