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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行业需求



“内忧外患”下，燃气企业数智化转型势在必行

“内忧”：三大矛盾

 经营规模扩张与安全监管要求的矛盾

 庞大信息资源与落后管理方式的矛盾

 传统运营模式与用户新体验需求的矛盾

“外患”：两大威胁

 “三桶油”进军城镇燃气直供市场的威胁

 传统的靠物理管道联结的稳定客户关系，正

受到数字化新营销模式的威胁

手段

通过数智化手段围绕燃气企业运

营痛点重构运营脉络，完善运营

策略，捕捉全新的增长机遇

目标

为产供储销全产业链提供点、线

、面、体结合的解决方案，打造

从合理规划、到高效运维、再到

精准预测的闭环、可持续发展生

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
若干意见》，“X+1+X”油气市场格
局初步形成。

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天然气发展
报告（2021）》，提出：“管网改革
带来市场格局重构，天然气供应主体
多元化，气源结构和渠道来源多样化
对管容分配、调度运营和天然气应急
保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形势下，燃气行业进入改革“深
水区”，只有推动数智化转型才能掌
握先机，在今后的时代获得更多资源。

燃气企业迫切需要开展数智化运营，提升市场竞争力，迎接新的挑战

安全事故频发 管理效率低下

用户粘性降低 市场份额被侵蚀

遇到的困难



燃气企业的运营及安全管理逐步从最初的粗放式管

理向信息化、数字化转变，旨在以各类专业的业务

系统为抓手实现业务数据的获取、分析、预测、支

撑辅助决策，提升管理效能。

燃气企业数智化建设现状及痛点

各燃气企业自行建设或购买的业务系统众多，但信息孤

岛现象严重、业务融合能力差，各系统间没有通过有效

协同和持续运营来支撑各业务的数字化闭环需求。

数字化运营能力不足，大部分数字化系统都是一次性

开发，缺乏伴随业务需求持续迭代的能力。

缺乏持续
运营能力

物联设备不足，难以全面感知业务真实的状态。一些

业务领域也缺乏好用的数字化小工具。

基础设施
不足

数据处理以统计为主，缺少对业务经验的沉淀，缺乏

预测仿真、智能决策能力，大量业务依赖人的经验。

数字闭环
能力不足

各数字化系统间缺乏必要的协同，来实现面向业务场

景的数字闭环，驱动实际的业务闭环。

缺乏智能

各数字化系统大都面向单一业务，没有面向各种实际

的业务场景，整个数字化系统不成体系。
场景化
能力不足

安全类系统

调度类系统

工程类系统

服务类系统

运营类系统

品牌类系统

风险评估、隐患管理、应急指挥、

危险作业、第三方施工等

管网压力、流量监控；气量储备、

需求监控；供销气差监控等

工序管理、数字监理、安全交底、

球机监控、竣工资料管理等

维修、安检、缴费、投诉建议、

在线客服、抄表、派工等

管网巡视、作业标准、维修工单、

任务抽查、维保任务等

营业额、缴税情况；业务覆盖情

况；科研人才构成情况等



燃气企业调度中心主要业务分析：安全是生产运营的基石

户内

隐患排查
接报警
抢修派单

… …

泛能

锅炉安全监测
（泄漏/缺水/超压/超温）

配电间安全监测
（人员规范/设备状态）

… …

厂站

LNG储气 CNG加气
日常巡检 隐患治理
设备维保 厂站安防

… …

工程

会审交底 管沟开挖
材料进场 管道安装
管道穿越 管道试验
管沟回填 竣工验收

管网

三方施工管控 阀井维保
调压设施维保 管网巡检
防腐层检测 泄漏检测
受限空间作业 抢险处置

五大

业务场景

安全生产监管者、应急处置指挥者

隐患治理 | 风险监测 | 分析研判 | 调度处置 | 事后回溯

生产运营调度者、资源输配统筹者

生产运营监控、示险、纠偏、优化 | 资源优化、统筹、分配

核心诉求：隐患看得见，风险知重点，问题处置有人管



燃气安全管理问题与痛点分析

厂
站

户
内

工
程

业务场景问题与痛点 根本原因

安全能力参差不齐，专业能力
