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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峰填谷”，复杂地势做细活

北北油油工工程程构构建建能能源源化化工工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样样本本””
——————记记者者实实地地探探访访延延长长石石油油煤煤油油气气资资源源综综合合利利用用项项目目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中科炼化码头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 12 月 1 日至 2 日，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会同有关单位
和特邀专家组成竣工验收现场核
查组， 对中科炼化码头工程进行
竣工验收现场核查。 他们按照港
口工程竣工验收条件及竣工验
收主要工作内容要求，查验了工
程现场， 听取了建设、 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
的汇报，以及质量监督单位工程
质量监督情况的报告，审阅了相
关验收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
了竣工验收现场核查报告。 竣工
验收现场核查组一致认为中科
炼化码头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
件，同意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中科炼化码头与炼化装置
的直线距离仅 1100 米 ， 是目
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 、
条件最优越 、结构形式和使用
功能最多的石化港口 ， 共有 8
个泊位。 （吴金梅 ）

哈尔滨今冬实现
“双气源”供应

本报讯 12 月 2 日 12 时，中
国石油昆仑燃气黑龙江分公司投
资建设的中俄东线呼兰分输首
站，与国家管网集团投资建设的
中俄东线哈尔滨北站动火连头
作业圆满成功，实现了中俄东线
支干线与哈尔滨供气支线的物
理连接，标志着哈尔滨市今冬起
实现 “双气源” 供应，“气化龙
江”战略获得新突破。

中俄东线呼兰分输首站工程
是哈北支线的配套工程，也是黑
龙江省政府 “百大工程” 重点项
目。 在中俄东线双合分输站确定
2021 年 10 月投产的严峻形势下，
根据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总体部
署和要求， 中国石油于今年 9 月
启动哈北支线管道工程和呼兰分
输首站工程建设， 国家管网集团
加快了中俄东线明哈支干线工程
和哈尔滨北站工程建设。 哈尔滨
北站工程于今年 10 月 30 日竣工
通气， 呼兰分输首站工程于今年
11 月 28 日机械竣工。

此次呼兰分输首站动火连
头的圆满成功，可以实现在哈北
支线穿江工程受阻的情况下，通
过天辰燃气呼兰—双合支线、双
合—东官（庆哈线）支线，将中俄
东线天然气反向输送至哈尔滨
市，实现了哈尔滨市的“双气源”
供应保障。

呼兰分输首站工程由中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沈
阳分公司设计，中国石油管道局
有限公司组织施工。呼兰分输首
站年输气规模 20 亿立方米。 站
区连接哈北支线 （呼兰—道里
区）、天辰燃气松北支线、天辰燃
气双合支线， 并为巴彦支线、呼
兰经济开发区支线规划预留了
分输口， 是大庆油田管道气、中
俄东线管道气互联互通的枢纽
站。在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的统
一组织领导下， 甲乙双方经过
86 天的工程设计、路由勘察、设
备采购、工程施工等会战，顺利
完成施工。

工程动火连头结束后，中国石
油昆仑燃气黑龙江分公司将组织开
展管道与设备质量检测、 联合调试
等作业， 计划今年 12月 10日正式
向哈尔滨市供气。 (李延平 周琰)

石油行业“千名
专家库”上线运行

本报讯 日前， 由中国石油
企业协会创建的 “千名专家库”
正式上线运行，专家库主要由来
自石油石化领域的专家组成，截
至目前受邀加入专家库的院士、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已达到 950
人， 用户可实时获取专家信息，
为行业共享专家信息提供有利
条件。

石油产业体量庞大， 涉及上
中下游产业链， 一直以来缺少对
业内专家研究领域的详细信息整
合平台。 该平台主要利用大数据
技术，将专家信息录入系统，并对
专家进行详细分类管理， 主要包
括其基本信息、擅长领域等信息，
为用户提供更清晰的专家信息，
并实时更新专家信息， 用户不仅
可以通过手机和计算机获取专家
信息，还可以发送留言，为业内及
相关产业提供精准的专家信息
服务。 （李晓文）

关注

11月 16日，记者走进延安煤
油气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下称延
能化项目）聚丙烯车间，一辆辆叉
车忙碌地运输着聚丙烯袋装成
品。 “能源化工项目与生活息息
相关。 塑料玩具、药品包装、家
用保鲜袋、汽车封条，都是用聚
乙烯、聚丙烯这些化工原料做成
的。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
司（下称“北油工程”）公司总经
理助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汉
英对记者说，“这些塑料的小白颗
粒成品背后是项目充分利用产
品结构和项目工艺流程不断优
化的结果，我们也在不断延伸产
业链，保持高质量发展，给老百

姓吃穿住行生活带来便利。 ”
延能化项目位于黄河 “几”

