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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输送管道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油气输送管道地理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数据内容、数据库系统、软件平台、系统功

能、系统接口、系统运行环境、系统安全性、系统维护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油气介质的陆上钢质管道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等工作。
本标准不适用于海底油气管道、城镇燃气管道、油气田集输管道和机场内的航油管道、石油化工企

业的厂际和厂内油气管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17859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2098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32167—2015 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

GB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T50539—2017 油气输送管道工程测量规范

BMB3—1999 处理涉密信息的电磁屏蔽室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CH/Z9011—2011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电子地图数据规范

CH/T9012—201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数据组织及文件命名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气输送管道地理信息系统 oilandgastransmissionpipeline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
在计算机软件、硬件、数据库和网络的支持下,按照数据采集标准对基础空间数据、管道本体及附属

设施数据、高后果区数据、管道应急数据等进行入库,并在专业的油气管道地理信息平台基础上开发管

网一张图、辅助规划设计、数字化管理、第三方施工开挖管理、高后果区管理、应急决策辅助分析、系统配

置管理等应用模块的计算机管理系统。

3.2
基础地理信息 fundamentalgeographicinformation
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和进行空间分析的基础信息。

3.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 fundamentalgeographicinformationelement
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框架和空间分析基础的地理信息数据,包括用于反映和描述地球表面测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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