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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供进行时

全全球球首首座座十十万万吨吨级级深深水水半半潜潜式式生生产产储储油油平平台台启启航航 青海油田成功钻探
水平段最长水平井

本报讯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青
海油田”)日前传出消息，随着柴达
木盆地风西 IH2-5 水平井钻机撤
离井场，各种完井资料完成移交，标
志着该井结束钻井工程，成功钻探，
刷新了青海油田水平井水平段最长
纪录。

风西地区属于青海油田勘探开发
新区块，油气甜点发育规律尚不明确。
由于此构造圈闭面积大、井点少、井距
远、目的层储层厚度较薄，在水平井钻
井过程中长水平段钻探难度较大。

据介绍，风西 IH2-5 井完钻井深
5500 米，水平段长突破了 2537 米，刷
新了青海油田水平井有史以来最长水
平段。 （孙睿 吉海坚 ）

玉门油田
建产增油双丰收

本报讯 “2020 年，环庆区块油气
勘探通过强化地质研究，精细钻井试
油管理，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完成计划
的 118％， 新增预测地质储量完成计
划的 134％。 今年，侏罗系项目部将在
继续拓展勘探领域，准备好优质的建
产区上持续攻关。 ”1 月 14 日，中国
石油玉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唐海忠说。

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油田把学
习中积蓄的强大能量转化为促生产经
营的强大动力。

开发系统调整优化产建方案，产
能建设效果稳步提升。 老君庙采油厂
运用勘探开发一体化、钻投一体化、一
趟钻完井、一套泥浆体系、一次性建设
地面流程的“五个一”模式，实现了石
油沟冲断带集中效益建产，石油沟区
块井均产量 1 吨/日， 是石油沟油田
原单井产量的 4 倍。通过“五个一”模
式，单井费用从 370 万元降至 210 万
元，降幅达 47％；百万吨产能建设投
资由 35 亿元降至 30 亿元，实现了效
益建产。石油沟冲断带的低成本开发
成为开发系统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
典范，为边际油田持续效益开发探明
了道路。

油田根据开发情况，不断优化调
整环庆区块开发方案，使其生产能力
快速达到 18 万吨。 环庆区块日产油
从接管时的 4．8 吨上升到目前的 433
吨。 通过开展注水专项治理活动，注
水井由年初的 56 口上升到目前的
108 口，日注水量由年初的 1300 立方
米上升到目前的 2500 立方米。 区块
累计注水达到 53．52 万立方米，地层
能量得到有效补充。其中长 8 油藏累
计完钻开发井 390 口，新建产能 20．8
万吨，日产油 311 吨。

注重措施结构调整，对标提升增
产措施效果。鸭儿峡油田作业区将近
年来低产低效井作为挖潜治理的重
点， 产能增加 68．37 吨/日， 增产原
油 4642 吨，措施投入产出比持续提
升， 为老区稳产 40 万吨发挥主力军
作用。 （周蕊）

长岭炼化多产
低硫重质船燃创效

本报讯 2020 年，中国石化长岭
炼化完成低硫重质船燃生产出厂
30000 多吨， 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生产
和创效计划。

低硫重质船燃是长岭炼化新开
发的重点创效产品，市场需求稳定。
为了多产稳产该产品， 生产装置加
快基础油生产， 储运系统做好船燃
产品调和、转运。其中每个阶段均需
4 天左右的时间，对生产统筹、组织
实施、节点控制、质量把关都提出了
较高要求。

长岭炼化各单位加强沟通协
作， 对每一组分油的收油顺序、温
度、流量和总量均精细安排，跟踪指
导。 班组员工加强与相关岗位生产
联系， 精心操作， 严密监控管线压
力、油温，确保每一条生产指令高效
精准执行。

为了较大程度使用低价值组分
油，挖掘创效空间，生产技术团队精细
测算、优化调整调和比例与方案。 考虑
罐内油品储存温度范围， 为防止油品
闪燃风险， 他们对各组分油提出相应
控制要求。 专业技术人员加大对相关
设施维护，确保数据准确、设施好用。

在公路转运过程中， 储运与油
气装车岗位员工密切配合， 严密监
控管线压力、温度、流量，尤其在两
台车装车衔接时，双方及时沟通，共
同把控， 防止设备故障所致管线及
机泵憋压。 在首批重质船燃转运阶
段，公路出厂岗位连续加班装车，干
部现场参与装车作业， 确保低硫重
质船燃顺利出厂创效。 （张勇）

