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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到储存、运输、使用及危废处置环节，均出台针对性整治措施

浙江启动危化品全生命周期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李玲

中石油创大管径长距离
定向钻穿越新纪录

本报讯 日前，在位于辽宁省锦州
市黑山县的新饶阳河畔， 伴随着钻机
轰鸣声， 由中国石油管道局四公司负
责施工的中俄东线（长岭—永清）新饶
阳河定向钻工程主管穿越回拖成功，
创 造 了 国 内 大 管 径 穿 越 距 离 最 长
（1633.6 米） 的定向钻穿越新纪录，标
志着中俄东线工程中段又一项控制性
工程被攻克。

新饶阳河定向钻穿越是国内 1219
毫米管径穿越距离最长的定向钻穿越
工程，由于施工经过地质全程主要是细
砂层，成孔性差，极易形成塌孔等风险，
加上穿越管径大、穿越距离长，施工难
度极大。

新饶阳河主管定向钻穿越施工 5
月 5 日开钻。 管道局四公司保障措施
严格到位，对关键工序做到精细化管
控 ，且及时化解风险 ，保证工程稳步
推进。

此次新饶阳河定向钻主管穿越的完
成， 为中俄东线中段工程按期投产奠定
了基础，也为定向钻在大管径、长距离穿
越积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 （石文）

涪陵气田今年产销量
均突破 40亿方

本报讯 截至 8 月 27 日，中国石化
涪陵页岩气田 2020 年累计生产页岩气
41.84 亿立方米、 销售 40.17 亿立方米，
产销量均突破 40 亿立方米，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产 1.26 亿立方米、 增销 1.21
亿立方米，增长 3.11%。 8 月 1 日以来，
平均日销量 1878 万立方米，8 月 25 日
达到 1900 万立方米，创下气田最高日销
量纪录。

今年以来， 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
公司精心组织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
加快生产组织运行， 全力推进焦石坝
区块开发调整，加大增压开采力度，持
续优化排采工艺介入时机， 积极争取
销量指标，力促气田增产增销增效。 截
至目前， 气田累计生产页岩气近 320
亿立方米。 （化文）

辽河油田稠油污水
处理技术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经过两个半月试运行 ，
日前 ，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低成本稠
油污水处理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在
污水处理效果达到辽宁省相关标准
基础上 ， 处理成本从每立方米 5 .8
元降至 2 .5 元。

“辽河稠油污水具有乳化程度高、
有机污染物种类多、水质波动大、可生
化性差等特性，处理难度很大。 ”辽河油
田采油工程技术部污水工程科科长张
琳说。 近年来，辽河稠油污水处理一直
采用“加药工艺”处理污水，每立方米处
理成本达 5.8 元，给企业带来严重成本
负担。

为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降
低处理成本， 辽河油田组建了污水处
理技术专项攻关项目组， 经过反复论
证与实验， 确立了 “多级塔式臭氧氧
化” 技术路线， 并充分利用轻质油储
罐、管线 、阀门等设施 ，完成设计 、制
造、安装、调试。据介绍，所谓臭氧氧化
工艺， 就是利用自制的罐式臭氧反应
装置， 取代传统的臭氧催化氧化反应
池， 通过罐内曝气结构和反应结构的
优化设计， 使污水和臭氧更有效地混
合与反应，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更高
效地将水中有机污染物降解， 实现污
水净化。

今年 6 月 6 日， 该工艺实现了锦采
厂全部过剩污水低成本达标处理， 在当
地环保部门严格检测下， 实现了达标排
放。 同时，该技术取得突破后，预计全年
节约处理成本 890 万元。 （罗刘）

陕西今冬明春天然气
合同气量大幅增长

本报讯 今年以来， 陕西省依托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开发了 “天然气合同签
订平台”， 鼓励上下游企业直购直销，从
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数据来看， 供应远大
于需求， 能够保障陕西省今冬明春民生
用气。

据了解，今年天然气合同签订是
陕西省首次通过网络平台配置资源，
上 下 游 企 业 供 应 合 同 签 订 需 经 市
（区）政府职能管理部门确认，合同中
分类明确了民生 、 工商业等用气结
构 ，足额保障民生用气 ，对于新增居
民用气部分，以各市（区）政府认定为
准 ，合同执行完毕后 ，由供需双方据
实清算。

截至 7 月底合同签订结束，中石
油 等 上 游 供 气 企 业 向 陕 西 省 投 放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3 月天然气资
源量 104.96 亿立方米 （不含 LNG），
各城燃企业签订合同气量 71.8 亿立方
米， 分别较去年同期实际用气量增长
75.7%、20.2%。 （陕文）

