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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院院士士贾贾承承造造：：

凝凝析析油油、、轻轻质质油油将将成成油油气气增增产产新新支支点点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十四五”化工产业
将进入低碳转型关键期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中国石化集团
发布的 《2021中国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报
告》（下称《报告》）指出，“十四五”我国炼
化行业将进入新增产能全面释放、 竞争
白热化时期，也是行业整合转型升级期，
成品油市场化进程将基本完成， 化工产
品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成为新趋势。

《报告》展望，“十四五”时期，我国
将成为推动全球碳排放提前达峰的践
行者之一。 预计，2025 年中国一次能源
需求约 54 亿吨标煤，其中，化石能源占
比约 81.2%，比“十三五”末降低 3.1 个
百分点，煤炭占比将下降 5.4 个百分点
至 51%，仅天然气占比有所提升；非化
石能源占比持续提升，达 18.8%；单位
GDP 能耗降比 2020 年再降低约 17%。

《报告 》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
际石油市场影响深刻， 未来五年国际
油价将呈现中低位震荡复苏的走势 。
世界石油供需两侧将进入高存量 、低
增量的新阶段， 国际油价将保持高波
动、中低位的新常态，国际石油市场将
开启再平衡的新周期。

国内油气工业实力实现跨越式增
长，供应能力显著提升；“十四五”主要
围绕保障供应安全和推进体制改革两
个焦点。 受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影响，石
油需求增速将显著放缓，并渐进峰值；
而天然气作为低碳能源， 依然保持 7%
以上的年均消费增速。 国内勘探开发
投资持续加码，确保近 2 亿吨的石油产
量和 5%左右的国产气增速。

炼油化工行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十四五”发展重点是加快结构调整，实
现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炼油、乙烯能
力稳居世界第二，PX 产能跃居世界第
一，千万吨级炼厂数量增加，形成了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的炼化产业集群。

今后， 中国炼化行业将瞄准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炼油结构
调整。 以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提升
炼化一体化、合并减油增化，利用多产
低碳烯烃和化工原料 ；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融合发展 ，将加油站转变为 “油
气电氢 ”综合能源补给站 。 二是实现
化工差异化 、高端化发展 。 优化烯烃
产业链结构 、提高芳烃产业链竞争力、
突破高端材料技术瓶颈； 拓展化工原
料多元化渠道，提升价值链空间。 三是
要重视技术创新， 包括重油加工转化
技术、高端化工材料生产技术、塑料循
环利用技术、炼化企业数字化技术（包
括原油分子信息库、智慧供应链、物流
能量管理与优化、 设备运行优化系统
和智慧加油站等）。

随着低碳能源逐渐取代化石燃料
的趋势渐渐明朗， 内外因素变化倒逼
石油公司低碳转型， 欧洲公司领跑可
再生能源布局， 美国油企则主要专注
于碳捕获等“负”碳排技术。 积极开发
数据资产价值， 发展能源数字经济新
业态，也是石油公司破解困局、实现能
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氢能产业将助力中国未来能源绿
色发展。 2020 年我国已启动氢能顶层
规划工作，燃料电池汽车 “以奖代补 ”
政策落地。 新冠疫情没有改变氢能产
业投资增长热情，20 余家大型能源央
企跨界氢能产业， 年底预计超过 8000
辆燃料电池商务车、100 座加氢站进入
示范运营。

《报告》 预计，2025 年前我国氢燃
料汽车和加氢站仍以示范运行为主 ，
2035 年燃料电池车有望达到百万辆级
商业应用规模。 （吴莉）

国储能源签署
LNG项目合作协议

本报讯 日前，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裕
廊公司与清远正茂燃气有限公司和浙
江瑞能航运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
京举行 ，分别就供用气 、LNG（液化天
然气）罐箱专用船运输签署合作协议。

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裕廊公司投资
建设的新加坡 LNG 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5 月底投产试运行 ， 项目主要有
LNG 罐箱充装、船用 LNG 燃料加注及
LNG 过驳，设计 LNG 年供应量为 300
万吨左右，市场面向东南亚地区、中国
东南沿海及东亚地区。

清远正茂燃气公司负责为云龙陶
瓷产业园供气，目前日用气量在 100 万
方左右。 新加坡 LNG 项目建成后，国
储能源裕廊公司每年可为清远正茂燃
气提供 15 万吨到 40 万吨的 LNG，将
为清远正茂燃气公司提供稳定有效的
气源保障。

浙江瑞能航运公司密切跟踪国内
国际 LNG 罐箱项目，并参与有关部门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还打造了不同规
格的 LNG 罐箱专用运输船 ， 联通了
LNG 罐箱项目上下游能源供应产业
链。 国储裕廊公司与浙江瑞能航运公
司的合作，将为东南亚地区、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 LNG 市场提供强有力的运
输保障。 （国储）

