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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双碳”目标,国家大力推动交通清洁能源的使用,因此合理布局和建设 LNG
加注站就非常重要。 基于交通车辆卫星定位数据的算法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和大数据架构

等先进技术,实现对 LNG 加注站的智能识别,并对路段流量和 LNG 重卡加注行为进行智能统计

分析,搭建站点价值分析模型,进行 LNG 加注站的规划布局和建站选址。 根据对交通大数据的

分析,确定了全国 6
 

000 余个 LNG 加注站的位置分布和其中的高价值站点,借助地图进行标注

并打造加注站数据系统,大幅度提高了 LNG 加注站选址的科学性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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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
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1] 随着

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大气污染治理要求的不断

提高,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并不

断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向纵深发展。 天然气作

为一种清洁低碳环保的化石能源,是国内外能源系

统碳减排的重要抓手,肩负着能源消费从化石能源向

可再生能源过渡的重要使命。[2]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

量从 2000 年的 245 亿立方米跨越式增长至 202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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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亿立方米[3] ,增长了近 15 倍,天然气在一次能

源消费中的比例已达到 8. 9%,并且力争于 2035 年达

到 15%以上[4] 。 因此,在城市燃气、电力、工业、交通

等多个领域,天然气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相较于传统能源,天然气的碳排放量仅为同热

值汽柴油排放量的四分之三[5] ,具有显著的环保优

势;对比电力、氢能等其他类型的新能源,天然气的

供应相对稳定,经济性好,且相关技术更为成熟。 因

此,天然气在交通领域能源转型的中前期将具有较

大发展空间[6]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车

辆的“油改气”。
快速增长的 LNG 车辆“加气”需求离不开充足

的气源保障,因此 LNG 加注站的合理布局和建设就

尤为重要。 传统的 LNG 加注站选址主要通过人工

问询和实地车辆计数来确定,耗时耗力且数据质量

不高,缺乏相对稳定可靠的判断标准,因此难以实现

对市场的精准判断。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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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指出,数据作

为新型生产要素,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激
活数据要素潜能,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据作为

现代生产要素,有明显区别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要素

特征与经济学特性。 利用其倍增效应,与其他生产

要素相融合,可以为经济的非线性增长注入新动

能[7] ;利用好 IT 技术、数字化技术,发挥创新能力,
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真正的价值创造[8] 。

本文基于交通车辆点位大数据,引入机器学习

技术,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交通数据价值,
实现对 LNG 加注市场的及时感知和快速判断,高效

准确地根据路段车流量、LNG 重卡加注行为和周边

加注站经营状况等信息,综合规划站点布局,为

LNG 加注站的建站选址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参考,
助力天然气行业在交通领域的发展。

二、LNG 加注业务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一)LNG 在交通领域的应用

作为车辆燃料的动力主要有两种: LNG 和



CNG。 其中,CNG 为压缩天然气,以高压气体的形

式储存在车辆燃料箱中;LNG 为液态天然气,以低

温液态的形式储存在车辆燃料箱中。 同体积下

LNG 密度大于 CNG,因此,LNG 车辆比 CNG 车辆能

行驶更远的距离,尤其是在长途货运领域,LNG 车

辆较 CNG 车辆应用前景更广泛。 截至 2022 年年

底,全国重卡保有量约为 900 万辆,其中柴油重卡占

比超过 90%[9] ,因此柴油重卡的 LNG 重卡替代是响

应国家“油改气”政策、实现交通领域治污减排的重

点。 2012—2022 年是全国 LNG 重卡保有量快速上

升的阶段(见图 1),尤其是 2020 年,LNG 重卡销量

超过 10 万辆。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合计 LNG 重

卡保有量近 60 万辆。[9]
 

图 1　 2012—2022 年 LNG 重卡保有量与销量

目前,重卡“油改气” 较有成效的区域有两类:
一类是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天然气资源大省,其天

然气供应充足;另一类是山东、河北等过境物流量巨

大的省份,其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大。 市场供需两旺,
十几个 LNG 接收站、上百个天然气液化工厂、数千

