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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然气配气站噪声的产生及防治 
雷 彬  蒋 煜  蒋华全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 

摘  要  城区天然气配气站噪声超标已成为供气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分析了配气站噪声污染现状，

指出噪声产生原因主要为天然气流动，供气量增长使设备超负荷运行等 7个方面。分别针对现有配气站和新建、

改扩建站场提出降噪措施，指出设备在额定范围内运行、气体流速控制、工艺改造等是噪声控制的重要手段。

并对城区天然气配气站噪声治理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城区   天然气   配气站   噪声   防治 

 

0  引  言 

噪声污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公害之一，它

对人体的危害非常严重，长时间停留在高噪声区，可

能导致人体听觉和视觉的迟钝，造成神经系统的紊

乱，影响智力和身心健康，以至引发心脏病、高血压

等心血管疾病。因此噪声危害被称作“慢性致命剂”。

据世界健康组织估计，仅美国每年花费在噪声治理、

赔偿损失等方面的费用高达 40 多亿美元。因此，噪

声达标排放和污染治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  配气站噪声污染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城市空间不断拓宽，对天

然气的需求呈迅猛上升势头，一些原来孤立于荒郊野

外的配气站被新兴的城市包围。重庆气矿江北、渝北

运销部大部分配气站都位于主城区，日供气量近 500

×10
4
 m

3
；由于天然气输气量的增加，配气站的设备

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造成气流速度过高而形成噪

声，严重干扰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成为市民投诉

的重点。重庆气矿主城区几个配气站的噪声监测数据

统计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主城区几个配气站的

厂界噪声都超过《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

—90）Ⅱ类标准。 

2  配气站噪声产生原因分析 

噪声按其产生的机理可分为三种:①气体动力噪

声；②机械噪声；③电磁性噪声。配气站噪声主要是

天然气在工艺设备中流动产生的气体动力噪声。 

2.1 天然气流动产生噪声 

天然气在调压、计量、分配等环节中，因节流降

压或改变天然气流动形态，造成天然气在处理设备中

形成涡流、搅动、与钢质管壁摩擦等，进而产生气流

动力噪声。配气站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汇管、调压、过

滤分离等区域以及钢制弯管部位等，尤其节流降压的

调压设备中尤为明显。由于配气站噪声主要是在工艺

管道和设备构成的刚性封闭管道空间内产生，所以噪

声主要沿管壁传播，通过空气向四周传播，噪声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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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城区配气站噪声监测值 

站 名 
处理能力(×10

4
m

3
/d) 设备噪声(dB(A)) 昼间厂界噪声(dB(A)) 

设计量 处理量 最高瞬产 最高 最低 标准
*
 最高 最低 

红岩村 14.3 40 70 101.2 96 60 77.4 64.2 

团  校 40 23 50 99.6 75.7 60 83.6 51.9 

贺家湾 ／ 17 30 83.1 81.9 60 73.4 61.9 

松树桥 80 36 75 80.8 73.9 60 71 66.6 

两  路 300 500 650 94.1 79.6 60 84.4 64.9 

人  和 100 180 270 99.8 72.7 60 77.3 57.7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 —90)，昼间Ⅱ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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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增加、介质的吸收、障碍物的阻挡屏蔽等而略有

