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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储气库
采气超百亿方

本报讯 截至 2021 年 1 月
28 日 ， 中国最大天然气储气
库———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呼图壁
储气库历经 8 个采气周期， 累计
采气量突破 100 亿立方米。

呼图壁储气库于 2013 年 6
月 9 日注气系统一次成功投产，
是中国“西气东输”管网首座储气
库， 具备季节调峰和应急储备等
多重功能。自注气成功以来，先后
历经 8 个周期注采任务， 累计注
气与采气均破百亿立方米， 为中
国冬季调峰供气、 应急调度提供
了资源保障。

“纵观去年和今年，面对疫情
冲击， 全力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
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呼
图壁储气库总地质师廖伟说。

面对 2021 年开年的极寒天
气， 新疆油田呼图壁储气库日均
采气量稳定在 2303 万立方米。其
中，2750 万立方米以上应急采气
30 天，且有 19 天达 2800 万立方
米高位运行。 （薛梅 蔺媛）

中石化与利安德巴
赛尔成立合资公司

本报讯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日前宣布， 与利安德巴赛尔
工业公司签署合资协议成立合资
公司， 将在宁波镇海建设一套全
新的环氧丙烷 (PO) 和苯乙烯
(SM)生产装置。

该合资公司名为宁波镇海炼
化利安德巴赛尔新材料有限公
司，将按 50:50 股比设立。 新建装
置将采用利安德巴赛尔工业公司
环氧丙烷和苯乙烯技术， 可年产
27.5 万吨环氧丙烷和 60 万吨苯
乙烯， 预计 2021 年底建成投产。
环氧丙烷和苯乙烯是重要的基础
化工原料， 可广泛应用于建筑材
料、包装和家具等领域。

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喻宝才
表示，中国石化将在“十四五”期
间继续推进绿色产业升级和创新
转型发展。新合资公司的成立，符
合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
也是中国石化深化扩展国际化经
营的重要一步。 该项目产品将更
好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利安德巴赛尔执行副总裁托
克尔·仁曼表示，在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的大背景下， 中国市场对环
氧丙烷和苯乙烯的需求也将随之
增加。 利安德巴赛尔很高兴能借
此合资合作机会， 扩大与中国石
化的合作、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中国石化卓越的运营能力与利安
德巴赛尔的技术实力相结合将是
双赢的保证。

利安德巴赛尔总部位于荷
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化工和
炼油公司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聚合物改性料生产商和聚
烯烃技术许可商。 （吴莉）

西气东输主力气田
日产气量创新高

本报讯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日前传出消息， 面对下游用气需
求激增的“大考”，塔里木油田克
深气田 12 个区块“抱团”增气，向
西气东输源源不断注入 “暖流”，
日产天然气超 3300 万立方米，创
投产以来的历史新高。

克深气田是国内罕见的超
深、超高压、超高温裂缝性致密砂
岩气藏， 勘探开发面临世界级难
题。 塔里木油田直面勘探开发挑
战， 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克深气田
开发，陆续投产克深 8、克深 1、克
深 6、克深 24 等 12 个区块，成功
开发我国最深气藏克深 9 气藏，
我国压力最高的克深 13 气藏，克
深气田一跃成为塔里木油田天然
气上产的“主力军”。

塔里木油田持续攻关库车山
前复杂山地构造精细描述技术，
全力破解裂缝性致密砂岩气藏产
出规律的“谜题”，超深气井储层
改造技术将单井平均无阻流量提
高至 203 万立方米，增幅超 20%，
地层“潜能”得到充分释放。

塔里木油田通过推行 “一井
一策、一层一法”，分区块、分层
位、分井段制定提速模板，合理选
用提速工具，加强盐顶、盐底等卡
层技术攻关，相继攻克埋藏深、压
力高、开发难、裂缝多、卡层险、窗
口密度低六大难关。

（王成凯 邵剑波）

关注

打开电脑查收邮件开启一天的工作，
这是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研究总院”） 钻采研究院钻井首席工程师
谢仁军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电子邮件沟通
因高效、留痕被广泛应用于工程项目中，也
可起到项目质量管理作用。