座 LNG 加注站和数十万辆 LNG 重卡一起,构成了

一个闭环运行的 “ 油改气” 产业。[10] 随着近年来

LNG 车辆加注场景逐渐从以城市公交为主转向以

国道重卡为主,增量的 LNG 加注站应聚焦国道、高
速分布情况,选择条件较好的物流通道、物流园区以

及重要港口进行布局。
(二)LNG 加注业务

LNG 加注业务属于 LNG 产业链中下游环节,如
图 2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 LGN 产业链所示,其 LNG 加

注业务是企业销售业务中的重要业务板块。 企业为

了进一步提高天然气市场份额,除在价格、服务方面

吸引客户外,优化 LNG 加注站网络布局,拥有更多、
更优质的 LNG 加注站是提高企业竞争力最为直接的

手段。
LNG 加注站业务链是一种“车—站—车” 的模

式(见图 3),LNG 加注站是其中最关键的枢纽,向
上,依靠专用的 LNG 槽车将 LNG 从液源地(如 LNG
接收站和 LNG 液化工厂)运输至 LNG 加注站供液,
储存到加注站的储罐中;向下,通过站点的加注枪向

LNG 车辆(以 LNG 重卡为主)进行加注。 对于这种

“车—站—车”的业务链,如果能够获取并分析 LNG
槽车及 LNG 重卡的车辆行驶交通大数据,找出车辆

的行驶规律和特点,利用 LNG 槽车会在 LNG 加注

站供液的特性,就可以识别出 LNG 加注站的位置和

采购频率;利用 LNG 重卡会在 LNG 加注站加注的

特性,就可以分析 LNG 加注站的加注车辆数,从而

估算站点销售情况。 借助对交通大数据的分析,抓
住 LNG 加注站业务链的两端,实现对 LNG 加注站

的识别和站点经营情况分析,就可以提升公司对

LNG 加注市场的透视感知能力,为 LNG 加注站开发

选址提供重要的参考。

图 2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 LNG 产业链

图 3　 LNG 加注站业务链

(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快速普及,
人类生产生活已经与信息技术相互交融,全球数据

量出现爆发式增长。 海量集聚的数据中蕴含着前所

未有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政府和企业可通过分

析处理大规模的用户数据,得到传统数据分析方式

无法获知的隐藏价值,从而为公众和客户提供更加

迅速、准确的公共服务及产品,大数据研究领域也因

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1]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对海量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和有效处理的先进技术形式,相较于传统数据处理

技术,其应用不仅可以实现数据处理量显著扩大,还
可以实现各种复杂类型数据的快速处理,是如今实

现数据价值挖掘、充分发挥数据倍增效应的重要手

段。 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提高,大数据技术在信息

管理、企业管理、电子政务、金融、制造、交通、科研、
教育、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革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12]在交通领域,基于车辆实时定位数据、监
控摄像等海量数据,大数据技术可应用于交通引导、
运输优化、交通服务等多个方面。[13] 在交通大数据
与能源行业结合的应用场景中,曹闯明等[14] 基于交

通大数据,通过分析 LNG 槽车运行轨迹,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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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槽车运单数据的生成以及 LNG 供需预测;杨勇

生等[15]对长江干线 LNG 动力船加注站选址进行研

究,搭建了 LNG 动力船加注站的选址影响因素模

型,并基于港口数据进行聚类分析,从而找出合适的

站点位置。 目前,利用大数据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 LNG 加注站的开发选址,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及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LNG 加注站智能选址技术框架设计

LNG 加注站智能选址的技术框架由数据的存

储、处理和应用 3 部分组成(见图 4)。 其中,存储的

交通大数据主要包含 LNG 槽车、LNG 重卡的实时点

位数据和全国国道、路段的原始数据;数据处理主要

是应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搭建 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

