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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全要素
运行增产提效

本 报 讯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大型压
裂累计完成 1238 口井 7357 层段 ，
累计泵注压裂液 520 万立方米 、支
撑剂 33 万立方米， 与上年同期相
比 ，完成井数增长 21%、施工层段
增长 50%、总泵注液量提升 24%和
砂量提升 43%，提前超额完成全年
生产任务，创历史最高水平。

2020 年 ， 大庆油田井下作业
分公司牢固树立服务油田意识，坚
持把 “服务油田 ” 作为核心和根
本 ，多措并举提升生产效率 、提升
业务能力 、提升增油效果 、提升施
工质量 、降低运行成本 ，竭尽全力
保障油田效益勘探开发，为服务百
年油田建设做出新贡献。

生产组织方 式 实 现 新 突 破 。
为满足增储上产需求 ，今年大庆
油田大型压裂施工持续增加 ，他
们充分发挥生产运行部 、大型压
裂 项 目 部 的 专 业 化 生 产 组 织 运
行 、全 面 协 调 保 障 优 势 ，根 据 工
作量变化情况 ，采取更加灵活的
方 式 组 织 生 产 ， 缩 短 了 施 工 周
期 ，提高了作业实效 。 他们推广
应用成本更低 、施工效率更高的
连续油管 、带压作业打造全新的
特种作业模式 ，连续油管直井缝
网 压 裂 、 连 续 油 管 精 控 分 层 压
裂 、连续油管切割体积压裂较常
规途径时效分别提高 了 56 .3% 、
43% 、35 .7% 。

高效运行模式迈上新台阶。 他
们围绕大型压裂做精做细各项工
作，对标先进水平，打造“全要素计
划运行”的组织模式，关键工序提效
20%以上。 他们打造了“以泵注效率
为核心”的运行模式，促进生产资源
围绕压裂功效统筹运行， 最大限度
发挥资源效能，同比前一年，泵注效
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 着力打造 24
小时连续施工模式，设备连续运转，
工序无缝衔接， 压裂机组等停减少
8%， 使大型压裂整体运行效率提高
10%-15%。

智慧井下建设开创新局面。 他
们对智慧井下生产指挥系统持续完
善，攻关突破智能识别、数据加密传
输等瓶颈技术，通过远程传输，实现
了现场施工参数数据、 视频图像集
成控制，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全方面掌控施工全流程， 实现全要
素运行管控、重点资源实时掌控，大
幅提高现场管控水平。 专家全天候
24 小时在线远程指挥、 多井实时监
管，有效指导生产运行，真正实现疑
难复杂问题解决“零等待”，同时满
足决策层、管理层、操作层的工作需
求，整体运行效率提升 10%以上。 目
前，大庆压裂施工现场信息化传输、
可视化管控、 实时化互交已经实现
全面覆盖。

工厂化自动化打造新支撑。 经
过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大庆油田
大型压裂攻关形成的一体化联动
控制技术， 填补了行业的空白；攻
关突破的 10 项关键技术 ， 成为集
团公司作业规范；定型的五种压裂
运行模式，引领了国内工厂化压裂
技术发展。 2020 年 9 月份，《工厂化
施工流程自动化控制技术 》 荣获
2019 年度大庆油田科技创新特等
奖。 如今，他们把施工现场各单元
“化零为整”，实现了全流程一体化
智能控制 ，对比以往 ，现场人员由
80 人减至 28 人，设备由 75 台套减
至 34 台套，实现了施工区域无人值
守和压裂参数的精准集成控制。 川
渝页岩气项目推进实施 “五式三
化 ”工厂化作业模式 ，创造了多项
施工新纪录。

（张云普 吴大勇）

江西首个船舶 LNG
加注工程开工

本报讯 近日，江西省首个船舶
LNG(液化天然气 )加注工程———九
江港湖口港区船舶 LNG 加注工程
开工。 该工程是长江干线布局的 45
个 LNG 加注工程之一， 总投资约
1.2 亿元，预计 9 月竣工。