日前，备受关注的“深海一号”能源站
在山东烟台成功交付起航， 并首次在我国
首个 1500 米深水自营千亿方陵水 17-2 气
田开启 11 条气动脉。 “深海一号”能源站怎
样才能实现能源供给？ 它与地下气藏连接
的气动脉又是如何打通的？ 面对记者的诸
多问题， 谢仁军指着电脑屏幕上他的电子
邮箱笑着说：“围绕这次项目收发的邮件大
约有 3042 封，比以往项目都要多。 在整个
项目推进过程中， 它只是庞大系统工程工
作中的冰山一角， 却见证了三年半间我国
从浅水到深水、 从深水油气自主勘探到自
主开发的两个跨越。 ”

深水自主勘探开发拉开序幕，
从一片空白到明确方向

“在深水方面我之前参与较少， 感谢
领导的信任，我会竭尽全力，保证完成任
务……”

2014 年 10 月 28 日，被委任陵水 17-2
首个深水自营气田开发钻采设计项目经理
的谢仁军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仍向
研究总院领导层发邮件做出承诺， 迅速进
入角色。

谢仁军告诉记者，在接到项目之前，他
所接触的均为 300 米以内的浅水项目，深
水项目完全不知从哪里下手， 只知道技术
难度大、挑战多，但却并不是很清楚到底难

在哪， 具体设计中的关键风险点和解决路
径在哪。 “当时，国内深水气田自主开发尚
属空白，技术门槛高、投资大，同时遇到国
际油价断崖式下跌， 需要在克服技术难题
的同时，迎接低成本挑战。2014 年 10 月，项
目组在重重压力下组建起来。 ”

“陵水 17-2 深水项目已正式启动，需
要我们完成的紧急任务包括……”

这是同年 11 月 17 日， 通知项目组全
体成员举行项目开工策划会议邮件的推
送，意味着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一切从零开始， 项目组成员集体学
习，收集资料、搜索文献、查询标准，经过
一个多月的头脑风暴，彻底告别“一片空
白”阶段，将项目存在的挑战难题、技术
瓶颈、攻克方向、任务目标等内容梳理完
毕，制定出系统策划方案，明确了项目推
进方向。

谢仁军介绍，陵水 17-2 气田横跨多个
井区，东西跨度 50 公里，水深高差 300 多
米，钻完井有诸多难题待解：21 万个标准足
球场大的区域内，首先需完成 11 口井的逐
井分析、总体布局；压力窗口窄，易钻遇浅
层地质灾害，井控风险高；储层强度低，极
易出砂；深水开发经济门槛高，可参考井的
成本极高。

打破常规，技术可行、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降本增效

“陵水项目油藏最新的方案有较大调
整，整体项目组要求我们这一路做以下几方
面工作……”“关于陵水 17-2气田开发防砂
专题讨论会的通知……” 这两封邮件发自
2015年 9月 9日和 2016年 4月 7日。

在技术攻关阶段， 这类交流探讨邮件
往来密集， 清晰记录了攻克每个难题的交
流探讨、成果小结、完善调整等过程。 谢仁
军说，通过多方协调共同奋战，项目组打破
常规，攻下一个个难题。

如何把 11 口井连起来？ 研究总院项目
组研发了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函数的水下
井口布置综合评估技术， 确立了 “独立井
口+集中式井口”相结合的水下生产系统总
体布局，并设计出深水智能完井技术方案。
“11 口井如同海底闪烁的星星，我们是描绘
海底‘星空图’的人。 ”钻井专业负责人吴怡
自豪地对记者说。

