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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化化油油服服牵牵引引器器在在川川渝渝地地区区市市场场占占有有率率 110000%%

中国石化日前发布消息
称， 由石化油服自主研发的
牵引器及配套技术在我国页
岩气开发的主阵地川渝地区
已实现市场占有率 100%，成
为“地下动车”第一品牌。

牵引器及其配套技术作
为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 ，
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 为冲
破国外技术壁垒， 石化油服
旗下的江汉石油工程测录井
公司决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产牵引器 。 2013
年， 第一代国产化牵引器问
世，在不断的实践、研发和改
进中，产品已升级至第四代，
最大负载可达 2.2 吨。 已在
国内各大页岩气田累计完成
600 余口井施工任务， 创下
多项国内纪录， 更以牵引器
为中心，形成了覆盖测井、射
孔、 井下工程等多个领域的
“牵引器+”产业链。

图为工作人员对牵引器
进行线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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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3储气库已为今冬
保供储气超 10亿方

本报讯 8 月 7 日 ，记者从中
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
司文 23 储气库有效工作气量已达
10 亿立方米，目前库存总气量 61.6
亿立方米。 今冬储气库最大调峰能
力可达 1300 万方/天，可满足 2600
万家庭日常用气需求。

储气库被称作地下 “天然气
银行 ”，其储存的天然气分为垫底
气和工作气量两部分 ，以文 23 储
气 库 一 期 工 程 为 例 ， 设 计 库 容
84.3 亿方， 其中垫底气 51.6 亿立
方米，工作气量 32.7 亿方。垫底气
作用是使储气库内部具备一定的
工作压力 ， 为储气库执行采气任
务创造良好条件 ， 同时也作为战
略资源进行储备 。 工作气量是储
气库正常工作的可采气量 ， 将完
全用于调峰保供任务。

据了解， 文 23 储气库项目是
国内东部地区 迄 今 为 止 库 容 最
大 、工作气量最高 、调峰能力最强
的天然气储气调峰设施 ， 设计总
库容量 104 亿立方米。 疫情期间，
天 然 气 分 公 司 严 格 落 实 防 疫 措
施 ，优化工艺流程 ，实现了储气库
不间断安全平稳注气。

文 23 储气库今年注气工作计
划持续到 11 月中旬，到时将形成超
14 亿方工作气量，为京、津、冀、鲁、
豫、 晋等省市今冬明春天然气保供
工作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吴莉）

拉萨首座车用LNG
加气站建成投产

本报讯 日前， 由中国石油天
然气销售青海分公司承建的拉萨
车用 LNG（液化天然气）加注站一
次投产成功。 此项目填补了天然气
进入拉萨市 9 年来无车用 LNG 加
注的空白。

拉萨车用 LNG 加注站位于拉
萨市经济开发区 CNG （压缩天然
气 ）加气站厂区内 ，由天然气销售
青海分公司负责建设 ， 项目周期
历时 4 个月 。 天然气销售青海分
公 司 安 全 总 监 、 副 总 经 理 赵 举
说 ： “项目对改善藏区燃料结构 ，
缓 解 冬 季 青 藏 线 LNG 运 输 压
力 ，拉动内 需 ，助 推 西 藏 经 济 发
展起到促进作用 。 ”

拉萨城区所使用的 LNG 均来
自千里之外的青海格尔木液化天
然气工厂 ， 每天约有 100 吨 LNG
通 过 大 型 槽 车 穿 越 平 均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青 藏 线 抵 达 拉 萨 。
目前 ，拉萨天然气站已经具备了
日供 5 万立方米天然气的能力 ，
完 全 可 以 满 足 拉 萨 市 天 然 气 供
应需求 。据天然气销售青海分公
司 安 全 总 监 、 副 总 经 理 赵 举 介
绍 ， 新投产的车用 LNG 加注站
每天可为 200 多辆大中型卡车提
供加气服务 ，加气能力在 5 万立方
米以上。

拉萨天然气站投产 9 年来已累
计向拉萨市供应天然气 2．3 亿立方
米。 拉萨市有 419 辆公交车升级成
为 CNG 绿色环保公交车，12 万居
民家庭享受到清洁能源带来的便
利，11 家企业生产所用能源也改用
天然气。 （吉海坚 赵举）

镇海炼化单月原油
加工量刷新纪录

本报讯 日前， 从中国石化镇
海炼化分公司传出消息 ， 公司按
照持续攻坚创效行动部署 ， 全力
以赴提高原油加工量 ，7 月加工原
油 194.76 万 吨 ， 超 计 划 4.76 万
吨，创月度加工量历史新高。

提高原油加工量是镇海炼化
持续攻坚创效的核心 ， 生产部门
抓住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 、经
济复苏势头良好 、 国际油价企稳
回升的有利时机 ， 充分利用现有
原油资源 ，针对装置检修后开工
初期运行特点 ，精调细调原油加
工计划 ，做好三套常减压装置加
工原油的组合配置 ，持续提升装
置加工能力 。

