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 （气 ） 站、 充电站布局规划能源体系探索

一以淄博市博山区为例

张伟

摘要 ：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
机动 车迅速成 为居民 日 常生 活的代 步工具 ，

用油量 的极速增 长加大 了 对

加油站的 需求 ， 同时伴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 ，
加 气站 、 充电站等作为基础配套设施必须 同 步建设以此满

足居民生产生 活的正 常需求 。 而早期加 油站的建设存在着种种 问题 ，

加 气站 以及新能 源的建设并 没有跟上

发展的 步伐 。 本文结合近年来交通发展情况 ，
对规划 区 内的加油 （ 气 ） 站 、 充电站的现状情况 ，

比如现状

加油 （ 气 ） 站的位置 、 与周边 的安全距 离 、 现状运营情况利 用 图 则 的 形式进行详细的分析 ，

结合总体规划
，

采 用总量控制 、 分级布置 、 面域辐射 、 线型控制的方法对规划 区站点布局进行优化 ，
采用 图则对各站点位

置等进行 刚性控制 ，
采用弹性的手法对各站点加 油 （ 气 ） 机 、 充 电桩的数量进行控制 。 同时结合相关政策

对未来各能源 比例进行预测 ，
达到一个适宜的能源结构供应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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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机动车的迅速普及 、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 加油 （气 ） 站 、 充电站的数量以及空间上

的分布对于未来民众的生产生活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 因此能够建立起
一套能够满足未来居民

需求 、 布局科学有序的现代化油 （气 ） 电服务体系将具有重大意义 。 本文在对博山区现状加

油 （气 ） 站 、 充 电站的现状情况进行系统 的分析以后 ， 结合相关方法探讨油气 电站的选址 、

布局等方面 以期能够建立系统完备的油气 电供应体系 。 基于此 ， 形成
“

现状问题分析 、 需求

预测分析 、 布局手法及选址要求 、 规划措施
”

的思路 。

２ 现状问题分析

２ ．１ 现状加油站分布不均 ， 部分加油站过度集中

老城区 内部加油站建设过度集中 ， 服务半径重合度高 ， 部分站点之间 间距过小 ， 像五岭

路中石油加油站与 中国双龙加油站前后不过
一

百米距离 ， 出现扎堆竞争的情况 ， 不利于加油

站的发展及加油机的有效使用 。 而部分区域 由于道路建设未能考虑加油站的建设 ， 存在沿途

加油困难 ， 需要到城区加油 的情况 。

２ ．２ 占地规模差距较大 ， 部分站点过大

部分站点规模过大 ， 加油站未充分利用土地 ， 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

２ ．３ 经营效益差距较大

单个加油站的加油机使用效率较低 ，
２９ 座现状加油机站中 的加油机满足 日 出油量标准

的只有
一

个 ， 占总量的 ３ ．４％ ， 而部分社会加油站 日 出油量更低 ， 严重低于加油机设计的 日



平均加油量 ， 表明加油站的能力并为能够充分发挥 。 这与所处的位置与油 品有极大的关系 ，

数据表明位于外环路以及城区主干路上的加油站加油量比较多 ， 中石化 中石油两家站点加油

量相对较多 。

２ ．４ 安全距离不够 ， 部分站点存在安全隐患

２ ．４ ． １ 与道路安全距离 不够

中石化 ３ 站现状位于交通繁忙的道路交叉 口位置 ， 进出加油车辆严重影响城市交通 。 由

于规划道路的拓宽不能够满足与城市道路的安全距离 ， 另外有站点位于规划重大道路交通设

施处 ， 必须要进行搬离 。

２ ．４ ． ２ 与站外建 （构 ） 筑物安全距离 不够

部分加油站建设位置位于城市居 民区 中或者城市核心 ， 与周边重要公共建筑物以及民用

建筑等的安全距离小于规范要求 ， 另外存在加油站建设早而后期在周边建设违章建筑物的情

况 。

２ ．５ 新能源设施发展滞后

天然气加气站在经历 了前几年 的快速增长后 目前加气量趋于稳定 ， 但是缺乏 ＬＮＧ 加气

站 。 目前 电动汽车发展迅猛 ， 国 内 的几大车企像北汽 、 长安 、 奇瑞等都将电动化汽车列为未

来的主攻方向 ， 国外像沃尔沃 、 奔驰 、 丰 田 、 大众都等计划未来将全部车型都配备 电动化 ，

电动汽车的发展越来越快 ， 而博山 区充电站 目前仅仅存在于公交场站 ， 不能够满足于未来的

新能源汽车的需求 。

３ 需求预测分析

首先需要客观的合理的确定未来机动车的数量 ， 然后根据各能源比例合理预测各能源车

的数量 ， 以此确定各能源设施站点的数量 。 近期以油气站为主 ， 远期增加充电站的比例 。

３ ．１ 机动车数量

３ ． １ ． １ 千人机动 车保有量法

博山 区是原淄博市市政府所在地 ，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齐全 ， 按照中保有量标准比较适宜 ，