该工程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
公司和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建 ， 采用 LNG
加注站与水上加油站 “油气合一 ”
集约化共建的方式，在湖口港区建
一个 5000 吨级 LNG 加注码头 (兼
顾柴油加注)，设计年通过能力 1.91
万吨，其中 LNG 加注能力为 1.1 万
吨，柴油加注能力为 0.81 万吨。 建
成后 ， 将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洁能
源、岸电、供水、环保接收、维修、交
通驿站等多项服务。

（周亚婧）

本报讯 受拉尼娜气候现象影响，今
冬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往年偏低。 低温
天气进一步增加了天然气需求， 自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供暖以来，全国日均供
气量同比增长 10%左右。 面对冷冬，中国
石油冬供期间统筹国内外资源增幅达
11.3%，确保天然气资源平稳供应，确保百
姓温暖过冬。

加快组织上产，发挥国产气“压舱石”
作用。 2020 年初以来，中国石油加大油气
田开发力度，进入 2020 年 12 月捷报频传，
西南油气田和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产量双双
突破 300 亿立方米、塔里木油田建成 3000
万吨大油气田、 长庆油田油气当量突破
6000 万吨，青海油田连续 10 年稳产 60 亿
立方米以上，四大主力气区的大突破、新突
破，成为冷冬下保供的坚实基础。特别是面
对 2020 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石

油统筹兼顾，优化运行，春节后快速组织复
工复产，按照冬高夏低的用气变化规律，年
初就组织长庆、塔里木、西南、青海等重点
气区对天然气处理厂和集气站进行摸排检
修，提前做好设备冬防保温工作，为今冬明
春安全平稳供气提供保障。

应战冷冬， 充分发挥储气库和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调峰作用，保障冬季
高峰用气安全。 2020 年 12 月 15 日，相国
寺储气库扩容达产工程第二口井相储 13
井成功投产。 2020 年年初以来，中国石油
一方面加快新储气库建设，一方面持续优
化在役储气库注采运行。 日前，中国石油
10 座在役储气库全部启动采气，今冬明春
调峰能力同比增加 14．8％， 调峰保供能力
显著增强。 此外，中国石油不断加强储气
基础设施安全管控，继 9 月份组织开展储
气基础设施安全大检查以来，近期再次组

织各油气田和相关企业开展自检自查，确
保储气基础设施万无一失。 LNG 接收站
是冬季调峰的有力补充，中国石油在冬季
用气高峰期间， 不断提高 LNG 接收站气
化外输量，有效保障向京津冀、长三角、东
北等地区供气的安全性，特别是进一步加
大了向北方七省市的供气量，有力保障冬
季用气高峰时的民生需求。

多方协调， 加大进口天然气资源量。
中国石油全面加强四大能源通道各相关
方沟通力度，确保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缅甸等管道气输入国供气稳
定，特别是积极协调俄气，提前增加中俄
东线进口量。 国际事业公司多方协调，优
化船期， 特别是自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
式供暖以来，面对冷冬下天然气需求骤增
的实际，积极协调 LNG 供应商，以贸易换
货等方式， 实现将多船 LNG 长贸资源调

整至冬季进口， 充分发挥 LNG 与管道气
的互补性， 进一步加强海外进口多元化，
保障冷冬下天然气平稳供应。

中国石油在千方百计增加天然气市
场投放量的同时，顾全大局，率先垂范，优
化调整本企业内部炼化生产燃料结构，大
幅压减自用气， 关闭自有 LNG 工厂和化
肥生产装置等，将企业自身用气量降至最
低，把更多的天然气资源调配给下游城燃
企业等，全力保障民生用气。

据中国气象台发布信息 ，2020 年 12
月 29 日和 2021 年 1 月 8 日我国北方地
区将迎来两次寒流。 中国石油及早动手，
从 12 月 21 日起，每天召开协调会，全天
候进入“战时”状态，优化应急保供预案，
发挥“全国一张网、保供一盘棋”统筹配置
作用，确保天然气资源稳定供应，确保民
生用气无忧。 (吴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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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全力保障天然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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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地区寒潮来袭，中
国石化扬子石化公司强化防冻保
温预警管理，加大对装置罐区、管
线、阀门、仪表等生产重点部位巡
查力度频次，从人员、物资、方案、
操作等落实安稳生产措施， 确保
仪表、报警仪等完好无损，确保雨
雪冰冻天气生产安稳。