弱、示险能力不足，执行力差，
责任心弱

规则机械套用，缺乏场景化，
可操作性不强

安全责权不对等，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有效落实

设计标准低，智能化水平低，
安全设施不完善、不系统

工艺标准执行较随意，工程质
量通病持续存在

应急联防能力弱，资源不足

人员
能力

制度
规程

责权
匹配

安全
文化

设备
设施

本质
安全

应急
管理

泛
能

室内放散 灶具无熄火保护胶管非专用、老化报警器不智能 燃气表不智能

周界无告警 巡检执行不到位 一键关停不完善 加气检漏不到位 车辆管理有缺失

危险作业过程
监管乏力

设备带病作业人证不符 交叉施工环境复杂安技交底缺失

交叉施工监管
危险作业

缺乏系统管控
人工巡检难度大 应急能力待提高检测质量无保障

安全氛围意识淡薄，未真正形
成自驱安全文化

通过对安全管理体系要素梳理，深入剖析生产经营中各业务场景的安全管理问题与痛点，主要存在人的安全意识薄弱、安全能力

不足、执行力差、管理工具缺乏、设备设施不智能等问题，导致“看不见风险”、“重点不清”、“管理不智”。

水质未实时监控无烟气分析仪 无超温火灾报警 报警不智能无水淹远程报警

管
网

“看不见风险”

“重点不清”

“管理不智”

人

安全意识薄弱
安全能力不足
执行力弱

设备功能有缺失
设施不智能
物联设备少

缺乏管理手段
缺乏管理工具

设施

管理



燃气企业调度中心安全管理平台产品建设目标

连接物联感知设备，通过燃气企业调度

中心管理平台实现一屏通看

看得见

通过AI算法服务，自动识别业务关键问

题并实时示险

知重点

以数智化手段对安全问题实现全流程监

管，做到问题发生“有人管”

有人管

应检
未检

规范
不熟

疏忽
大意

无视
规章

专业
性不
足

心存
侥幸 人证

不符

安全
意识
不足

责任
心不
强人的不安全行为 ……

设备
缺陷

缺氧
易燃
易爆

有害
气体

恶劣
天气 ……

老化

磨损

腐蚀
外力
破损

年久
失修

……

物的不安全状态

温湿
度不
当

环境的不安全因素
防护
设施
不足



PART. 02

产品介绍



智慧运营中心安全管理平台概述
智慧运营中心安全管理平台面向城燃企业运营中心/调度部门，覆盖企业的厂站、工程、管网、户内以及泛能等核心场景的安全管理业务，

通过底层物联能力、AI能力、告警模型自定义、处置流程动态定制能力，实现企业对各类场景安全风险的集中监测预警、综合研判分析

及智能处置调度，满足调度中心管理和业务人员对“看得见、知重点、有人管”的核心诉求，提升安全运营价值。

全场景管控

• 工程安全

• 管网安全

• 厂站安全

• 户内安全

• 泛能安全

一屏通看、一屏统管

• 集中监测

• 统一预警

• 综合研判

• 智能调度



产品整体架构

运营中心

工程

人员资质合规性 | 安全作业合规性

工程关键工序质量监测

管网 厂站 户内

燃气隐患
统计

燃气泄漏
告警

泛能

高温明火 未戴安全帽

燃气泄漏 水淹

烟气超标

水质超标

执行承载端

人工

App工单

语音/短信

调用三方系统

设备指令

微信/钉钉

视频

系统

站控指令

受限空间作业合规性监测 | 作业环境风险监测

管网关键设施监测

厂站态势环境监测 | CNG加气站人员行为监测

LNG卸车安全行为监测 | 关键工艺参数监测

调度
管理 工单 语音

调度引擎

指令 消息

调度规则

研判
分析

风险评估 辅助预案

评估模型
爆管分析 | 扩散分析 | 关阀分析 …

运营中心大屏

GIS 地图

工程/户内

人员/车辆

管网/门站

物联/视频

基础信息

风险预警

事件告警

隐患信息

…

安全态势

工单/语音

进展/反馈

指令/消息

…

处置调度

排查监管

配置规则

隐患台账

…

隐患管理

工单分析

…

考核评价

…

综合管理

监测
预警 AI识别分析

逻辑分析

物联数据监测
告警规则配置

物联设备告警 设备运行监测

一屏通看 一屏统管

集中监测

统一 预警

综合
研判

智能
调度

闭环
处置

通过“物联+AI”实现五大场景的“集中监测、统一预警、综合研判、智能调度、闭环处置”