衰减。 

2.2 设备超负荷运行产生噪声 

通过对气矿噪声超标的配气站设备运行参数的

复核，分析认为，配气站噪声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其现

有供气量增长过快，设备处理量远大于设计能力，造

成天然气流态突变，流速极高，接近亚音速而引起噪

声。噪声值的大小与气流速度呈正比关系。红岩村站

2002年大修改造设计处理规模为 14.3×10
4
 m

3
/d，小

时流量为 13664 Nm
3
，到 2004 年达到 32.7×10

4
 m

3
/d，

至 2007年超过 40×10
4
 m

3
/d。主城区配气站噪声监测

值见表 1。按目前日最高瞬产 70×10
4
 m

3
计算，其小

时流量达到 29167 Nm
3
，远远超过其处理能力。  

2.3 调压器噪声 

调压器是配气站主要噪声源。天然气通过调节阀

和调压器，相当于通过可变孔径的节流孔，因此天然

气压力下降，在孔口处气流速度急剧增大。调节阀上

下游的天然气压差越大，孔口处的流速也越大，可能

造成的噪声也越大。计算可知，通过一级调压器的流

速为 98～334 m/s，通过二级调压器的流速为 178～

355 m/s，形成主要噪声。此外，调压器操作不当，或

内部组件振动等都可能增大其噪声。 

2.4 调压器下游管道噪声 

天然气流过调压器孔口的速度接近亚音速，由于

渐扩管段较短，气流速度梯度过大，气流流过渐扩管

段后速度剧减而压力回升，造成激波，形成噪声。管

道内气流速度远小于相应调压器出口端的流速，但也

高于管道工艺设计控制流速。 

2.5 汇管噪声 

气流紊动、气流喷注噪声及调压器所产生的噪声

在所相连的管道内会形成一个声场，进入汇管后被放

大。在配气站现场，由于场地限制，一级调压及旁通

进气管线与汇管的距离较短，调压阀或弯头处产生的

噪声传递进入汇管，与进入汇管时空间增大所形成的

喷注噪声、汇管内气流紊动噪声，加上通过远大于调

压单元的表面积向外辐射，综合形成更为强烈的噪

声。在设备多、进气及分配管线多的大型配气站，汇

管噪声尤为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调压阀下游管段和汇管并不是噪声

产生的主声源，只是因为处于主声源下游，并汇集了

更多声源，加上远大于主声源部位的表面积，噪声向

外辐射的能力增强，往往表现出比主声源更大的噪

声，即“二次声源”。 

2.6 孔板节流装置噪声 

在孔板节流装置处，由于束流效应，同样会产生

噪声，但由于孔板阀体厚度较大，噪声情况相对不突

出，但在孔板内径与计量管段内径相差过大时，也会

产生较大噪声。 

2.7 筒式气体过滤器噪声 

通过计算，在过滤分离器的进出管线上，实际流

速并不高，以红岩村站为例，在进站压力 0.8 MPa，

处理量 48×10
4
  Nm

3
/d(超过设计能力)时，进出口管

线流速为 20 m/s。过滤分离器的噪声主要是进入过滤

器时的喷注噪声和内部的紊动噪声，由于表面积较

大，噪声向外辐射能力强。 

3  配气站噪声治理措施及效果分析 

3.1 对现有配气站噪声的治理 

3.1.1 超设计规模运行的站场实施工艺改造 

对超设计规模运行的配气站，如条件允许应实行

限量输送。在限量输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应实施工

艺改造，增加天然气分输流程，增加设备，降低单台

设备的处理能力，降低天然气流速，减小天然气气流

扰动，降低天然气气流噪声，从根本上降低噪声。如

团校站 2005 年就采用工艺改造结合限量输送的方式

降低了部分噪声。 

3.1.2 对噪声源重点辐射部位进行局部吸声、隔声降

噪处理 

部分配气站由于无法实施工艺改造，或工艺改造

达不到效果时，可以对站场调压器、调压器下游直管

段、汇管等噪声辐射较强的部位，采用以隔声降噪治

理工艺为主的降噪措施，这是目前较为有效的噪声治

理措施，即使用玻璃棉等吸声隔声材料包裹或采用玻

璃棉加隔声罩进行封罩，减小噪声辐射量。目前重庆

气矿红岩村站、团校站、大石坝站等均采用了类似方

式进行降噪处理，处理效果见表 2。 

从表 2看出，三个站噪声经治理后，厂界噪声和

设备噪声均得到不同程度降低，最大减少量达 28.8 

dB(A)，降噪效果十分明显，但同时又带来了管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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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防腐问题、密封面气体泄漏的安全问题等。  

3.1.3 合理使用设备 

在天然气的输配流程中，不要随意变更设备的使

用性能。因为闸阀、平板阀、球阀等设备如果作为调

节阀使用，将严重影响气流流态，增加气流扰动，加

大噪声的产生，建议在生产实际中不要将闸阀、平板

阀、球阀等全开全关,让阀门当作节流限压使用。如

果确实需要对用户进行流量和压力调节，就应该加装

调节类设备。 

3.1.4 配气站综合降噪治理 

对产生噪声较大的调压器、汇管等采取加装组合

式隔声罩降噪；对站内设备及管道系统等形成的面声

源安装敞开式吸声隔声棚降噪；对站外噪声敏感点方

向加装吸声隔声屏阻挡噪声传播等综合治理措施。 

若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达标，则建议对整个场站

进行搬迁，以避免噪声对周边居民造成干扰。 

3.2 新建或改扩建站场噪声控制措施 

3.2.1 规划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中远期的供气量 

现在城市发展快，用气增长迅猛，因此在对配气

站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今后该地区的发展，考虑用

户用气量的增加。在输气量的考虑上，重点关注高峰

时段的瞬时流量。设备选型要留有余量，要有增加气

量的供气通道。一旦高峰流量超设计最高瞬时流量

时，就应该考虑实施工艺改造，增加分输流程。 

3.2.2 站场设计时应控制好流量、流速 

在设计时，如果不考虑天然气在输送过程中的流

速问题，只考虑其流量是否符合要求，就容易造成当

流量达到要求时，其流速过大，如红岩村站，其核算

流速已接近亚音速。所以，在进行配气站站场设计时

应将流量和流速两个关键控制参数进行综合考虑，作

为工艺设计的前期调研应充分结合开发区、工厂等的

远期用气规划，在站场征地、线路优选、设备选型等

方面统筹考虑。 

3.2.3 选择具有消音功能的调压器 

调压设备的选型计算非常重要，在选择调压器的

最大流量时，调压器的最大通过能力如下： 

表 2  红岩村等配气站隔声降噪治理前后效果分析 

站名 
噪声

类型 

测

点

编

号 

治理前 治理后 

噪声降低值

(dB(A)) 
主要噪声源 

监测时间 

输气量 

(×10
4
m
3
/d) 