字弯，北部丰富的煤油气等资源
禀赋成为项目发展的长期动力。
从陕西洛川县一路北上到神木
市大保当镇，沿途坐落着由北油
工程负责设计或 EPC 的其他四
个能化项目，成为陕西大力发展
能源化工项目的缩影。

目前，陕西能化产业高端化
发展的同时存在产业链韧性弱、
延伸不足、 联动和融合进展缓
慢、“补链”“错链”“增链”战略布
局和谋划不足等短板。在陕西能
源化工转型的当下，如何克服短
板有效发展？

黄河“几”字湾自然资源延伸发展了石油
化工、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以及焦化等化工
产业，特别是随着煤转化技术的成熟和推广，
以煤为基的化工产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
步构筑起煤制油、气、化肥、烯烃、醇醚等产
业体系。

目前，能源化工高质量项目优势凸显，
并通过延链补链不断搭建完整产业链条。

比如， 榆能化一期填平补齐工程建设
采用国际更先进的聚烯烃生产工艺技术，
丰富和优化了产品结构，提升产品性能、质
量和档次。 同时规划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
开发下游高端新产品。

延能化项目近两年陆续建成投产多种
重要的化工原料，产品不断丰富、产业链不

断拓展， 辐射带动富县工业园区第三产业
经济快速增长， 一批精细化工项目正在落
地或布局。

延长石油油田伴生气资源循环利用项
目的工艺升级则让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和
资源综合高效利用的多重效益得以实现。
过去， 石油开采中共生的天然气大多都直
接排放到大气中，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 “现在，这个项目实现了天然气的分级
分质利用， 转化生产出多种化工产品和高
附加值的下游产品， 也增加了天然气的附
加值。 ”北油工程西安分公司副经理马永锋
说。 除经济优势外，项目均实现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颗粒物超净排放和污水零排放，
带来环境效益。

“业主延长石油自身具备煤油气资源优
势，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资
源的就地转化和高附加值利用是关键。 ”刘汉
英强调。

一方面，通过物料互供将资源物尽其用。
轻烃项目是延长石油国 VI 汽油升级的

重点项目，利用炼化公司自有的碳三、碳四通
过深加工生产烷基化油，丙烯和 MTBE 产品。
对炼油的“边角料”进行深度加工，实现了物
料的高附加值利用， 也帮助延长石油提前完
成油品升级。

延能化项目则是另一个将资源物尽其
用、利用碳氢平衡技术循环供应、实现年产值
135 亿元的“明星项目”，将资源“吃干榨尽”是
它的特点。

据了解， 该项目以每年 10. 57 亿立方米
延长油田伴生气、92 万吨煤炭、40 万吨轻油
为原料组合在一起生产每年 90 万吨烯烃，烯
烃聚合生产 45 万吨聚乙烯、30 万吨聚丙烯、
20 万吨丁醇、8 万吨 2PH ( 二丙基庚醇) 、 5
万吨乙丙橡胶等化工产品，对延伸产业链，推
动能源化工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油、煤、气最大的区别就是碳氢比不同，
煤炭碳多氢少，天然气氢多碳少。 该项目通过
碳、氢互补，不仅优化了工艺装置配置，提高
原料利用率，减少原料消耗，还实现原料和各
装置副产物循环利用，充分转化。 ”刘汉英介
绍说。

“如果项目全部用煤，不仅二氧化碳排放
量大，成本也高。 利用煤和天然气共同转化，
减排二氧化碳 269 万吨/年，减排幅度 63.8%，
同时由于碳氢互补每年间接多产甲醇 21 万
吨。 油中的氢气生产乙丙烯后也参与到全厂
碳氢平衡。 各装置排放废碱液集中统一处理，
达标排放。 ”刘汉英说。

此外， 榆能化一期填平补齐工程也是综
合利用陕北的煤、油田伴生气、石油炼化副产
物等原料，生产烯烃等高价值下游产品。 据统
计，全国每 30 吨聚烯烃产品就有 1 吨产自这
里。 通过将煤、油、气资源中碳氢元素在生产
过程中进行科学合理互补， 以低排放、 低能
耗、低水耗的方式制造聚烯烃颗粒，实现了初
级资源向高端化工产品的转换。

另一方面， 项目通过煤炭资源就地转化
提高效益和竞争力。

榆神能化乙醇项目是煤炭资源就地转化
的代表。 “项目以榆林西湾露天煤矿为原料，
生产高附加值的乙醇产品， 实现了原料煤的
就地转化， 减少运输成本有利于企业经济效
益的提高，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为煤
炭资源清洁利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摆脱乙醇
‘与民争粮’的困境。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年产 50 万吨煤基乙醇项目。 ”北油
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 高级项目经理田汉平
介绍说。

“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都
从屋上过”。 黄土高坡的山路沟
沟峁峁、曲曲折折、叠加交错。
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决定了项
目建设面对巨大的挑战。