运营中心智慧大屏

1.GIS化态势全览

基于GIS信息，实现五大场景
的综合信息、隐患、告警、现
场视频、物联设备运行状态的

全方位感知

2.综合研判

可通过告警相关筛选数据、告
警等级状况、危险源、承载体
等综合信息进行研判分析，评
估风险影响，关联处置预案

3.智能调度

可根据告警等级、告警类型、
影响评估、人员/车辆位置等相
关信息，基于预先配置的调度
规则，自动流转处置调度事件，
并可实时跟踪状态、观察现场

态势、一键语音调度等

2

3 1



风险监测预警

实时监测管理

接入监测数据源（物联设备
数据、设备告警、视频流、
设备运行状态等），对数据

源进行统一管理

智能分析预警

根据实际业务场景，基于监
测源上报的数据、告警规则、
上下游数据和AI逻辑分析，
智能识别风险等级并上报风

险或事件告警

事后事件学习

通过事件处置的结果和人的
评价，自动干预AI模型自主
学习及处置流程的优化建议，

并支持与预案关联调整

处置进展跟踪

根据处置人员反馈信息，跟
踪告警处置进展，进展异常
时形成进展预警信息至调度
中心，直至闭环处置完成

通过对业务场景的告警规则
进行数据的模型设置，数据

统一编排与管理

告警规则设置



综合研判分析

数据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各类数据，包括
人员/车辆/物资/管网/GIS
等基础信息、值班排班/天
气/物联视频数据/工单/作

业等动态信息

研判分析模型

提供相关事件/告警的影响
评估模型，如燃气泄漏影
响分析、关阀影响分析、

明火影响分析等

综合分析报告

根据告警类型/等级等相关
信息，结合综合数据分析
和研判分析模型，生成风
险评估报告及处置建议



智能调度管理

流程处置规则配置

设置告警的处置流程，
并由系统自动驱动告警
的处置及预案协同

处置进展跟踪

根据处置人员反馈的信息，
跟踪告警处置进展，进展
异常时形成进展预警信息
至调度中心或自动升级处
置，直至闭环处置完成

自动派发工单

根据事件流程处置管理规
则和告警相关信息，自动
派发工单给相关人员处置。
并基于工单接收情况，判
断是否派发其他负责人

智能升级



移动端处置闭环

调度管理

承接智能调度，自动流转处
置任务，并可查看历史任务

及处置状况

实时详情

可查看当前告警的详情，实
时掌握告警实况

智能指派

网格领导可对无法流转的任
务进行直接人员指派



五大核心场景监测——工程

• 人员作业资质
• 现场施工作业
• 个人劳保用品
• 安全防护区域

• 焊接质量
• 无损检测
• 除锈刷漆
• 违规动作序列

• 危险作业
• 强度试验
• 严密试验
• 管道定位

• 物料追溯
• 物料保护
• 回填质量
• 警示带敷设

工程场景安全薄弱环节

材料进场

管沟开挖

管沟回填

管道试验

管道穿越

管道安装

会审交底

竣工验收

痛点分析

人员管理难
 特种作业无证上岗
 未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用具
 冒险进入危险场所
 操作工序和流程违规