深水油气藏蛰伏于上千米的海水和
数百万年沉积形成的岩层之下，安全钻井
窗口狭窄如 “钢丝”， 钻井液密度低则坍
塌、高则漏失，怎样保证钻头不偏不倚地
安全穿过？ 项目组建立了适用于深水地质
力学环境的安全密度窗口计算方法，设计
出合理的井身结构与钻井液密度，保障了
所有开发井钻井过程中安全无事故。 针对
本气田储层弱胶结易出砂特点，项目组优
化形成一套适合于深水气田长效防砂策
略和工艺技术，从设计上避免了高速气体
中如果夹杂砂粒可能会刺坏管线而停产
的风险。

针对井筒会产生环空圈闭压力的安
全风险， 项目组创新了环空压力解决措
施，实现了环空压力“收放”可控；建立的
多因素深水套管柱设计方法，可保障深水
油气井筒“骨架”的健壮和长寿；研发的气
侵监测预警系统，为深水钻井井控安全加
码。 这些技术创新推动了相关企业标准的
修订升级。

与作业现场“零距离”，主要技术设计
方案和最终方案吻合度达 95%以上

“陵水 17-2 项目即将开展海上井场调
查， 水下采油树坐标相对可研阶段部分井
略有变化，请再次确认！！！ ”2017 年 3 月 24
日， 谢仁军通过邮件在出海井场调查前与
施工方确认沟通。

2019 年 3 月 17 日，开钻准备前谢仁军
收到来自分公司题为“关于陵水 17-2 气田
区域井场调查及地质灾害风险提示” 的邮
件，项目组随即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给
出调整方案。

“从设计交付到项目实际作业过程，研
究总院一直派专人跟踪， 掌握现场作业进
度，并随时与施工方沟通互动，保证设计与
作业现场‘零距离’。 除了施工船只以外，项
目技术方案和最终施工方案吻合度达 95%
以上。 ”谢仁军介绍，通常吻合度达到 85%
已算理想状态：变更少对工期的影响小，可
保障作业进度； 部分材料需按设计方案提
前购买，吻合度越高，成本越可控。

据悉，陵水 17-2 气田勘探开发是践行
环保理念，加大清洁能源开发的重要举措。
投产后，将依托海上天然气管网大动脉，解
决粤港琼等地的天然气供应问题。

“‘深海一号’能源站犹如一棵生长在深
水海面上的参天大树，深水钻完井就是要建
成在深水海底以下数千米深的生产井筒，就
如同这棵大树的主根， 我有幸参与其中。
3042 封邮件见证了研究总院为陵水 17-2
气田高效开发从源头上奠定基础的全过程，
也记录了研究总院具备 1500米水深油气田
开发自主设计能力的成长。 ”谢仁军说。

3042封邮件见证“深海一号”实现能源供给
打通陵水 17-2千亿方气田的 11条大动脉，从源头为气田高效开发奠定基础

■■本报记者 武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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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氢能产业发展又现新路径。 近日，四川
省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政府与上海汉兴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汉兴能源”）就
“页岩气高效制氢技术开发应用项目”签署
协议， 双方将围绕威远县丰富的页岩气资
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并进一步延伸下
游产业链。

自 2019 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
来，氢能产业在我国迎来投资热，作为我国
页岩气主产地，四川省威远县与汉兴能源首
次开展页岩气制氢合作，可谓是一次新的尝
试，这背后的意义何在？ 可行性又有多大？

页岩气分布式利用的新尝试

据了解， 此次四川省威远县与汉兴能源
合作的项目是内江新能源领域清洁能源产业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项目位于威远经开区严
陵工业园区， 由上海汉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投资总额约 2亿元，新建包括
制氢装置、专业氢能运输装置、氢气充装站、
“油气氢”综合能源站等设施。 按照规划，一期
项目是以页岩气为原料生产氢气，为威远、内
江的加氢站提供氢源。 二期项目将进行下游
产业链的延伸，生产精细化工产品。

“当前，氢能正迎来快速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 内江正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氢
走廊的中心地带。 公司十分看好内江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 将围绕威远县丰富的页
岩气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并进一步
延伸下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 ”汉兴能
源董事长纪志愿表示。