镇海炼化 “一平稳四优化 ”专
家 组 积 极 活 动 ， 从 装 置 运 行 负
荷 、馏出口 质 量 控 制 、运 行 参 数
控 制 等 方 面 进 行 梳 理 ， 查 找 不
足 ，提高装置运行水平 。 他们针
对大处理量带来的生产瓶颈 ，以
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优化装
置原料结构 、产 品 结 构 ，持 续 推
进 重 大 风 险 动 态 识 别 和 重 大 隐
患排查治理 ， 加强工艺纪律 、操
作纪律管控 ，进一步提高了装置
运行平稳率 。 （卞江岐 钱佐达）

关注

石化行业全产业链价值待深挖
■本报记者 渠沛然

“石化行业整体规模稳步发展 、产业
升级取得显著成绩、技术创新水平稳步提
升、多项自主开发技术取得突破，预计‘十
三五’期间我国石化行业将实现 5%—6%
的平均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平
均增速。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党委副
书记白颐在日前举行的石化和化工行业
“十四五”规划指南发布会上说。

“十四五 ”是我国石化行业发展的关
键时期 ， 原材料行业处于加快调整 、进
步、 绿色发展阶段 ， 但随着行业竞争加
剧， 同质化 、 增量不增效等问题逐步凸
显。新的五年里，石化产能过剩是否还将
继续？ 如何推进石化产业升级？ 可持续、
绿色发展如何“落地 ”？ 与会专家纷纷献
言献策。

市场竞争加剧，同质化苗头凸显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成
为影响石化行业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低
油价理论上有利于石化中下游产业发展，
尤其在下游需求有支持的情况下， 中下游
产品利润空间扩大，行业将取得快速发展。

“然而，疫情抑制了石化中下游产品需
求， 市场整体重心下移的同时需求水平明
显下降，导致产品价格更大幅度下降，产品

利润空间收窄。在目前全球有机原料和合
成材料整体过剩、国内新建项目陆续投产
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形势日趋激烈。 ” 白
颐指出。

与会专家均认为， 未来原油价格将保
持在 50-70 美元/桶的中低位震荡， 低油
价刺激石油化工领域资源进口量增加，但
随着部分产品出口受阻、国内消费市场需
求升级、市场竞争加剧 ，解决供给结构性
短缺难度加大，出口产品价值需要提升。

“一方面，虽然石化行业多数产品解决
了有无、 多少的问题， 但优劣问题尚未解
决。 同时，产品原创性、引领型发展相对缺
乏，因此石化产品规模大而不强，仍以大宗
和中低端产品为主。 ”白颐说。

另一方面 ， 随着国内大型炼化项目
相继投产，新一轮产能释放 ，石化产业链
发展不均衡的矛盾逐渐显现。 “在产能集
中释放、炼厂追求‘少油增化’的趋势下 ，
产品定制化生产和服务 、 应用性研究偏
弱，进入市场的终端产品特征与国际先进
水平仍有差距，影响产品的市场拓展和价
值，因此同质化竞争苗头凸显 ，竞争随之
加剧。 ”白颐进一步指出。

业内人士均表示 ，行业避免趋同 、高
质量发展除了需要解决原料供应 、 生产
工艺和产品研发的瓶颈外 ， 更关键之处
在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

产能过剩延续，忌片面追求“少油增化”

与会专家均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
石化产业发展已经由粗放型向专业化转
变，新材料创新取得一定成果。但我国油气

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的态势仍持续存在，产
能过剩将延续至“十四五”。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石油和化工
处副处长赵文明指出 ，一方面北美页岩
油气革命为下游石化和化工生产装置
提供了更多原料选择 ， 影响全球石化
产业的竞争格局 ；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势必影响终端需
求 。 因此 ，“十四五 ”全球能源和基础石
化产品整体供过于求 ，价值链需向高端
化发展 。

科学把握新建炼化项目一体化发展
节奏，升级建设模式，避免一味追求“少油
增化”拓展原料渠道和原料方式以解决原
料不足的问题，成为与会专家共识。

对于如何解决产能过剩和同质化问
题，与会专家给出了建议：淘汰低效产能，
严格控制炼油、甲醇及下游产品等传统产
能规模，规避乙烯及下游产品 、芳烃及下
游产品等基础行业产能同质化和重复建
设，发展差异化、高价值的产品。

“‘十四五’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去产能、补短板 ’
为核心，以 ‘调结构 、促升级 ’为主线 ，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和绿色持续发展战略 ，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按照‘重质轻
量’的原则，着力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白颐指出，“十四五”
是我国发展关键时期，原材料行业处于加
快调整、进步、绿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要
关注石化质量进步、内在升级和做好可持
续、绿色发展，侧重于内涵和质量提升，规
模选择性增加。 ”

“量体裁衣”，重视存量炼厂转型优化
目前石化行业发展格局是： 央企想抓

住最后一轮机会维持自身市场地位； 民营
新势力大举介入，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传统
民营炼化正在寻求突破之路； 外资也在抢
滩中国市场。