生产环境复杂
 缺失对工作场所有特殊要求时的监测（如堆土、

电线、地下水、围挡、警示牌等）
 深基坑、涉路、涉水、涉桥、涉山等专项施工

的方案审批缺失

设备管理难
 设备缺陷
 设备使用超年限、带病作业
 设备运行工况

物料管理难
 物料随意堆放，过程保护不到位
 相关物料的探伤检测结果、材料摆放照片

工序管控难
 边界条件、关键环节缺少管控示险
 试验工序不完整、过程监督不足

解决方案（物联+AI+数智化）

电熔焊接

压力试验 隐蔽工程

热熔焊接 数字探伤

管道穿越

数字探伤机 电熔焊机

智能压力采集仪 陀螺仪

热熔焊机

摄像头

人证相符 穿戴合规

材料保护 回填土/警示带

危险作业

管道防腐漆

智能识别

物联监测



五大核心场景监测——管网

管网场景安全薄弱环节 痛点分析 解决方案（物联+AI+数智化）

• 复杂环境巡检
• 架空管道电线耦合
• 巡检上报

• 阀门井检测
• 附属设施检测
• 隐蔽工程验收
• 管网检测台账

• 有限空间作业
• 放散置换作业
• 带气动火作业
• 保压作业
• 全流程管控

管网
巡检

管网
检测

危险
作业

 巡检效率低、巡检频度低
 耦合情况难以辨识
 农田穿越等区域人工巡检难度大，存
在巡视盲区

 线下检测难以管控
 检测时效性低、历史查询不便
 缺少线上支撑

 危险作业缺乏有效的过程AI监控示险
及留痕手段

 危险作业申请依赖人工申报，容易产
生未批先干的情况

 有限空间作业存在窒息风险

高清长焦摄像头 巡检无人机

车载检漏仪 管道带电报警设备

调压器监测仪 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

电动阀

远传四氢噻吩检测仪

阴极保护检测仪

智能识别：
管网占压、管线周围施工、警示桩缺失

物联监测：
物联管道带电、燃气泄漏

物联监测：
阀门井：甲烷浓度、水位
调压箱柜：甲烷浓度、压力、
流量
加臭：四氢噻吩浓度
阴极保护：管道保护电位、
腐蚀电流…

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 精密电子压力计

手持四合一检测仪防爆三防手机

智能识别：
环境合规性：三脚架、风机
穿戴合规性：对讲机、安全帽、四合一监
测仪、氧气面罩、安全带

物联监测：
作业环境氧气含量、甲烷浓度、管网压力

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

交叉
施工

• 竣工图纸查找
• 施工工单签订
• 施工保护方案
• 现场张贴警示

 交底不便，手绘图纸缺少留痕
 施工周期长，无法全过程看护

移动式施工智能
视频监测机器人

智能识别：
施工标识不全、间距不足、未佩戴安全帽

物联监测：
指定区域电子警戒



五大核心场景监测——厂站

厂站场景

LNG卸车

痛点分析 解决方案（物联+AI+数智化）

CNG加气

关键工艺设备
安全运行

巡检

声光告警设备

无人/少人高中压
值守站

作业不规范
LNG卸车：
• 车辆进站检测工具低效、进展作业全过程监测缺失
• 未垫三角木，车辆移动拉断卸车管道引发燃气泄漏
• 未连接静电接地，车辆有静电引发安全事故
• 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卸车过程无人监护，泄漏无

法及时发现

CNG加气：
• 员工责任心不强或安全意识不足未对车辆进行加气前检查和

加气中监护，存在燃气泄漏未发现安全隐患
• 非工作人员在加气区域随意走动，存在安全隐患
• 员工未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 加气挂钩未挂，容易脱枪伤人

异常难发现
• 多数工艺设备为非智能化产品，存在失效风险无法提前预警
• 人员巡检不可控（每小时1次，无法实时发现异常问题）

应急事件难处置
无人值守站未全面实现遥测、遥信、遥控，出现异常事件时无

法远程快速处置

智能调压器

电动球阀智能摄像设备 电子围栏

可燃气体报警器 火源监测云台

流量计压力变送器

甲烷泄漏检测云台

光纤振动

流量 甲烷浓度

火源 温度

磅秤数值

车牌识别 人脸识别 证件识别

智能识别

物联监测

压力

感应门阀

人员入侵

卸车区行为规范性：三角木、指示牌、人员穿戴、静电接地……

加气区行为规范性：吸烟、打电话、穿越黄线、人员穿戴……

电子签约 门磁感应 人员定位 ……

无线型红外可
燃气体探测器



五大核心场景监测——户内

户内场景安全痛点分析 解决方案（物联+数智化）

燃气报警器 电动开窗器燃气电磁阀智能燃气表

室内甲烷浓度 开窗状态

开窗角度

物联监测

无专业知识或设备判断户内
燃气使用的安全性，一旦出
现燃气泄漏易发生爆炸事故

无辅助设备实时监测用户燃
气安全状态，无法有效预防

户内燃气事故的发生

居民用户

燃气企业

电磁阀开关状态



五大核心场景监测——泛能

泛能安全场景痛点 解决方案（物联+AI+数智化）

 锅炉长期锈蚀引发爆炸风险
 锅炉未充分燃烧造成烟气
（CO、NO、O2、CH4等）
含量超标

 人员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人员倒地未及时救护

 燃气泄漏未及时发现和处置引
发安全事故

 站内明火、配电柜高温异常
 （地下）站内严重积水，排水
设备响应不及时，无远程示险，
救援不及时

物的
不安全状态

人的
不安全行为

环境的
不安全因素

水质在线监测仪 烟气成分分析仪

红外成像摄像头

温度报警器

环境设备气体分析仪 自动排水装置

燃气检漏仪

温度

液位 水质

压力 流量

烟雾

物联监测

人员违规进入 劳保用品穿戴 明火

智能识别

湿度 气体浓度 ……



PART. 03

应用案例



青岛新奥智能运营中心安全管理平台
青岛新奥承担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天然气管输配套工程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工作，业务范围覆盖管网、工程、厂站、泛能及户内五大场景。

2021年，青岛新奥携手新智认知以场景化安全管理为抓手，积极开展五大业务的场景化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对五大业务场景全业务流程与作

业过程的梳理，深入剖析目前在人的不安全行为、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等方面的痛点，针对设备设施老化、不完整，

人的安全意识薄弱、能力不足、执行力差，极端环境破坏等安全痛点问题形成一系列安全数智化解决方案，并通过智能运营中心实现五大业

务场景安全问题的集中监测预警、综合分析研判以及智能处置调度。

CNG加气区
穿越黄线预警

100+次

LNG卸车区
操作隐患预警

96次

识别燃气泄漏

10+次

无人站(8个)

异常闯入并驱离

50+次

工程关键工序
AI识别准确率

80%+

安全帽穿戴
AI识别准确率

90%+

应用效果（上线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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