即 ２０ ２５ 年达到 ２０ ０ 辆／千人 ，
２ ０３５ 年达到 ２４０ 辆／千人 ， 按照规划人 口 ４ １

．５ 万人 ， 机动车

保有量可达到 ８ ．６３ 万辆 。

３ ． １ ． ２ 增长率法

依据车管所提供的近几年车辆数据统计分析年增长率为 ５
．８％ ， 并且发展速度呈现逐步

回落的过程 ， 预测近期到 ２０ ２５ 年增长率为 ４％ ， 远期到 ２０ ３５ 年主要以更新换代为主 ， 按年

增长率 １ ％ ， 确定到 ２０ ３５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 ９ ．３６ 万辆 。

３ ． １ ． ３ 基于一元线性回 归 方法预测

经研宄 ， 车辆数量与年份呈现
一

元线性回归关系 ， 经核算 ， 误差率小于 ５％ ， 符合采用



一

元线性回归直线 的标准 ， 预测到 ２０ ３５ 年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１ ０ 万辆 。

３ ． １ ． ４ 能源比例分析

综合分析 ３ 种预测方法最终确定到 ２ ０３５ 年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９ ．
５ 万辆 。 同时博山区位

于山 区 ， 摩托车也是当地
一

种重要的交通工具 ， 依据综合交通规划及车管所统计数据预测到

２０ ３５年博山城区摩托车数量为 ２ 万辆 ， 过境车约 ２ ．０ 万辆／ 日 。

伴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影响 ， ２０３ ５ 年规划区燃气车辆大多为出租车及少量私家车和货车 ，

预测期末 ２０３５ 年燃气车辆大约 ０ ．６ 万辆 。

依据 《关于贯彻国办发 〔
２ ０１ ４

）３５ 号文件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 ， 青

岛 、 淄博 、 潍坊 、 聊城 、 临沂等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名单的市 ， 新增或更