和路段流量及 LNG 重卡加注行为识别算法;打造的

数据分析应用包括全国 LNG 加注站手册、站点价值

分析模型和加注站数据分析系统。

图 4　 LNG 加注站智能选址技术框架

(一)交通大数据存储

本文研究的数据源为全国危化品和重卡车辆的

北斗卫星定位数据,考虑到数据涵盖上千万车辆的

日均数十亿条点位,数据规模达千亿级,常规的

MySQL 等普通关系型数据库及单个服务器节点无

法满足这个数据量级的处理要求,因此整体数据处

理架构采用了前沿的 Hadoop 架构。 Hadoop 是一个

由 Apache 基金会开发的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主要

解决海量数据的储存和分析计算问题,由于其开放

性,已逐步形成了 Hadoop 大数据技术生态圈,具体

构成如图 5 所示。 本文中的 Hadoop 架构及相关组

件使用情况如下文所述。
1. 大数据服务器集群搭建

利用 13 台服务器搭建集群,组建 HDFS 分布式

文件系统,该集群具有高可靠性、高扩展性、高容错

性、低成本等特点,可以存放海量车辆点位数据。 其

分布式架构采用 YARN 进行资源调度,调度系统能

够根据每个节点的负荷自动分配计算任务,充分利

用 CPU 内核的底层并行机制,为分析结果的稳定输

出提供了坚实保障。

图 5　 Hadoop 大数据技术生态圈

2. LNG 槽车数据相关字段及处理方式

在算法的底层,使用 Kafka 对接实时的 LNG 槽

车数据,包括槽车的车牌号、车牌颜色编码、车辆归属

省行政区域编码、车辆归属运输行业编码、车辆归属

地市编码、车辆当前归属省行政区域编码、定位时间、
系统接收时间、经度、纬度、车载终端速度、行驶记录

仪速度、总里程、方向角、海拔等信息,然后通过 Spark
进行实时处理;此外,还通过高德地图以及百度地图

互联网接口接入全国商户(气站、工厂、服务区、餐饮

点、宾馆、小区等)的基础信息及其经纬度,作为算法

判别车辆停留点类型的参数库之一,结合预先设定的

接液点、卸液点参数库,最终输出槽车相关的结果

数据。
3. LNG 重卡数据相关字段及处理方式

相比 LNG 槽车数据,LNG 重卡数据高了 1 个数

量量级,而 MapReduce 计算框架能够赋予算法计算

海量数据的能力。 算法使用了 MapReduce 计算框

架对接 Hbase 里的离线重卡数据进行并行计算,包
括重卡车牌号、车辆类型(重型货车、中型货车、牵
引车等)、燃料类型(天然气、燃油)、车牌颜色编码、
车辆归属省行政区域编码、车辆归属地市编码、车辆

当前归属省行政区域编码、定位时间、系统接收时

间、经度、纬度、车载终端速度、行驶记录仪速度、总
里程、车辆所属承运商等信息。 结合全国高速、国道

的路段信息参数,包括路段编号、路段所在省份、路
段所在城市、路段组成经纬度列表、路段类型(国

道、高速)等字段,最终输出重卡的结果数据。
(二)交通大数据处理

1. 大数据算法

(1)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

围绕 LNG 槽车向 LNG 加注站供液的业务环

节,通过对 LNG 槽车行驶轨迹的特征识别和分析,
筛选出 LNG 加注站位置信息,实现基于大数据的

LNG 加注站智能识别。 其算法主要分为 3 个步骤:
第一步,基于危化品车辆的实时点位大数据,根据槽

车会去 LNG 液源接液的特点,通过对车辆行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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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识别,筛选出全国范围内的 LNG 槽车;第二

