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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法源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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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管線安全辦公室OPS
2. 建立緊急應變SOP
3. 日常管線安全應變
4. 審查廠商所提維運計畫
5. 查核廠商執行計畫成效

第三方認證機構確認廠
商維運計畫合理性及實
際執行作業的查核

1. 風險肇因者負責，專款專用
2. 建立高雄市管理規範

(中央無對應法規）
3. 成立技術諮詢委員會協助監理

1. 課責廠商應負之管線安全責任，建立廠商自主管理意識
2. 要求總部設籍高雄，落實安全管理與即時應變系統
3. 建立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與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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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安全
辦公室OPS

管線安全管理運作架構

，

管理法源與架構

既有工業管線
管理自治條例

(104/6/15)

成立技術諮
詢委員會

既有工業管線
維護管理辦法
(104/7/16)

既有工業管線
監理檢查費收

費辦法
(104/7/16)

管線維運計畫
審核與查核

管線運作安全
監管與應變

每年10/31廠商
提送次一年度
管線維運計畫

每年1/31廠商
提送前一年度
執行成果報告

管線日常運
作監控與緊
急應變作業



管線安全管理系統(PSMS)

• 依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維護辦法』第四條，既有工業管線所有人
應建置管線安全管理系統，各項規定則分列於『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
維護辦法』第六條至第十六條，對應美國石油協會指引 API RP 1173 的九
個項目。並依據 PDCA（Plan-Do-Check-Act）循環式品質管理方式規劃
每年管線維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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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線安全管理系統

二. 管線資訊管理系統及資料分析管理

三. 管線完整性評估及管理

四. 管線操作管理及監控系統、巡管作
業及配套措施

五. 管線維修保養及檢查

六. 管線變更管理

七. 管線維運人員能力訓練及管理

八. 成立管束聯防組織及管理計畫

九. 管線異常通報機制與緊急應變計畫

紅字編碼為管維辦
法第四條要求項目

管理法源與架構



日常管理-稽核審查管理機制 110年度審查要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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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工業管線管理機制

一. 洩漏監測系統強化精
進執行要點：強制要
求業者進行洩漏測試，
確認目前系統的檢漏
能力。要點如下:

1. 釐清最小可測洩漏量、
洩漏反應時間。

2. 釐清業者訂定之警報
其可靠性與安全性

3. 液態管線應具備之洩
漏點定位能力。

二. 完整性管理電子化執
行要點：110年度須規
劃定期上傳過去管線
完整性管理資料，並
列入現場查核、下一
年度總報告審查項目。

預防

召開業者工作說明會
(10/12)

經發局宣告年度重
大改善精進要點

業者依法繳交計畫書
(10/31)

業者確實規劃全年
度維護檢查工作

審查通過
依計畫執行
(Jan.~Dec.)

經發局依法
至各廠稽核
(Feb,~Sep.)

現場確認業者計
畫及規劃各項工
作的執行成效

業者依法繳交
執行成果報告
(Next 1/31)

詳述全年度工作
成果與規劃之達
成率，供經發局
審視查核

管理法源與架構



OPS-管線安全預防功能
--現有預防功能--

 審查管線維運計畫及檢測情形報告
 辦理管線陰極保護系統完整性抽查
 辦理管線災害模擬沙盤推演、教育訓練
 辦理民眾災害宣導作業
 辦理管束聯防無預警測試
 案件統計研析 整備

預防

應變

7

【陰極保護系統完整性抽查】

【案件研析】

管理法源與架構

【災害模擬沙盤推演】

預防



--現有整備功能--

 建立管線圖資、管理及危害物質資料
 管線聯防組織建立與緊急聯絡資料
 管線相關技術應變等訓練課程及宣導

OPS-資訊與安全防護整備功能

整備

預防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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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緊急應變通聯機制

 建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案例分享與技術交流會議

【危險物品場所圖層】

【敏感受體圖層】

【應變技術訓練】

管理法源與架構整備



OPS-緊急應變措施功能

整備

預防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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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應變功能--

 事故通報及應變
 應變經驗與行動建議
 化學品與管線廠場資訊
 應變策略研擬
 危害物質擴散模擬
 化學品偵檢監測

管理法源與架構

【化學品偵檢監測】

【危害物質擴散模擬】

【通報應變機制】

應變



二. 現行管理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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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2維圖資已完全公開，民眾可透
過線上系統進行查詢。