新车辆中 的新能源汽车 比例不低于 ３０％ 。 则 电动汽车保有量按机动车增加辆数的 ３ ０％计 ， 约

１ ． ８万辆 。 规划期末燃油车辆 、 燃气车辆 、 电动车比例为 １ ２ ： １ ： ３ 。

３ ．２ 站点数量

３ ． １ ． １ 燃油需求量法

分析车辆规模 、 车辆构成基础上 ， 确定各种车型车辆的 日耗油量 ， 分别得出各类车型加

油 （气 ） 需求量 ， 依据加油站设计规范 以及加油机维修 、 更换以及不同油种 的分配和实际利

用率等综合分析确定各站点数量 。

从 电动汽车使用角度出发 ， 将电动汽车划分为社会车 （包括电动私家车及租用车 ） 和专

业电动车 （包括电动公交及公益车 ） 两大类别 ， 社会车远期考虑居住区 、 大型公共商场及停

车场等设置 ， 专业电动车主要包括公交车 、 出租车 、 市政车辆及医用救护车和校车等 ， 预测

规划期末 电动公交保有量为 ３００ 量 ， 电动 出租 ４００ 量 ， 综合各类电动用车及未来发展需求 ，

依据现状充 电技术等结合公交首末站 、 公交停车场等设置 ３ 处专业充 电站 。 公共充电站主要

结合商业服务业设施 、 文体设施 、 行政办公设施 、 教育设施 、 公园和景区等配件的公共停车

场 ， 共设置 ３ 处公共充 电站 。

３ ．２ ． ２ 工程类比法

一

定数量的机动车配备
一

座加油站 ， 使二者之间相匹配 ， 既满足要求 ， 又能获得经济效

益 ， 依据博山 区现状规划区每座加油站对应的机动车数量 １ ８１ ５ 辆 ， 规划区拥车密度较低 ，

规划预测 ３０００ 辆 ， 需加油站 ３２ 座 。

３ ．２ ． ３ 按照规范与有关文件计算

依据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 （ ＧＢ５０２ ２０
－

９ ５ ）
， 城区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０ ．９
－

１
．２ 公里 ， 服务面积约为 ４

．５２ｋｍ
２

， 按此方法预测加油站需 １ ０
—

１ ７ 座 。

３ ．２ ． ４ 综合分析

综合 以上几种预测方法 ， 同时考虑规划区建设范围 、 过境交通以及城区外周边站点综合

确定规划期末加油站 ３４ 座 ， 加气站 ８ 座 ， 充 电站 ６ 座 。



４ 布局手法及选址要求

４．１ 布局手法

通过对博山 区现状交通流量的分析以及对未来道路交通流量的预测情况和未来各重要

交通场站的建设情况建立不 同的交通分区 ， 针对不同分区的交通现状及发展趋势 ， 确定不 同

区域的
一

个差别化站点布局策略 。 确定总量控制 、 分级布置 ， 面域辐射 、 线型控制的布局手

法 。

总量控制 ： 对加油 （气 ） 站 、 充 电站总量进行控制 ， 正确引 导加油 （气 ） 站 、 充电站积

极健康的发展 。 站点量过多 ， 对于机动车加油会比较方便 ， 但是会过多的 占用土地 ， 造成土

地资源的浪费 ， 同时也会影响各站点的经营效益 ， 站点数量过少虽然能够带来可观的效益 ，

但是会对机动车加油造成影响 ， 所以在整个区域对总量进行控制 。 同时对分区站点也进行各

分区数量的控制 ．

分级布置 ： 根据所处位置 、 服务对象等在不 同区域设施不 同密度 、 不同等级的加油站 ，

比如城区 内不宜建设一级站 ， 以三级站为主 ， 结合燃气管线规划 ， 对加气站 的标准站和子站

分开设置 。

面域辐射 ： 针对规划区 内不 同交通分区采取差别化的布局策略 。 北部工业片 区未来以工

业用地为主 ， 大量的工业用地势必带来较大的车流量 ， 综合考虑现有加油站覆盖范围上需增

设加油站 。 而位于老城区 内部未来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 ， 应大力提高清洁能源的交通 。

线型控制 ： 针对线型交通的特殊性 ， 采取路段控制法设置 。 对于外 围道路交通流量特别

大 ， 货运交通较多 ， 在西过境路沿线 、 张博路以及东外环等车流量较大 的区域适当增加加油

（气 ） 站 、 充 电站方便过境车辆补充能源 。

４．２ 选址要求

４ ．２ ． １ 加油 （气 ） 站 、 充电站要沿主干道交通 负 荷重心 两侧布置 。

对于城市交通主干道 、 出入方便的次干道 、 高等级公路 、 高速公路 ， 要结合道路出入 口

布置占地那 ， 加油机 、 油罐与周围建筑物 、 构筑物 、 交通线的安全距离应在消防规定 的安全

距离以上 。 同 时应该避开交叉路 口等主要路段 。

４ ．２ ． ２ 应具有较好的可见度
，
当 车流量两侧都比较大时

，
可考虑对称布置 。

４ ．２ ． ３ 应符合城市 总体规划 以及环保 、 消防 、 交通部 门 的要求 。

４ ．２ ． ４ 选址和规划设计 时应避开危险地段。

５ 规划措施

通过对加油 （气 ） 站的用地性质 、 规划年与现状年周边道路交通流量的对比分析以及对

加油站的设施 、 规模 、 站容和周边设施的安全距离 、 服务范围等分析 ， 最终确定各站点规划

策略 。 规划主要以改造提升为主 ， 严格控制总量 ， 对于不符合规范的予以迁走重建 ， 对于严



重缺乏的区域应当适宜新建 。 共分为保留 （升级改造 、 改扩建 ） 、 迁建 、 新建 ３ 种情况 。

规划加油站图则 ：

图 规划加油站示意 图

５．１ 保留站点

５ ． １ ． １ 完全保留

对于符合各项规范要求的站点进行保留 ， 并同时提出规范化治理的要求 ， 不仅在提升加

油站站容 ， 同时对于市容市貌的提高也有一定 的益处 。 加气站 、 充 电站全部保留现状。

５ ． １ ． ２ 改扩建

经过分析需要保留 的加油站 ， 站址相对规模较大的有扩展用地的 ， 根据油气 电需求情况

进行合理扩建 。 可 以扩建为油气合建站或油 电合建站 。

５ ． １ ． ２ 升级改造

对一些规模小 、 站容差 、 设施相对落后的站点进行积极改造 ， 完善加油站服务功能 ， 提

升服务水平 。



５．２ 迁建站点

部分站点与周边建 （构 ） 筑物安全距离不满足 ， 另有部分站点与道路间距不够 ， 或有重

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迁走加油站的 ， 针对不同 的情况 ， 在统筹全局的情况下合理选择迁建