另一方面， 四川省内江市制氢资源丰
富，其中页岩气资源尤为丰富，目前已探明
储量 6200 亿立方米， 可开采页岩气 4000
亿立方米左右。

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
长庞广廉看来， 此举是分布式利用页岩气
的一个尝试，希望能摸索出一条路子。 “与
常规天然气相比， 我国页岩气主要分布在
设施不太完备的丘陵地带， 相对来说基础
设施建设较差，且产气量的大小不稳定，有
时衰减过快， 因此建设输气管道时也不确
定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
利用分布式能源的这种方式， 在当地就地
加工，用于生产现在比较火热的氢能源，也
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

高成本或是主要问题

天然气制氢工艺的原理是先对天然气
进行预处理， 然后在转化炉中将甲烷和水
蒸汽转化为一氧化碳和氢气等， 余热回收
后， 在变换塔中将一氧化碳变换成二氧化
碳和氢气的过程。

尽管可与页岩气的开采特点协同，但

经济性或是页岩气制氢的主要短板。
众所周知，我国页岩气地质条件复杂，开

采难度大，与欧美国家相比，开采成本较高。
据了解， 由于深层页岩气温度高达

140 摄氏度、地应力差大于 20MPa，我国现
有技术和装备难以适应温压条件， 部分核
心关键工具依赖进口；此外，页岩气完全成
本高达 1000 元/千方， 比常规天然气高
20%—30%，气井初期产量一般为 8—10 万
方/天，递减速率快，需要不断打井以维持
稳产，工作量和投资均较大。

“现在的一个难题是制氢成本实在是
太高了，如果用可再生能源制氢，从制取、
运输到终端加注，1 公斤的成本在 40—60
元。 ”庞广廉指出，“更何况用页岩气这种方
式来制氢，因为要系统地考虑，比如技术问
题或地形问题， 我国页岩气主要分布在地
下 4000 米深的地方， 要有多段压裂方式，
成本特别高，并且有些井的产量比较小，造
成整个成本比较高。 在这么高的成本下再
考虑制氢的问题， 有没有经济性是个必须
考虑的问题。 如果有这种动力，进行页岩气
分布式利用的尝试，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
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成本难题。 ”

技术基础需“补课”

作为一种较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

氢能成为许多公司热捧的方向。
对于氢气的制备， 目前主要的技术方

式有传统化石原料制氢、化工原料制氢、工
业尾气制氢、 电解水制氢以及新型制氢技
术。 其中化石原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化
工原料包括甲醇、氨等；电解水制氢是指利
用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氢。 此次四川
省探路的页岩气制氢， 是化石原料制氢的
一种方式。

有分析机构指出， 在现阶段选择成
本较低、 氢气产物纯度较高的工业副产
氢的路线， 已经可以满足下游燃料电池
车运营的氢气需求； 在未来氢能产业链
发展得比较完善的情况下， 利用可再生
能源电解水制氢将成为最优方案， 但目
前距离市场化还有一定距离， 页岩气制
氢也面临同样问题。

不过在多位专家看来，除了制氢外，储
氢、运氢也占据氢能产业链较高的成本，氢
能产业链要协同发展， 仍需多项技术基础
要“补课”。

“从氢能整体技术层面来讲 ， 国内
的研究工作做得还比较少 ， 不管是谁
来做氢能 ， 要真想把氢能发展成一个
可持续 、安全 、可靠的大产业 ，技术基
础逃不掉 ，需要 ‘补课 ’。 ”北京低碳清
洁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中心助理主任何
广利说。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
是冲刺。中国石化西北油田
采油二厂锚定重上 300 万
吨油气产量任务目标，扎实
做好今年起步上产工作。通
过充分论证有侧钻潜力、大
修计划的油井， 加大对酸
压、转抽、大修等常规措施
作业力度， 增加调流道、堵
水工作量，加大注水、注气
工作， 同时加强老井管控，
稳定老井产量，确保实现一
季度末日产原油重上 8000
吨目标。 朱春江/摄

西西北北油油田田多多举举措措
提提高高上上产产能能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