关注

“轻点鼠标，生产指令直达井队，就
可以实现对 6 个工作站 24 口井的轻松
管理 ， 安全智能化平台带来了很多便
捷。 ”新疆派特罗尔能源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下称 “派特罗尔公司 ”）董事长何
建斌说。

在中国最大、 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
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号称“生命禁区、
死亡之海 ” 的地区 ， 派特罗尔公司的
90005 钻井队就坐落于此。 水是从外面运
来，其它物资也几乎靠外供。

记者一行穿越茫茫戈壁滩， 行进在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来到该钻井队现
场，何建斌指着一台全自动钻机说 ，“这
是我们公司第一台 ，也是中石化西北油
田第一台 9000 米全自动钻机 ， 采用了
液压猫道 、铁钻工 、机械手等自动化设

备 ，大大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 ，同时也
规避了安全风险，提高了施工效率。 ”随
后 ，来到钻台上 ，记者看到两名司钻正
在认真地操作着电脑屏幕 ，钻井作业有
条不紊在进行。

据了解，公司生产指挥中心通过在钻
井现场装置摄像头， 好比给井队安装了
“千里眼”， 实现了钻井作业的 “现场直
播”，达到视频远程监控的目的。 “通过安
全生产智能化管理平台， 生产指令第一
时间直达井队，大大减少了管理层级。同
时， 司钻还可以将信息及时反馈给指挥
中心。 ”该公司副经理张领臣介绍。

“如果生产指挥决策小组 发 现 司
钻 违 规 操 作 后 ， 将 会 立 即 制 止 其 行
为 。 ”张领臣告诉记者 ，“对于复杂的井
控事件 ，专家们无论身处在哪里 ，都可
以用手机 App， 通过远程音视频来及
时处理 。 这样 ，钻井队用执行指令代替
了自选动作 。 ”

张领臣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2019
年 4月 16日凌晨 4点 34分，90001 队克深
132—2井盐层钻进到 7268米时，扭矩突然
增大，蹩停顶驱遇卡。指挥中心发现后，专家
通过手机对讲系统指挥钻井队立即采取措
施，迅速解卡。截至目前，指挥中心专家凭借
远程视频系统快速解除近 200 井次的遇卡
等复杂情况，避免了事故发生。

“自从今年使用这个自动化操作系
统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很高效很安全！ ”
干了 10 年多钻井工作的 90005 钻井队
司钻高立胜说 ，“这里原先需要五六个
人，现在两三个就足够了。钻井平台的井
口是钻井作业人员的 ‘主战场 ’，也是劳
动强度最大，危险度较高的地方。自从用
了全自动钻机， 我们只需要在控制房里
操作自动化的设备， 就可以完成钻具的
操作。在提高生产时效的同时，也保障了
人员的人身安全。 ”

数据显示， 自智能化管理平台运作以

来， 违章数量大幅下降，2020 年违章数量
比 2019 年减少了 85%， 还大大压缩了管
理成本。

参观过平台上钻杆自动起吊、自动对
接、遥控开钻等情景后，国务院原参事、国
家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感慨地说，未来能
源企业必须走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道路。
科技决定能源未来， 科技创造未来能源，
所以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能源发展并不
取决于对能源的占有，而是取决于能源高
科技的突破。

谈及未来， 何建斌满怀信心，“‘十四
五’期间，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将要发展
成为 3500 万吨，甚至 4000 万吨油气产量
规模的大型油气田，为钻井行业实施数字
化、智能化管理模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未
来，我们将采用当前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手
段，建立钻井安全生产智能化管理共享平
台，推动行业更加智能化，促进行业共同
发展、共同进步。 ”

智能化让钻井作业更安全
■本报记者 张胜杰

中国石化中原油
田天然气产销厂开展
“查隐患、 促上产、提
效能”活动，力争年底
冲刺超产天然气 ，为
攻坚创效目标任务全
面完成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 图为 12 月 17
日 ，天然气产销厂东
濮 采 气 管 理 区 一 号
集 气 站 员 工 正 在 进
行安全检查。

马洪山/文 杜静/摄

查查隐隐患患 促促上上产产 提提效效能能

随着全球油气勘探进一步深入 ，勘探领域出现重大改变 ，资源
品位劣质化明显 ，高品质浅层油气资源越来越少 ，非常规 、深层超
深层油气资源占比逐渐变重 。 当下 ，应如何立足国内 ，实现合理范
围内的原油自给？ 未来国内油气增储上产新方向是什么？ 在勘探开
发领域不断转向海洋 、深层深水 、非常规后 ，哪种资源能够成为支
撑油气产量的主力军？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油气
专项首席科学家贾承造指出，我国正面临国内石油产量安全稳定增长
的重大挑战。 在持续加强正常原油和稠油勘探开发的同时，要重视加
快发展凝析油和轻质原油，并将其作为未来提升国内石油产量的新方
向和重要增长点。

凝析油是指从凝析气田或者油田伴生天然气凝析出来的液相组
分，根据温度压力变化凝结为液态或分解为气态，按工业标准，原油密
度大于 45 是凝析油，小于 45 是轻质油，二者密不可分，可互相转化连
续共生。