的位置 。

表 迁建站点选址说明

序

号

名称 位置 迁建原因 迁建位置 选址说明

１

中石化

博山 区

２５ 站

迁至工业

一

路与沿

河东路交

叉 口 以东 ，

沿工业
一

路路北

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 ： 现状位于张博

路与环北路交叉

口处 ， 规划此处为

立交 ， 立交桥的建

设势必对加 油站

有重大影响 。

工业一路 ，

与沿河东路

交叉 口 以东

工业
一

路路

北

１ 、 在建万福路将打通博山

东部车辆过境通道 ， 势必会

带来较大车流量 ， 工业一路

连通东外环 ， 未来车流量将

大增 。

２ 、 新建道路周边缺乏便利

的加油站为过往车辆提供

加油服务 。

２

中石化

博山 区

９ 站

讦至葷家

沟路与创

业大道交

叉 口 以西

沿创业大

道

滨莱髙速已经改

线 ， 下路 口建成通

车 以后张博附线

与创业大道交叉

口流量将会大大

增加 。

创业大道与

张博浮现交

叉 口 以东沿

创业大道

１
． 本片区处于工业园区 ， 大

型工业企业的开发建设势

必会带来众多车流量 。

２ ． 周边缺少加油站服务

３

中石化

博山 区

３ 站

迁至尖山

南路与双

山路路 口

以北 ， 沿双

山路

１
． 与南侧重要公

共建筑物安全距

离小于规范要求 。

２
． 位于道路交叉

口严重影响道路

交通 。

尖山南路以

北 ， 沿双 山

路路西

１
． 双山南路南北贯通将成

为博山城区
“五纵

”

之
一

南

北重要
一

环 ， 交通条件极为

便利 。

２ ． 现有加油站服务范围覆

盖不到双山路段

５．３ 新建站点

５ ． ３ ． １ 选址

依据各站点的需求预测和站点的布局原则与选址要求 ， 尤其是对城市新建区域以及新修

道路区域规划新建加油 （气 ） 站 以及充电站 ， 本着节约资源的原则 ， 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技

术手段对部分站点采取合建站的策略 ， 合建站的站点规模及间距等均要满足相应要求 。 同时



必须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确定好站点用地性质 ， 结合燃气专项规划 、 综合

交通规划 、 防洪排涝规划等相关规划 ， 对站点的位置 、 级别 、 站点类别等进行选择 。

５ ． ３ ． ２ 站点布置

为能够使规划站点落地 ， 需对站点选择好以后与相关用地权属单位进行协商 ， 并且采取

刚性与弹性控制相结合 的手法进行控制 ， 对于规划加油站用地面积 、 用地性质 、 开 口方位和

等作为强制性指标 ， 严禁突破 ， 而站点的加油 （气 ） 机 、 充电桩数量等作为指导性指标 ， 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 ， 在满足有关规范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 站点的用地规模主要依据站点的类型

和级别 以及是否合建站确定 ， 合建站选择时应注意与周边建 （构 ） 筑物 、 道路等满足安全距

离 ， 同时应避开高压线路 。 油 、 电合建站 ， 应以 白天快充 、 晚上慢充为主 。 规划站点平面布

置如图所示 。

６ 结语

加油 （气 ） 站 、 充 电站的建设是
一

个复杂 的 、 系统性的工程 ， 必须对现状各加油 （气 ）

站 、 充电站的现状情况分析清楚 ， 找到问题所在 ， 对于能够现状整改的进行整改 ， 不能整改

的依靠规划提供相关规划策略 。 另外需要充分结合国家未来的相关能源政策 ， 尽快适应新能

源变动带来的市场变革 。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 ， 积极学习相关经验 ， 比如将
一些加油站直接归

在大型超市下面 ， 购物以后直接加油 ， 购物过程中对车进行充 电 ， 实现
“一

站式消费
”

。 机

动车所需能源体系是
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 同时也是未知的过程 ， 在规划过程中需要对加油

（ 气 ） 站需要预留
一

定的充 电设施 ， 同时对部分加油 （气 ） 站提出可以改造的空间 ， 通过合

理的布局 以此创建
一

个合理 、 完善的油 （气 ） 电服务体系 ， 满足未来人民 的生产生活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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