关注

国内应用极少，原料、经济性无明显优势

乙醇制乙烯如何实现规模化发展
■本报记者 渠沛然

日前，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西
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14 年本）》进行
修订， 形成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2020 年本，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在新增鼓励类产业中，四川、贵
州、云南明确提及生物乙醇制乙烯（以粮食
为原料的除外）工艺。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 不论从原料供
应还是经济性来说， 乙醇制乙烯都没有
足够的竞争优势。 非燃料乙醇领域此前
有乙醇制乙烯的先例， 但目前国内乙醇
制乙烯应用极少，即使在鼓励目录中，推
广仍需冷静。

经济性优势不足

据了解，国内生物乙醇制乙烯先前有
过尝试，广西皖维曾上马一套 5 万吨乙醇
制乙烯装置， 但该装置至少三年没开工。
此外，安徽及山东均有工厂采用乙醇制乙
烯，随后逐步放弃。 在低油价常态化的当
下，近几年吉林众鑫 12 万吨/年装置已改
用石油法乙烯生产环氧乙烷， 博海 6 万

吨/年装置目前受乙醇成本影响， 处于停
机状态。

“目前乙醇制乙烯在国内应用极少，主
要是因为经济性毫无优势。 而在目前国内
扩能大势下，乙烯供应紧张局面缓解。 ”一
位不愿具名的行业资深人士说。

据了解， 目前大致 2 吨乙醇可生产 1
吨乙烯， 以当前广西地区 95%木薯乙醇
6300 元/吨计算，即便不考虑加工费，乙醇
生产乙烯的成本至少在 12600 元/吨。若采
用一体化装置，原料成本也高达 12950 元/
吨左右。

“现阶段国际油价处于相对低位，油
制烯烃的成本仅 3500 元/吨左右，即便是
成本较高的甲醇制烯烃成本也只在 5500
元/吨左右， 大大低于乙醇制乙烯的生产
成本，因此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乙醇制
乙烯不具备优势。 ”卓创资讯研究院分析
师李训军说。

乙醇非粮产能单薄

目前我国乙醇生产仍以粮食发酵为

主，2019 年食用和工业乙醇产能中， 非粮
生物法产量仅有 119 万吨，占比 20.27%。
“四川非粮乙醇产能 8 万吨，贵州没有乙醇
产能， 云南非粮乙醇产能在 38.8 万吨，三
省非粮乙醇产能仅占全国产能 7%。 ”上述
不愿具名人士说。

“即使非粮乙醇全部用于生产乙烯，理
论上也仅能产 59.5 万吨乙烯。 若意见稿通
过， 将鼓励非粮生物乙醇制乙烯存在原料
资源不丰富问题。 ” 李训军表示。

“非粮生物乙醇的原料木薯和甘蔗，前
者主要从东南亚进口，后者产量有限。即便
生产出来，市场消费前景也不明朗，西部以
外的地区非粮生物乙醇产能很小， 乙醇制
乙烯的空间并不广阔。 ”上述资深人士说。

“目前来看，采用生物乙醇制乙烯在技
术上可行，但由于经济性和原料供应掣肘，
规模化发展‘前景堪忧’。”上述资深人士补
充说。

乙烯供应渐松

我国乙烯扩能速度较快。 2009 年乙烯

年产能 1580 万吨，2019 年产能已大幅增
长至 2889 万吨， 十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
6.9%， 为世界乙烯产能年均复合增长率的
两倍。

随着产能的大幅扩张， 我国乙烯产量
也保持快速增长。 但是由于国内部分设备
老旧、运营成本高、效率低、行业集中度低、
分布不均衡等原因， 国内乙烯产能利用率
有所下滑，2019 年我国乙烯的产能利用率
为 71%，较 2010 年下降 19%。

乙烯作为石油化工行业中的大宗产
品，上游投资成本较高，下游需求与经济形
势变化密切相关。总体来看，供需格局不会
发生大的改变。在当前低油价背景下，乙烯
仍可以持续盈利，但周期性不强。若想在行
业内有更大的突破， 石化企业应做到优化
炼化一体化、原料成本多元化、生产规模大
型化，并不断研究生产技术，提高能源综合
利用率。

李训军认为， 供需格局将由紧向松转
变。因此，未来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将乙醇制
乙烯纳入鼓励类产业发展目录， 应充分考
虑其经济性和供需状态的变化， 避免盲目
滥上。

日前，浙江省安委会召开全省危化品
全生命周期安全重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
部署开展全省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使
用和废弃处置等全生命周期安全重点整
治工作，并下发文件要求聚焦企业“低小
散弱、本质安全水平不高、从业人员素质
偏低、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欠缺”等根源性
问题，紧盯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中最关
键问题和最薄弱环节。

在业内人士看来， 此举是首次针对危
化品全生命周期整治的具体行动， 对我国
危化品行业安全整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监管融入整个产业链条