步,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 LNG 槽车停留点

与接收站 / 液厂的接液区域进行匹配,结合停留时长,
判断出槽车的接液行为作为运单的起点,然后利用梯

度下降树模型,输入所有停留点的特征值,并考虑多

次分卸的可能性,通过大量的机器学习与训练,最终

判定卸液点,从而形成槽车运单,包括车牌号、接卸液

时间、接卸液地点、接卸液运距等信息;第三步,通过

对算法识别的 LNG 槽车运单卸液地进行人工核实,
进而识别出全国范围内的 LNG 加注站位置信息。 具

体 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的逻辑关系如图 6 所示。

图 6　 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

　 　 (2)路段流量及 LNG 重卡加注行为识别算法

围绕 LNG 加注站向车辆加注的业务环节,对
LNG 重卡车辆的行驶轨迹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

结合搭建的路网模型计算路段重卡流量;另一方

面,可以结合 LNG 加注站位置信息,识别出 LNG
重卡的加注行为。 其算法同样分为 3 个步骤:第
一步,建立可用性高的全国路网模型,通过距离截

断、交叉点截断等方法,将原始的百万条无序的基

础路段聚合成符合业务需求并且具有可视化的交

通路段,组成全国高速、国道的路网模型;第二步,
输入全国 900 余万辆重卡车辆,在进行必要的轨

迹纠偏和去重后,将轨迹经纬度和路段经纬度进

行匹配计算,输出车辆在指定时间、指定路段内的

路段车流量;第三步,输入全国近 60 万辆 LNG 重

卡的轨迹数据,通过对车辆行驶轨迹的特征识别,
找出 LNG 重卡车辆停留点,通过分析停留点位置

与 LNG 加注站位置的匹配情况,识别出 LNG 重卡

的加注行为,并实现 LNG 加注站重卡进站加注流

量的动态统计。 路段流量及重卡加注行为识别算

法的逻辑关系如图 7 所示。

图 7　 路段流量及 LNG 重卡加注行为识别算法

　 　 2. 大数据算法应用

大数据相较于传统的数据集,具有 4V 特点,即
规模性(Volume)、多样性( Variety)、价值( Value)和

实效性( Velocity)。[16] 由于大数据的高复杂度和高

计算成本,难以使用传统数据挖掘方法来分析处理

数据,需要使用到机器学习算法,其分类如图 8 所

示。 常规的机器学习算法根据输入输出特点,主要

分为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3 类。 本

文在车辆原始点位去噪纠偏和槽车停留点特征分析

两个场景使用到大数据算法技术。 这两个场景特点

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样本对算法进行模型训练,根据

已知的输入输出值训练出正确的判断逻辑。 由于目

标值具有离散的特点,符合有监督学习中分类算法

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了 K 最近邻分类算法和梯

度下降树两种算法。
(1)车辆原始点位去噪纠偏

在对车辆原始点位的预处理中,除基本的数据

关联、分类和筛选外,最重要的是实现异常点识别和

轨迹去噪纠偏。 通过北斗定位系统自动抓取的车辆

原始点位,难免会因为信号干扰、误差等原因,出现

个别异常点位,若不提前对异常点位进行纠正或者

删除,就会影响后续的轨迹判断。 根据数据输入和

目标值都是离散的特点,本文使用了 K 最邻近分类

算法实现异常点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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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最邻近分类算法(K-
 