“在陕北建项目受地形 、
地质所限 ，往往需要 ‘削峰填
谷’， 挖山填地是常态。 延能
化项目就是一点点挖平了所
在地的山坡才建起来的。 ”北
油工程公司施工部部长楼建
江向记者介绍。

项 目 被 洛 河 一 分 为 二 ，
东西两区落差极大 。 记者站
在连接东西两区的管廊下 ，
仰头望向近 20 层楼高的管
廊顶端颇费了一番力气 。 而
西区与南区由于隔着山体 ，
不得不挖通一条隧道才得以
连接两个作业区。

连接东西区的管廊， 落差
达 60 米， 据了解这是目前国
内石油化工、煤化工工厂中地
形最复杂 、高差最大 、规模最
大的装置外管廊。 在这高难度
的管廊上，还布置了东西区联
通的工艺物料和公用工程物
料，保证了全厂的正常运行。

不仅如此，项目位置偏僻，
运输距离长、路况复杂，很多设

备需要从兰州、四川、茂名、东
北、江浙一带运输到现场，甚至
在现场建造。 “这些长周期超限
超重设备的整体运输是整体物
流的重点和难点， 给项目前期
整体采购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
度和挑战。 ”刘汉英说。

延长石油榆神能化 50 万
吨/年煤基乙醇项目 （下称榆
神能化乙醇项目） 所在现场，
也面临因地势问题带来的作
业困难问题。 “这里属于毛乌
素沙漠 ，场地坡度较大 ，平场
之前高差达 20 多米。 项目没
有平地，都是一点点挖一点点
填，才有了现在的建设现场。 ”
北油工程公司控制部副部长
甄铠感慨。

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 榆能
化一期填平补齐工程， 虽然没有
复杂的地势挑战， 但要在保证生
产不间断的同时在原有装置和管
廊上新建设施，对安全运行、技术
水平和整体设计都带来不小的考
验。 “看似是大工程，实则是精细
活。 从无到有考验能力，从有到优
则要求我们设计人员设计要更加
精细，考虑更加周全。 ”北油工程
公司总经理助理、项目执行中心
主任杨砾对记者说。

补链增链提升经济性

物料互供，资源就地转化

一线掠影

本报讯 12月 1日， 随着今年新投产
的 1849口新井加入冬季保供战， 中国石
油长庆气区已有 2.0411 万口井开足马力
提速提产， 标志着长庆五大气田全面打
响应对冬季用气高峰的保供总攻战。 目
前，长庆气区日产气可达 1.36 亿立方米，
最高日产气量可达 1.42 亿立方米以上。

作为全国陆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
地，长庆油田在冬季保供战中加速提产增

量， 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安全平稳供气，最
大限度满足工业、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用气
和冬季取暖需求。 长庆油田先后建成了靖
边、榆林、苏里格、神木、子洲五大气田，并
在这五大气田建成我国首个 400 亿立方
米规模的大气区。

与往年相比，长庆油田今年投入保供
的气井数最多、高峰期供气的日产气量最
高，已经建成 13 条外输管线。 进入冬季高
峰期，每天集输能力可达 1.5 亿立方米，可
向北京、西安等 40 多个大中城市供气。

为确保平稳供气，长庆油田在生产组

织上抢前抓早，提前组织；在气田检修上
超前准备，优化统筹；在天然气销售方面，
密切产供销衔接，全力保产促销。 今年夏
天，对气田的 300 多座集气站和 2 万多口
井的采气树进行 “大保养”， 对 5 座净化
厂、17 座处理厂进行“大保健”，以最佳状
态迎接冬供高峰。

同时， 长庆油田围绕提高新井贡献
率，加强生产组织协调，充分发挥钻试投
一体化优势，提质提速成效显著。 今年年
底计划投产新井 2000 口以上， 日产气可
达 3000 万立方米以上。 在老井稳产方面，

加大精细油藏管理力度，以优化产量管理
为核心， 制定差异化气井精细管理对策，
深入推广气井全生命周期精细管理，优化
排水采气措施及进攻性挖潜措施。 截至目
前， 长庆气区获得 71 口无阻流量超百万
立方米高产井，其中致密气项目组获得 23
口百万立方米高产井，为今冬明春的保供
再添新丁。

“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还有一定
的提产余量，可确保平稳、安全、足量向
下游用户供气。 ”长庆油田开发处处长吴
正说。 （石文）

长庆油田五大气田提产迎高峰

北风呼啸， 疾风
骤雨。 连日来，气温骤
降， 连续的阴雨天气
给原油生产带来不利
影响。 中国石化河南
油田油服中心员工严
把冬季安全生产关 ，
抢上重点井、 抓紧处
置措施井、 合理安排
施工井， 争分夺秒进
行采油设备维修 、措
施作业， 向安全质量
要效益， 为持续攻坚
创效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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