“因此 ‘十四五 ’期间 ，应在保持产业
规模稳定发展的同时，着力推动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 关注基础产业整合优化、中
下游产业高端化提升 、 新兴产业创新突
破。 对于炼油产业，要科学把握新建项目
发展节奏和模式， 兼顾资源利用合理性，
在下游发展路径上要注重烯 、 芳烃的平
衡。 ”赵文明说。

赵文明建议， 大中小型炼厂应根据自
身发展规模和特点进行转型优化。比如，大
型炼厂资源量相对充足并具备较好的一体
化优化条件，可以采取降油增化、一体化发
展模式，优先考虑做大乙烯规模，建设有竞
争力的 PX（对二甲苯）装置，结合所处区域
条件优化下游产业链，实现高端化、差异化
发展；中型炼厂应控油增化、合理转型。 也
可以考虑“特色炼油+特色化工”的精细一
体化模式，立足现有原油加工能力，挖掘和
延伸发展化工产业链的潜力； 小型炼厂则
应淘汰整合、特色发展，延伸带动中下游石
化产业体系规模发展， 形成良好造血功能
后，再进一步推进上游企业的整合置换。对
于烯烃和芳烃产业，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对于下游产业，
提升产业质量，实现高端化转变，打破技术
垄断，绿色工艺替代。

“十四五”是我国石化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但随着行业竞争加剧，
同质化、增量不增效等问题逐步凸显———

权威发布

《全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查开采通报（2019年度）》发布———

2019 年我国油气勘查投资创新高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 《全
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查开采通报(2019 年
度)》(以下简称《通报》)显示 ，去年我国油
气勘查开采投资大幅增长， 勘查投资达
到历史最高 。 油气勘查发现势头良好 ，
找矿取得多项重要突破， 油气探明储量
大幅增加 ，新增 2 个亿吨级油田 、3 个千
亿方级天然气田 、3 个千亿方级页岩气
田 ； 油气开采继续呈现 “油稳气增 ”态
势， 原油产量稳中有增， 天然气产量较
快增长 ； 油气资源管理改革稳步推进 ，
油气地质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通报》显示，2019 年，全国油气勘查、
开采投资分别为 821.29 亿元和 2527.1 亿
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29%和 24.4%，勘查投
资达到历史最高。

2019 年 ， 石油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11.24 亿吨 ，比上年增长 17.2% 。 其中 ，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大于 1 亿吨的盆地
有 3 个 ，分别是鄂尔多斯盆地 、准噶尔
盆地和渤海湾盆地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
大于 1 亿吨的油田有 2 个 ，为鄂尔多斯
盆地的庆城油田和准噶尔盆地的玛湖
油 田 。 天 然 气 新 增 探 明 地 质 储 量
8090.92 亿立方米 ， 比上年下降 2.7% 。
其中 ，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大于 1000 亿
立方米的盆地有 2 个 ，分别为鄂尔多斯
盆地和四川盆地 ；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大
于 1000 亿立方米的气田有 3 个 ， 为鄂
尔多斯盆地的靖边气田和苏里格气田 ，
以及四川盆地的安岳气田 。 页岩气新增
探明地质储量 7644.24 亿立方米 ， 比上
年增长 513.1% ， 新增储量来自中国石
油在四川盆地的长宁页岩气田 、威远页
岩气田 、太阳页岩气田和中国石化在四

川盆地的永川页岩气田 。煤层气新增探
明地质储量 64.08 亿立方米 ，比上年下
降 56.4% ，新增探明储量来自贵州水矿
的文家坝煤层气区块 。

《通报》还显示，石油产量止跌回稳 ，
天然气和煤层气产量稳中有增，页岩气产
量增长较快 。 2019 年全国石油产量 1.91
亿吨，比上年增长 1.1%；全国天然气产量
1508.84 亿立方米，连续 9 年超过千亿立方
米， 比上年增长 6.6%； 全国页岩气产量
153.84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41.4%；地面
开发的煤层气产量为 54.63 亿立方米，比
上年增长 6.1%。

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已探明油气田
1040 个， 其中油田 756 个， 天然气田 284
个，页岩气田 7 个，煤层气田 25 个，二氧化
碳气田 3 个；累计生产石油 71.26 亿吨，累
计生产天然气 2.23 万亿立方米，累计生产
页岩气 492.01 亿立方米，累计生产煤层气

244.78 亿立方米。
《通报》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大力提升油气
勘探开发力度精神，2019 年印发了 《自然
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
事项的意见 （试行 ）》，开放油气勘查开采
市场，多渠道引入社会资金开展油气勘探
开发 ；实行更加严格区块退出 ，督促企业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实行油气探采合一制
度，从制度层面保障企业勘探获得发现后
直接进入油气开采； 将探矿权 2 年延续 1
次调整为 5 年延续 1 次，减轻企业办事成
本；将煤层气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下放省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调动地方积极性。
继续推进新疆试点，持续推进黔北页岩气
试验区 、川南页岩气试验区建设 ，批复设
立鄂西页岩气勘探开发综合示范区，推进
南海油气勘查开采改革试点及山西开展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刘敬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