图为公司烯烃厂乙烯装置
操作人员冒雪对关键部位巡查。

李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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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供进行时

本报讯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来自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唐 古 传 奇 （TANGGUH
SAGO）LNG(液化天然气 ）运输船在京
唐 LNG 公司唐山 LNG 接收站码头靠
泊 。 这艘装载 15.19 万立方米 LNG 的
“巨无霸 ”，将为正在经历 “最强寒流 ”的
首都人民送去阵阵暖意 。 这是进入 12
月以来 ， 唐山 LNG 接收站接卸的第 10
船 LNG，较上年同期多 1 船 ，以满足京
津冀地区快速增长的用气需求。 这是中
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全力保障百
姓温暖过冬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保供的重点单

位 ，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坚决贯彻落
实 “五个确保 ”要求 ，切实承担起保供的
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 加强统筹协调 ，
逐级传导压力 ，层层压实责任 ，优化组
织运行 ，全面打响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
攻坚战。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26 日，天然
气销售分公司积极筹措资源，累计供应天
然气较上年同期增长 4.21%，全力保障天
然气安全平稳供应。

坚决打好重点保卫战。 天然气销售分
公司在今冬明春的资源安排上，坚决贯彻
中央关于保障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和

民生供应的精神，以民生优先的原则调整
资源流向，向“2+26”城市和汾渭平原等北
方冬季清洁取暖重点区域增供，其中京津
冀晋鲁豫陕 7 省市安排供气量比上年同
期增加 37.4 亿立方米。 同时，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将“煤改气”资源供应及下游省公
司改造任务落实到位，高效确保“煤改气”
工程圆满收官。

调峰作用有效发挥。 为缓解 2020 年
11 月下旬以来天然气需求激增给中国石
油天然气产业链带来的冲击， 天然气销
售分公司持续加大 LNG 接收站气化量。
进入冬季保供期后，唐山 LNG 接收站最

大外输量调整至 4200 万立方米/日；如东
LNG 接收站气化外输量提升至 3500 万
立方米/日，全力满足华东地区用户用气
需求。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 2020 年 12 月
及 2021 年 1 月高峰月资源供应保障能
力， 天然气销售分公司根据储气库应急
采气能力科学研判，精准制订 LNG 现货
采购计划。 此外，为增加接收站罐存，通
过优化 LNG 船期、增加互联互通管道气
资源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增强调峰保障
能力。

下一步，天然气销售分公司还将进一
步优化天然气生产运行。 （张舒雅 周琰）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力保百姓温暖过冬

日 前 ， 国 家 管 网 集 团 华 北 公 司
（下称 “华北公司 ” ）发布消息称 ，已与
山 东 裕 龙 石 化 签 署 了 外 输 管 道 建 设
运 营 合 作 意 向 书 ；与 中 化 弘 润 、汇 丰
石 化 等 地 炼 企 业 签 署 管 输 注 入 口 建
设合作意向书 。 根据合作意向 ，华北
公 司 2021 年 将 建 设 弘 润 石 化 资 源 注
入 鲁 皖 二 期 管 道 项 目 及 青 岛 油 库 至
青岛港下海管道项目 。

业内人士认为， 两个项目投产后，华
北管网将实现“1+1+1”向“X+1+X”的突
破，对“北油南调”、活跃市场竞争、增加企
业经济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山东地炼也有
望迎来“大管输”时代，降本增效助推产业
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开启双赢合作

此前，管道运输能力不足困扰着山东
地炼。 随着山东地炼获得原油进口和使用
“双权”，省内原油加工量大幅增加，原油
运输管道诉求日益强烈，成品油运输管道
需求亦逐渐增多。