3D圖床建置

 衛星測量中心大高雄地區高精細
度地形模型

 三維建物輪廓

經過前鎮、小港、林園三區管線的
使用中管線鄰近人口稠密都會區，
已列為重點查核對象，要求業者盡
速完成。

不斷持續提升圖資的正確性，根據
業者執行ILI檢測取得之三維座標不
斷更新校正既有圖資。

配合業者開挖驗證確認深度並比對
現有圖資進行修正，藉此釐清圖資
的精確度。

圖資修正管理機制

業者執行ILI
取得三維座標

行文經發局
繳交圖資

經發局匯入圖床

開挖點座標

比較
確認

列入正式圖資
結案

不通過

通過

行文業者
重新修正

業者進行
測繪修正

高程錯誤顯示浮在空中

協調改善回歸正確位置

管線數據耦合勘誤修正與路徑交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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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透明化與3D圖資建置修正

整備 現行管理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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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道挖中心道路挖掘現況

 利用軟體介接工業管線與道路挖掘圖資系統，輔助案件通報時，第一時
間確認該區域是否有挖掘案件，藉此釐清是否有挖掘損傷的可能性。

 業者也可加強管線巡查事前的確認工作，並核對管線沿線是否有未經申
請之挖掘案件，降低第三方破壞的風險

整備 現行管理重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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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域疏散避難教育宣導及演練

辦理高風險敏感區域疏散避難演練，自
市民、管線單位以至於政府機關，建立
由下而上的自主防災意識。

協調各救災單
位對於管線災
害應變之效力
並提高民眾
防災共識

政府機關

高雄市民
建立災害認
知與避難觀
念，提升防
災意識

強化與利害
關係人的互
動連結

管線單位

已在6個行政區辦理。
累計已有10個區公所、

15個里及7間學校實際
參與演練。

整備 現行管理重點事項



三. 後續精進作為

14



15

前鎮乙烯事件處理過程重點說明
查漏項目 執行目的 檢測結果

持壓測試

由壓降判斷管線是否
有微小洩漏，同時執
行多種查漏工作確認
作業

持壓超過
200小時無壓降

水車灑水
查漏

目視有無冒泡確認是
否持續有氣體洩出

查無異常冒泡等
疑似洩漏處

透地雷達
確認管線是否與箱涵
相牴觸

查無牴觸

緊密電位
確認管線防蝕系統運
作狀況

防蝕系統
查無損壞

監測井
VOCs

成分分析
VOCs分析 無乙烯反應

工業管線歷
年檢測紀錄

確認管線過去是否有
發生過可能造成本次
異常事件的可能

所有工業管線皆
在第三方驗證單
位認可下完成定
期檢測工作

異常通報

排空停用

氮
氣
持
壓
查
漏

250
小
時

監測井
檢測

灑水查
漏

管線包
覆檢測

地下結
構確認

洩漏疑慮排除

管線復用
持續監測2個月

後續精進作為應變



 經濟部工業局於109年10月20日邀集高雄市政府、專家學者
及工業管線業者召開本次會議，結論摘錄如下：

一. 管線洩漏監測系統訂定統一標準規範之可行性不高
尚無單一標準適合所有管線，訂定統一標準規範之可行性低。建議由業者衡量
其管線特性、安全管理需求、風險評估結果及技術提供廠之建議，選定一最適
切洩漏監測之方法。

二. 管線安全需著重完整性管理作為
建置洩漏監測系統僅是管線安全管理維運的其中一項，並非安裝後即可以全面
確保管線之安全運作，建議管線業者仍須著重執行管線的完整性管理作為，如
管線維保及檢查、人員訓練及管理，以及異常通報機制與緊急應變等。

三. 建立一管線洩漏監測系統經驗分享平台供業者交流讓相關設置經驗符
合我國本土需求。

四. 要求管線業者針對其管線特性及設置環境，加強洩漏監測系統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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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國氣體與液體地下管線監測系統
反應時間及洩漏點標準之可行性會議

預防 後續精進作為



增訂罰則、納入修法
借鏡國際法規標準趨勢，檢討精進
增列具體改善時限及相應罰鍰，強化

執法成效

案件處置行政程序精進
經發局、環保局、水利局共同合作
 30天內的歷史通報紀錄追蹤
擴大環域查證範圍，由現行100公尺

擴大為150公尺

強化對洩漏監測系統的要求
配合工業局管線監測可行性會議，強

化完整性管理作為
業者每年執行功能驗證以符合法規要

求以作為後續精進的指標，並依此逐
年提升檢漏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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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既有管線管理精進作為

預防 後續精進作為

工業管線
(9筆資料)

30天內歷史
通報紀錄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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