关注

本报讯 截至 1 月 10 日， 自冬季
保供工作开展以来， 中国石油西南油
气田川中油气矿累计生产液化石油气
683.41 吨、稳定轻烃 281.19 吨，有力保
障了冬季油气供应。

随着寒潮逼近、气温持续转低，川
中油气矿积极围绕冬季“八防”和疫情
管控相关要求， 有序抓好轻烃生产工
作，确保油气安全平稳生产。

生产运行全面升级。 公司高度重
视低温天气下的生产运行工作 ，突
出主体责任，形成“厂级监管 、站上

执行、班组落实”的冬季安全生产管
理体系，全面梳理生产作业流程，编
制并下发 《轻烃厂冬季安全生产方
案》。 掌握气温变化动态，在收到寒
潮预警的第一时间， 及时调整生产
运行参数， 切实保障装置运行安全
平稳。

现场管理全面加强。 按照冬季 “八
防”要求，加密装置重点区域、关键设
备巡检频次，加大温度、压力等重要参
数的监控密度，强化员工值守，对履职
管理严格考核。 全面开展轻烃隐患排

查，确保雨雪天气下设备接地、电缆完
好，做到“有情况早汇报、有隐患早发
现、有问题早解决”，严格执行隐患整
改闭环管理，全力确保液化石油气、稳
定轻烃保质保量，持续供应。

防护保障全面到位。 强化消防
及安防设施、设备保养，及时清查应
急物资并完善取用台账。 建立冬季
车辆运行联系网， 实时接收车辆运
行状况， 同时向通勤车辆发报当前
路况和天气情况， 实现车辆运行全
程监督。 (罗婉月 王静 )

呼图壁储气库
采气能力稳步提升

本报讯 面对极寒天气， 中国石油新疆
油田呼图壁储气库按最大调峰能力调峰保
供，截至 1 月 10 日，已累计采气 76 天，2700
万立方米/日以上运行 36 天， 第八周期累计
采气 17.6 亿立方米，充分发挥了调峰保供能
力，有力保障了周边城市用气需求。

新疆油田周密制定调峰保供方案，充分
发挥储气库调峰保供能力，建立全方位的运
行保障措施，保持储气库安全高效运行。 去
年以来，新疆油田不断加快推进呼图壁储气
库完善工程一期投产，6 口新井于去年 12
月初全部投产，注采井达 41 口，最大采气量
由 2400 万立方米/日提高至 2800 万立方
米/日。

储气库加强调峰保供期间的现场监测
与动态分析， 特别是单井实时调峰能力评
价，实施“日跟踪、周对比、月分析”的精细管
理模式，科学控制气井生产压差，按旬度落
实应急调峰能力、优化产量配置，确保应急
增采期间气井充分发挥调峰能力。

在运行管理方面， 储气库强化生产动
态监测， 提升注采系统运行效率， 确保极
端情况平稳供气；强化采气井“一井一策”
管理，抓好地质、气质、水质精细分析，密
切关注采气井和地层压力变化， 确保发挥
最大采气能力。

在采气装置运行控制方面， 储气库加强
监控力量，密切关注关键节点参数；严格执行
运行参数及报警参数要求，压力、气量波动时
及时调整；与下游建立沟通、联动机制，提前
预判，确保采气装置平稳运行。 （宋鹏 薛梅）

西南油气田“三全面”助推冬季保供

大港油田开足马力“气暖”京津冀
本报讯 针对近期京津冀天然

气需求大幅增加，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天然气全业务链条发力，提升保障能
力。截至 1 月 10 日，所辖储气库群日
采气量连续 24 天保持 2400 万立方
米高位运行，滨海分输站日均转输天
然气连续 41 天保持 1500 万立方米
高位运行，主力产气单位持续保持日
产天然气超计划线运行。

入冬以来， 华北地区对天然气
的需求量骤增， 承担京津冀地区保
供任务的大港油田快速响应， 天然
气勘探开发、天然气处理、天然气集
输、 储气库采气等天然气全业务链
条开足马力，为千家万户过 “暖冬 ”