凝析油气富含芳烃、轻烃等稀缺烃类组分，是深层、非常规油气的
优质资源及下游急需的高端化石燃料。 “伴随全球油气勘探领域转向
海洋深水、深层和非常规油气，全球油气产量和油气资源构成中，凝析
油气和轻质油大幅增加。 未来全球原油新增产量主要为天然气、凝析
油和轻质油，逐渐成为业界共识。 ”贾承造说。

贾承造用一组数据进一步说明，2014 年美国凝析油产量约 0.86 亿
吨，2018 年以来年产量持续在 2 亿吨以上。 得益于页岩油气成功开发，
美国油气产量重回全球第一，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凝析油气和轻质原
油大幅增长。 俄罗斯产量也在去年升至历史高点；近年来中东和亚太等
天然气传统产区凝析油产量随着天然气发展而持续增长。预计凝析油和
轻质原油将保持长期的增长趋势。

贾承造指出， 我国凝析油资源量在 80-100 亿吨， 轻质油资源量
200 亿吨，凝析油、轻质油资源较为丰富。 未来立足塔里木、渤海湾、准
格尔等大型油气盆地，按照“油气并举、常非并举”勘探原则加强勘探，
将会带来凝析油、轻质油储量、产量提升，对降低我国乙烷产品对外依
存度意义重大。

“截至目前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7 亿吨，勘探也出现新的高潮，相继
在塔里木盆地、渤海湾盆地有千亿方规模以上大发现，将为我国原油
增产打开新的领域和方向。 ”贾承造补充说。

贾承造指出，现在，业内对凝析油-轻质油
资源规模与开发前景正重新认识，IEA（国际能
源署）在 2020 年全球油气资源评估中，将凝析
油在非常规油气中单独列出。

“凝析油流动性好， 单井产量和最终采收
率比正常油或重质稠油高， 同时成本低投资
少，投资回报率高。 伴生气还可循环使用，又
是采出资源 ，还可再次注入 ，助力下一次开
采。 ”贾承造说，“最关键的是，市场价格也比
常规油高 ，因此非常规油气经济价值最高的
是凝析油气。 北美非常规油气开发取得比较
好的效果 ， 以凝析油气为主是一个重要因
素。 ”贾承造说。

IEA 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页岩油产量占
其石油总产量的 63.3%， 其中凝析油产量超 2
亿吨。 “非常规油的最大潜力在凝析油，可以说
没有凝析油就没有美国页岩油气的大发展。 ”
贾承造补充说。

目前我国深层油气勘探和理论研究已取
得重要发现和突破 ，但开采成功率低 、成本
高 。 与此同时 ，老油田面临 “三高 、三难 ”开
发阶段 ，稳产难度越来越大 ，如何在现阶段
面临产量稳定增长的挑战下向凝析油 、轻质
油“要产量”？

贾承造指出，我国已在深层凝析油和轻质
原油勘探开发上获得一批突破，将作为未来国
内石油产量重要增长点。新疆塔里木油田已相
继发现了牙哈、迪那等 13 个高压凝析气田。成
功开发的牙哈凝析气田 ， 近二十年间采油
1000 万吨 ，产气 230 亿方 ，回注 116 亿方 ；凝
析油采收率等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
别是位于东部的松辽盆地大庆油田古龙页岩
油高产凝析油的发现，很可能成为大庆油田的
战略接替区，前景可期。 预计东部两大盆地深
层凝析油气也将有重大突破，为油气增产助一
臂之力。

在贾承造看来，目前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正
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一是能源安全的挑战，二
是碳中和的挑战。

“目前来看 ，打开增储上产新路径 ，还需
国内大部分油气公司组织管理提高劳动生
产率 ，走高效勘探开发之路 。 但更关键的是
应立足三大领域继续攻克技术难题降本增
效 。 上游勘探开发放开对产量增长效果有
限 ，开发技术是关键 ，还得依靠大公司 ，靠技
术欠缺的小公司‘零敲碎打 ’不现实 。 ”贾承
造说 ，“凝析油和轻质原油正是深层 、 深水
和非常规领域的优质油气资源 ， 可能推动
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从低谷转折期进入新的

高峰期 。 ”
另一方面， 碳中和愿景加速我国能源转

型步伐 ，油气勘探开发面临环境压力 ，凝析
油开发既能增油又能增气 ，对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将有很大的贡献 ， 碳中和对天然气 、凝
析油、轻质油都将有助推作用。

“但能源转型应该科学转型，从油气过渡
到新能源时代、从高碳转为低碳都需要一个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

贾承造指出，“十四五”期间，油气勘探开
发将迈入新台阶，未来，还需要构建新的石油
地质学理论体系，为关键时期的中国非常规油
气勘探开发探索一条更科学的道路。

全球增产趋势明显，我国进入大发现时期

助力油气低碳化转型

经济性良好，增储上产潜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