为破解地炼运输瓶颈 ，“十三五 ”期
间， 山东省计划新建 7 条原油管道和 7
条成品油管道， 提高原油和成品油输送
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山东省每
年都有大干线建成投产，已建成长输油气

管道总里程 1.24 万公里，约占全国十分之
一。 其中，原油管道 3750 公里，成品油管
道 2200 公里。2019 年，全省通过管道输送
原油 1.34 亿吨、成品油 1170 万吨，管输建
设能力大幅增长。

华北公司为何看中山东地炼油品管
输业务？

在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丁旭看
来，此次华北公司携手山东地炼，主要集
中于成品油运输合作， 符合双方的利益
诉求。 “一方面，成品油沿海多内陆少，北
方多南方少， 与地炼合作有利于华北公
司更好的完成资源调运协调工作 ， 将山
东的巨量成品油输送到华北以及华中
地区 ，实现 ‘北油南调 ’、活跃市场竞争 。
另一方面，对山东地炼而言，其成品油最
大销售区域为山东省内 。 与华北公司合
作等同于放大了产品套利空间和销售
半径 。 ” 丁旭说 ，“与此同时 ，管输符合
日益严格的安全运输要求， 例如在特殊
情境下能更好地实现成品油的连续运
输， 不再受极端天气和危化品高速限运
的影响。 ”

金联创油品分析师周密认为，布局集
中化和运输管道化，是未来国内地炼发展
方向，山东地炼企业集中，应当在油品输
送管道上有整体规划，规划不仅包括管网
布局，也包括配套的港口建设等，通过上
游的资源调配加大整合力度。

降本增效“利器”

管道运输被称为“第五种运输方式”，有
着其他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低成本优势。

山东地炼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70%以
上，使用原油一半从青岛港上岸，地炼进
口原油 90%依靠公路运输，每天有数万辆
油罐车在山东省内穿梭，给企业带来较高
的物流成本。 未来，山东省规划的原油管
道运输能力将超过 1.6 亿吨/年，成品油运
输管道接近 1 亿吨/年。 若全部建成，将极
大提高成品油运输效率，节省运输成本。

2020 年 10 月， 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
口-潍坊-鲁中、 鲁北输油管道管输总量
创新高，一举突破 5000 万吨大关。 据悉，
此举为社会减少提货车辆约 165 万车次、
降低碳排量约 88 万吨， 不仅大大减少了
公路运输安全隐患，还为山东地炼企业节
约物流成本约 20 亿元。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
长庞广廉表示，管道投建加速不仅能为地
炼原料及时到位提供坚实的物流保障，运
输成本下降也将带动地炼降本增效，提高
其盈利水平。

某炼化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账。
“就成本计算而言， 若一个中型炼厂运输
成本与公路运输相比降低 30 元/吨，假设
一年油品运输 200 万吨，将为企业节约近

6000 万元，这对净利润只有两、三亿的炼
厂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该负责人说。

加速市场优胜劣汰

山东炼化产业结构单一，炼化一体化
水平低，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短，缺少大
型乙烯、芳烃装置配套，高端石化产品产
出少，盈利能力弱。

根据山东炼化整合计划，力争到 2022
年，将位于城市人口密集区和炼油能力在
300 万吨及以下的地炼企业炼油产能进行
整合转移；到 2025 年，将 500 万吨及以下
地炼企业的炼油产能分批分步进行整合
转移，全省地炼行业原油加工能力由目前
的 1.3 亿吨/年， 压减到 9000 万吨/年左
右。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已有 13 家炼油
企业正式退出市场。

庞广廉表示， 目前主流大型地炼企
业已经实现管道 “厂厂通 ”。 “但地炼企
业中优质企业较少 ，与国内一流炼化企
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 未来 ，管道运输
建设将继续通向规模性炼厂 ，管输成本
低 、利润高的优势将使大型炼厂更具竞
争力。 在市场加速优胜劣汰的当下小炼
厂已岌岌可危。 ”庞广廉说，“地方策划、
分区域集中规划是好事 ，小企业被兼并
重组或淘汰 ， 有利于山东地炼集中发
展，转型升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