保驾护航。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包括大张坨、

板南等 10 座储气库，承担华北地区天
然气“错峰填谷”任务，是京津冀季节
调峰的主要气源。 截至 1 月 10 日，大
港油田储气库群 10 座储气库全部投
运，有 80 余口井转入采气生产，本采
暖季已累计采气 12.27 亿立方米，为确
保华北地区冬季平稳供气发挥了主力
调峰作用。

大港油田滨海分输站是油田唯一
的天然气接收、计量、外输中转站，是
天然气管道“全国一张网”在华北地区
的重要枢纽站， 承担着向京津冀转输
冬供用气的重要职责。 滨海分输站积

极履行京津冀地区代输协议， 进入
2020 年 12 月份 ， 日均输气量突破
1500 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本采暖季
开始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 输送天然
气 9 亿立方米。

作为京津冀地区重要油气生产基
地， 大港油田坚持油气并举、 稳油增
气，不遗余力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
将所有采油厂转型为采油采气厂。 通
过培育上产区块、 低产低效井治理和
零散天然气回收 “三轮” 驱动， 油田
2020 年天然气产量创近 20 年新高。本
轮供暖季以来， 大港油田持续之前的
天然气生产高扬态势， 日产量始终在
计划线上运行。 （张敬潇 吴雅娟 张静）

西西北北油油田田：：
增增油油加加气气 全全力力保保供供

进入“三九天”，阵阵寒
潮来袭 ， 用能需求大幅攀
升，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采油
三厂积极组织 “增油加气”
工作部署，全厂干部职工不
畏冰雪严寒，24 小时坚守大
漠戈壁 ， 加快新井投产步
伐 ， 加大集输管网巡检力
度， 强化设备运行管理，做
好隐患排查和冬防保温工
作，持续提升天然气产能建
设和老区挖潜能力，全力保
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在关
键时刻体现责任担当。 图为
采油三厂干部员工奋战严
寒， 不断加快施工进度，保
障油气安全平稳生产。

石立斌/摄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海油”）日前
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十
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
海一号”在山东烟台交付启航，它的成功
交付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田开发能力和
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
破，对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和支撑海洋强国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深海一号” 将在 3 艘大马力拖轮的
共同牵引下从黄海海域一路南下，于 2 月
份抵达海南岛东南陵水海域实施油气生
产设施的现场安装， 用于开发我国首个
1500 米深水自营大气田———陵水 17-2
气田。

据了解，“深海一号” 半潜平台按照
“30 年不回坞”的设计标准建造，疲劳寿
命达 150 年，可抵御百年一遇的超强台
风。 平台搭载近 200 套关键油气处理设
备， 同时具备凝析油储存和外输功能，
这也是世界首创立柱储油，就是说平台
不仅可以生产油，而且平台的“四条腿”
也可以用来储油，最大储油量近 2 万立
方米。

“‘深海一号’半潜平台尺寸巨大，最

大投影面积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总高度达 120 米，相当于 40 层楼高，最大
排水量达 11 万吨， 相当于 3 艘中型航
母。 ”据中国海油陵水 17-2 气田开发项
目总经理尤学刚介绍。

“深海一号” 项目在建造阶段实现了

3 项世界级创新， 运用 13 项国内首创技
术，攻克 10 多项行业难题，是中国海洋工
程建造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深海一号” 半潜平台建造质量标准
高、施工技术难度大，又在施工关键期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项目团队在质量管

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中国
海油项目团队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
科学组织、高效动员，及时采取封闭式管
理策略， 在作业高峰期安全组织超过
4000 人昼夜奋战， 使得项目工期缩短至
21 个月， 为国际同等规模项目建造最短
用时。

中国海油陵水 17-2 总包项目总工
程师钟文军告诉记者， 通过项目实施，
我国半潜平台船体总装快速搭载和精
度控制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多项深
水施工技术突破 1500 米难关， 全面掌
握了中心管汇等 10 余种水下关键装备
的自主制造技术，超大型深水装备工程
总包能力显著提升。 同时，该项目还引
进了人员定位系统，无死角开展安全网
格化管理，克服受限空间作业多、交叉
作业多等难题， 取得了 1700 万工时无
事故的骄人成绩。

据悉，“深海一号”将在陵水海域进行
为期 4 个多月的油气生产设施安装和调
试工作，预计今年 6 月具备投产条件。 陵
水 17-2 气田投产后将依托海上天然气
管网大动脉每年为粤港琼等地供应 30 亿
立方米深海天然气，可以满足大湾区四分
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