Nearest
 

Neighbor)的核

心思想是,如果一个样本在特征空间中的 K 个最相

邻的样本中的大多数属于某一个类别,则该样本也

属于这个类别,并具有这个类别中样本的特性。 该

方法只依据最邻近的一个或者几个样本的类别来决

定待分类样本所属的类别,也就是 K 最邻近分类算

法在类别决策时,只与极少量的相邻样本有关。 因

此,本文选用 K 最邻近分类算法,根据车辆一段时

间的连续点位位置进行拟合分析,从而找出与前后

相邻点位偏差较大的异常点位,提前进行纠正或删

除,以保证后续的轨迹判断准确。

图 8　 机器学习算法

　 　 (2)槽车停留点特征分析

在 LNG 槽车停留点特征分析场景中,需要根据

槽车在停留点的停留时长、停留点与出发点距离、停
留点与用气终端距离等特征进行综合判断分析。 从

槽车接液后的众多停留点中找出可能性最大的实际

卸液点,从而生成完整的 LNG 槽车运单数据,并需

要同时考虑二次卸货、串货等特殊情况。 对此,本文

采用梯度下降树算法,并根据算法中涉及的特征值

参数不多但精度要求较高的特点,利用 GridSearch-
CV 进行调参和验证。

决策树是一类模仿人脑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决策

问题的方法[17] ,在得到问题结论即最终决策的过程

中,数据中各特征子决策判断的逐步累积使求解范

围不断缩小,最终确定最优决策。 决策树算法主要

有 ID3、C4. 5 和 CART 三种特征划分方式[18] ,其中

CART 根据基尼指数进行特征划分,梯度下降树算

法采用的就是 CART 特征划分方式。 在本研究的场

景中,需要根据槽车停留点的特征进行梯度迭代判

断,如停留时长是否满足要求、停留点与出发点距离

是否超出经济运距、停留点是否属于服务区等,因此

选择梯度下降树进行处理。
GridSearchCV(网格搜索和交叉验证)是一种决

策树调参和验证方式。 网格搜索,搜索的是参数,即
在指定的参数范围内,按步长依次调整参数,利用调

整的参数训练学习器,从所有的参数中找到在验证

集上精度最高的参数,这其实是一个训练和比较的

过程。 GridSearchCV 可以保证在指定的参数范围内

找到精度最高的参数,它要求遍历所有可能参数的

组合,因此网格搜索适用于 3、4 个(或者更少)的超

参数,本研究的场景涉及了槽车停留点的停留时长、
停留点与出发点距离、停留点与用气终端距离 3 个

参数,因此选用该调参方式最合适。
(三)交通大数据应用

基于大数据算法分析的数据结果,与线下实际

数据进行抽样比对验证,数据准确度达 80%以上,
且实时性、全面性超过了市面上大多数的资讯数据,
可以满足实现 LNG 加注站智能选址的需求。 针对

企业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对于车辆加注业务的

不同数据分析需求场景,在大数据算法的输出结果

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加工处理、统计分析和

可视化展现,可以实现 3 类数据分析应用:全国 LNG
加注站手册、站点价值分析模型和加注站数据分析

系统。 通过 LNG 加注站智能选址方案的数据分析

应用,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各类加注站信息,锚定具有

市场潜力的加注站进行发力,卡点布局,构建并不断

优化 LNG 加注网络,助力企业车辆加注业务的高质

量发展。
1. 编制全国 LNG 加注站手册

对于一家经营车辆加注业务的企业来讲,了解

加注市场基本信息,如加注站的位置分布、销售情况

等,是做好销售策略制定的基本前提。 本文基于

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对全国 LNG 槽车近几年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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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轨迹进行分析,识别出了全国 5
 

000 余个加注站

的精确位置。 在此基础上,通过与资讯公司、企业内

部掌握情况等多方数据源提供的加注站清单进行交

叉比对,并经过人工卫星地图核验和电话逐一核实,
整合出全国 6

 

000 余个 LNG 加注站(含停运站点)
的具体信息,并依此编制了《全国 LNG 加注站手

册》。 手册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份(由于资料有限,
手册中不包含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