噪声值

(dB(A)) 

监测时间及 

输气量 

(×10
4
m
3
/d) 

噪声值

(dB(A)) 

红岩 

村站 

厂界

噪声 

1 

2005 年 8 月 2 日， 

输气量 45 

77.4 

2006年 11月 1日，

输气量 40 

58.4 19 
  气流声、 

交通噪声 
2 70.6 60.9 9.7 

3 64.2 52.9 11.3 

设备

噪声 

1 101.2 79.3 21.9 
气流声 

2 96 67.2 28.8 

团校站 

厂界

噪声 

1 

2005年 5月22日，

输气量 50 

— 

2006年 11月 1日，

输气量 16.4 

63.5 — 
设备噪声、

交通噪声 
2 64.6 59.2 5.4 

3 68.2 54.6 13.6 

设备

噪声 

1 81.9 62.0 19.9 

设备噪声 2 — 68.6 — 

3 78.2 65.2 13.0 

大石 

坝站 

厂界

噪声 

1 

2005年 5月12日，

输气量 160～180

左右 

81.4 

2006年 11月 1日，

输气量 160～180 

左右 

67.2 14.2 
设备噪声、

交通噪声、

生活噪声 

2 76.3 61.0 15.3 

3 66 58.5 7.5 

4 62.8 51.2 11.6 

设备

噪声 

1 100.7 77.4 23.3 

设备噪声 
2 99.8 76.2 23.6 

3 98.9 78.3 20.6 

4 103.1 84.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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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1.2Qj 

Qp——调压器的最大流量，m
3
/h 

Qj——为单位流量，m
3
/h 

应尽量保证工作流量为(0.3～0.8)Qp 。过低的工

作流量(＜0.3 Qp)有可能造成调压器的振动，增加噪

声。因此建议优选噪声低或有消声功能的调压设备。 

3.2.4 优化汇气管进气管路 

首先，加长调压器后端直管段，可使天然气在因

为调压期的调节造成紊乱流态的直管段中逐步趋于

平稳，并降低气流流速，使气流进入汇管时的扰动减

小，也就降低了汇管气流噪声的产生。 

其次，加大汇管进气管口径，增大直管段通径，

减小二者比值，使气流不至因发生太大突变，造成很

大扰动，形成噪声，同时也有利于气量增加后的扩容。 

另外，对于处理量大的配气站，应考虑多设天然

气进入汇管的通道，或设多根汇管，通过多设置进气

通道，降低单通道的进气量，减少气流流速，降低高

速气流进入汇管引起的喷流，减小涡流扰动，从而降

低气流产生的噪声。 

3.3 增加储气能力 

主城区配气站供气的主要对象是重庆市燃气(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市燃气公司由于拥有大量民用燃

气用户，用气高峰期间流量相当大，这给配气站带来

了很大的供气难度。建议市燃气公司增加储气能力，

增强用气高峰时的调峰能力，降低天然气流速，减小

气流扰动，也可适当降低噪声量。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 天然气流动中，因节流降压或改变流动形态，或

与钢质管壁摩擦等，必然产生气流噪声。 

◆ 城区配气站输气量的增长，造成现有设备处理量

远大于设计能力，引起天然气流速超高，是配气站噪

声超标的主要原因。因此，保持配气站在设备的额定

工作流量范围内运行是保证其噪声达标的前提。 

◆ 噪声值大小与气流速度呈正比例关系，同时随着

传播距离增加，以及介质的吸收及障碍物的屏蔽作用

等会发生衰减。 

◆ 实施工艺改造是解决配气站噪声超标的主要途

径，是治本。采用玻璃棉等吸声材料制作隔声套、隔

声罩，安装吸声隔声棚，对站外噪声敏感点方向加装

吸声隔声屏阻挡噪声传播等降噪治理工艺，是目前较

为有效的噪声治理手段。从目前的治理效果看，噪声

降低最大值接近 30 dB(A)，但同时引发出管道和设备

的防腐问题。 

4.2 建 议 

◆ 将噪声指标列为配气站初始设计、设备选型的一

个关键控制指标，要求设计人员充分结合该配气站的

中远期发展规划，对设备参数核算准确，控制好流量

和流速两个参数。 

◆ 站场设计时，不仅要考虑日均输气量，更应该关

注日高峰瞬时输气量对噪声的影响。 

◆ 当站场处理量超过设计能力引起噪声超标时，就

应该首先考虑工艺改造。因此选择主要设备时必须考

虑余量，要有扩容的通道口。 

◆ 定时开展站场噪声监测，避免引起环保投诉。 

◆ 开展配气站噪声防治的模拟研究。研究气量与流

速、噪声之间的关系；研究汇气管与进气直管段通径

的比例与噪声大小的关系；研究天然气流态对噪声的

影响；试验配气站噪声防治的方法，如将噪声较大的

汇管、调压设备、管道等进行埋地工艺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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