根据文件要求， 要重点开展危化品生
产环节、储存环节、运输环节、使用环节以
及危险废物处置环节专项检查整治。

针对危化品生产环节， 文件提出要开
展企业发证条件“回头看”，推进涉及重点
监管危险化工工艺、 重点监管危化品生产
装置全自动化改造， 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
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在储存环节，文件要求开展涉硝酸铵、
硝基胍、 氯酸铵等爆炸危险性化学品企业
专项整治，开展危化品企业、燃气储配站、
物流企业、港口、库（堆）场、码头等危化品
储存场所专项整治， 并加强危化品重大危
险源管控。针对运输环节，文件提出推进运

输企业、运输车辆安全整顿，以及从业人员
的智能管控。

值得一提的是， 浙江省此次将危废处
置列为安全整治重点项目， 要求完成危险
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单位全覆
盖检查，严厉打击违规堆存、随意倾倒、私
自填埋等涉及危险废物违法犯罪行为，并
指出 2020 年全省要新增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能力 30 万吨/年， 全省工业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率提升至 96%。

对于如何落实， 浙江省安委会也做了
具体的时间安排， 要求 8 月至 9 月底进行
集中检查，建立隐患清单、整改清单和违法
清单、处罚清单“四张清单”；10 月至 11 月
进行整治攻坚， 确保重大风险排查管控到
位、重大隐患整改到位、违法违规行为惩处
到位；12 月份进行完善提升，总结经验，形
成长效机制。

作为首次针对危化品全生命周期安全
整治的文件，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副秘书长庞广廉表示肯定：“浙江省出台的
这份文件很好，也很及时，不仅仅只关注危
化品的末端治理环节，而且把监管融入整
个产业链条中，对行业整体发展非常有好
处，值得借鉴。 ”

运输挂靠经营成整治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此次危化品

整治行动中，针对运输环节的专项整治
措施尤为具体，并针对危化品运输中的
挂靠经营现象，专门出台了 《浙江省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挂靠经营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

“危化品运输挂靠经营现象很突出，一
些没有资质的小企业会把自己的车辆挂靠
在有资质的企业下面， 被挂靠企业收取挂
靠费用， 但并不对挂靠的车辆进行统一管
理，也没有对驾驶员的统一培训和考核，市
场较为混乱。”巴斯夫大中华区原高级经理
雷平妹说。

庞广廉也对记者表示：“危化品运输行
业准入门槛不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很多车辆挂靠在有资质的公司名下， 日常
运营还是小作坊模式，几个司机、几辆槽罐
车就能组成一个小型车队， 造成了一些监
管漏洞， 他们在不了解所运介质具体情况
的前提下，便匆忙上路，长期在高风险下运
输危化品。 ”

因此， 浙江省此次专门针对全省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挂靠经营企业和车辆进
行安全整治， 对排查出来的挂靠经营企
业和车辆， 分类分批进行逐一清理整改
并验收复核， 全面清理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挂靠经营行为。 涉嫌挂靠经营企业要
明确每辆车的整改方案，通过企业回购、
股份制改革、注销淘汰、政府补贴等方式
限期整改。

“互联网+”助力安全管理

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
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 技术正不
断融入危化品行业全产业链中， 极大地推
动了危化品的安全管控效率。

“用信息技术加强危化品行业监管是
大势所趋， 好多企业都在做一些积极的尝
试。现在越来越智能化，所有运输的信息可
以自动采集到后台，包括车辆的拥有者、货
主、 平台的管理者都可以从后台看到车辆
信息、货物类型、有无泄漏点、温度变化、驾
驶员状态等， 用智慧化的方式的确能带来
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避免事故的发生，未
来肯定是往这个方向走。 ”庞广廉表示。

据悉， 中化能源科技就打造了智慧供
应链为代表的一系列石化数字化产品，为
企业供应链安全管理提供了一体化、 智慧
化解决方案。 比如 TMS 运输管理系统，就
渗透到石化供应链的每个环节， 将物流全
过程在线管理， 实现对危险货物运输的动
态监管，让风险可视可控。

“在线监测、大数据技术目前在一些
物流运输中开始应用， 将来的发展方向
是从原料的采购、生产，到产品的运输、
销售等全产业链各环节都被打通， 实现
数据共享，大大提高安全管控效率。 ”雷
平妹表示。

8 月 26 日，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的四川昆仑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火花四溅，工人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紧赶制发往埃及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装备订单。 2020 年 5 月，该公司的母公司中曼石油与中萨钻井签订了金额为 2873 万美元合同，中萨公司是中国石化集团与埃及石油
部天然气控股公司及萨瓦石油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现为埃及第二大石油钻井公司，是中埃两国石油工业能源领域高层次成功合作的典范。 郝东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