LNG 加注站信息),涉及全国 400 余条路段,包含经

纬度、所属公司、所属道路、联系电话等信息。 与传

统方式获取的 LNG 加注站清单相比,《全国 LNG 加

注站手册》数据更为全面准确,并且可以根据 LNG
加注站识别算法定期更新完善;同时,对每个站点的

信息都进行了人工的核查和补充,可以满足业务细

化的分析需求。 依靠“黄页” 式的《全国 LNG 加注

站手册》,企业可随时查询任意 LNG 加注站的详细

信息,并根据手册中的联系方式进行洽谈合作。
2. 搭建站点价值分析模型

传统的站点开发摸排工作存在耗时长、工作量

大且难以保证数据全面性的缺点。 通过充分挖掘大

数据价值,借助路段流量及 LNG 重卡加注行为识别

算法,计算出全国国道、高速的路段车流量以及

LNG 加注站每日的重卡进站加注流量,从而实现基

于站点进站加注流量的 LNG 加注站经营情况分析,
并结合企业的加注业务规划目标及开发策略,进一

步搭建站点价值分析模型。 与传统的人工走访问询

方式相比,站点价值分析模型可以按照指定的规则

从全国 LNG 加注站中自动筛选出高价值的站点推

荐清单。 企业借此可以快速定位优质站点,为后续

的站点开发锁定目标范围,可以大幅提高站点开发

的科学性和效率。
3. 打造加注站数据分析系统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站点开发工作,可同

步打造加注站数据分析系统。 系统集成大数据算法

和站点价值分析模型的数据分析成果,前台采用 B /
S 架构,以地图的形式展示全国加注站位置分布信

息,并通过图例区分基于站点价值模型的站点推荐

优先级。 考虑到国道及高速是 LNG 加注站的重要

布局区域,地图可高亮显示国道及高速等主要路段,
并在地图上展示路段流量数据。 此外,系统支持

“自助”式的站点分析查阅,包括对于站点推荐优先

级、所属公司、所属路段等信息的筛选分析,在地图

上点选查看某个站点动态详情信息,可以根据自身

掌握的实际情况对站点进行新增或者修改,也可以

导出 LNG 加注站明细。

依托“沙盘” 式的加注站数据系统,一方面,支
持企业从宏观角度了解各区域的站点分布情况,决
策管理层可以依此对加注站网络布局进行战略规

划;另一方面,借助系统的“自助”式的站点分析查

阅功能,企业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站点的开发,并
根据实勘情况随时调整更新,从而将加注站数据系

统打造成车辆加注业务的“作战地图”。
四、结语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处理海量数据的技术,其
对数据价值的挖掘已经逐步在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对传统的业务模式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通

过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加注终端业务,将交通车辆

的卫星点位数据转化可供识别的数据分析结果,辅
助 LNG 加注站布局选址,一方面,可以解决 LNG 加

注站开发难、踩点累的业务痛点,大幅提高 LNG 加

注站开发的效率和质量,实现企业加注产业的业务

模式创新;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践行国家的号召,利
用数字化赋能,推动天然气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的

应用,助力绿色交通发展。 未来随着后续“气化长

江”“气化珠江” “气化运河” “气化沿海”等政策的

进一步推动,LNG 动力船也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将大数据分析手段从陆路扩展到水路,通过分

析 LNG 动力船实时位置,辅助 LNG 船舶加注站的

建站选址,推动绿色航运的发展也将是一个值得探

索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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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 double
 

carbon"
 

goal,
 

China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use
 

of
 

clean
 

energy
 

for
 

transportation.
 

As
 

a
 

result,
 

the
 

reasonable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of
 

LNG
 

filling
 

stations
 

become
 

real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traffic
 

vehicle
 

satellite
 

po-
sitioning

 

data,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model
 

and
 

big
 

data
 

algorithm
 

architecture
 

are
 

used
 

for
 

the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of
 

LNG
 

filling
 

stations.
 

Besides,
 

with
 

these
 

technologies,
 

the
 

intelligen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oad
 

section
 

flow
 

and
 

LNG
 

heavy
 

truck
 

filling
 

behavior
 

is
 

carried
 

out,
 

and
 

the
 

site
 

value
 

analysis
 

model
 

is
 

built
 

to
 

carry
 

out
 

the
 

layout
 

planning
 

and
 

location
 

selec-
tion

 

of
 

LNG
 

filling
 

st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raffic
 

big
 

data,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s
 

of
 

more
 

than
 

6
 

000
 

LNG
 

filling
 

stations
 

and
 

the
 

high-value
 

stations
 

in
 

our
 

country
 

are
 

determined,
 

which
 

are
 

marked
 

with
 

maps.
 

The
 

data
 

system
 

of
 

filling
 

stations
 

is
 

built,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iciency
 

of
 

LNG
 

stations̍
 

location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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