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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大庆油田发布消息
称， 该油田首次利用国产原料研发出
的三元复合驱采油技术高效界面位阻
表面活性剂已开始工业化生产， 计划
今年 6 月底投注， 预计较现有复合驱
油体系采收率多提高 3 个百分点以
上，吨油化学剂成本降低 20%以上。

三元复合驱是由碱、聚合物、表面
活性剂组成的化学剂， 其用于原油开
采可使采收率在水驱采油技术基础上
提高 20 个百分点以上，为大庆油田科
研团队自主研发， 不仅填补了国内空
白，且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经过三十年的持续创新，目前，大
庆油田三元复合驱采油技术已成为大
庆油田的战略性接替技术， 使得我国
成为世界上唯一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复
合驱技术的国家。

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复
合驱在大庆油田累计动用地质储量
2.57 亿吨，累计从石头缝里“洗”出原
油 3759 万吨， 产量连续五年超过 400
万吨， 已成为大庆油田百年油田建设

重要的开发技术之一。
不仅如此， 该技术亦为大庆油田

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科技 “砝码”，成
为名符其实的石油科技 “世界名片”。
目前，科威特、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
国家先后与大庆油田达成复合驱技术
服务和技术咨询合作意向。

据介绍，该油田最新研制出的高效
界面位阻表面活性剂攻克了界面张力
和溶解性相互矛盾的瓶颈，引领了国内
外表面活性剂研制技术快速发展。

在大庆油田含水率达到 98%的极
限开采条件下，复合驱技术可将原油采
收率再提高 16 个百分点以上， 使大庆
主力油田采收率突破 60%，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据悉，“十四五”期间，中国石油将
设立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和重大现场试
验加快这一技术的完善、应用，实现复
合驱技术的快速提档升级，现场效果得
到验证后， 预计 2024 年在大庆油田全
面推广应用，实现油田开发技术有序接
替，有力支撑百年油田建设。 （张云普）

大庆油田三元复合驱采油技术再获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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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同意由地方国资企业秦晋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此
信息释放明确政策信号：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其他资本和企业仍可投资建设干线长输油气管道工程。 这对
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油气管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国家发改委公告了《关于山
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 （一
期工程 ）核准的批复 》，同意由秦晋天
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秦晋天然
气”）建设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
道项目。

国家发改委称，山西省、陕西省要

进一步加强省级管网以及山西吉县—
陕西延长输气管道与国家干线管道互
联互通；进一步落实管网体制改革有关
精神， 该管道作为跨省干线管网项目，
后续积极研究推进以市场化方式融入
国家管网。

在加速推动“全国一张网”进程的背

景下，业内对于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跨
省管道应由谁来建” 的问题一直存在争
议。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要实现“全国一张
网”， 跨省管道必须需由国家管网统一建
设，其他主体不再具备建设资格。 而此次
国家发改委对该条跨省管道的批复，则对
这一疑问给出了明确答案。

据了解，此次批复的山西吉县—陕西
延长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输气能力
33 亿立方米/年，设计压力 8 兆帕，管径
711 毫米。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西省吉县
和陕西省宜川县。 管线长度为 34.2 千米，
其中，山西省境内 22.4 千米，陕西省境内
11.8 千米，含黄河跨越 1 处。 新建阀室 1
座，改造站场 1 座，新建站场 1 座。项目总
投资 3.54 亿元， 其中，30%为企业自有资
金；70%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国家发改委称，此条管道的建设是为
了促进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 增强山西、
陕西两省的天然气互济能力。

记者注意到， 上述跨省管道的项目
建设单位为秦晋天然气。 查阅相关信息
可发现， 秦晋天然气分别由山西国化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国化”）持股
51%、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陕西天然气”）持股 49%。 其中山西国化
又分别由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中石化天津天然气管道有
限责任公司分别持股 51%、49%， 最终实
际控制人为山西省国资委； 陕西天然气
大股东为陕西燃气集团， 最终实际控制
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这意味着，将负责建设该条跨省管道
的为地方国资企业，而非国家管网公司。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该跨省管道
由秦晋天然气负责建设完成后，后续再积
极研究推进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

□主编：别凡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iefan8582@163.com

□ 2021 年 7 月 12 日

14 油气·观察

跨省管道建设主体不会“一家独大”
国家发改委公告《关于山西吉县—陕西延长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核准的批复》释放重要信号：

■本报记者 李玲

上期所主要能源期货品种月度结算参考价
（2021 年 6 月）

品种

原油当月 Spot Month(2107)(20210601 至 20210630)

原油三月 Three Month(2109)(20210601 至 20210630)

低硫燃料油当月 Spot Month(2107)(20210601 至 20210630)

低硫燃料油三月 Three Month(2109)(20210601 至 20210630)

燃料油当月 Spot Month(2107)(20210601 至 20210630)

燃料油三月 Three Month(2109)(20210601 至 20210630)

月度结算
参考价

449.3

449.8

3313

3403

2564

2639

月度结算
参考价涨跌

27.8

27.5

210

209

206

197

注：
1、报价单位：原油为元(人民币)/桶（交易报价为不含税价格）；低硫燃料油为元（人民币）/

吨（交易报价为不含税价格）；燃料油为元/吨
2、计算公式：月度结算参考价 = ∑每日结算价/交易天数，结算参考价涨跌= 合约本月月

度结算参考价-合约上月月度结算参考价
3、时间区间：上月交割月合约最后交易日后的第一交易日起，至当月交割月合约最后交易

日结束

数据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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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 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本报讯 中国石化 7 月 5 日宣布：将

开启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建
设———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涵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 3 个环节。 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 CCUS 全产业链
示范基地， 为国家推进 CCUS 规模化发
展提供应用案例。

据悉， 该百万吨级 CCUS 项目由齐
鲁石化二氧化碳捕集和胜利油田二氧化
碳驱油与封存两部分组成。 齐鲁石化捕
集提供二氧化碳运送至胜利油田进行驱
油封存，实现了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封
存一体化应用，把二氧化碳封在地下，把
油驱出来。

在碳捕集环节，齐鲁石化二氧化碳回收
提纯后纯度达到 99%以上；在碳利用与封存
环节，胜利油田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易与原
油混相的原理， 计划在正理庄油田建设 10
座无人值守注气站， 向附近 73口井注入二
氧化碳，同时油气集输系统全部采用密闭管
输，进一步提高二氧化碳封存率，预计未来
15年， 可累计注入二氧化碳 1068万吨，可
实现增油 296.5万吨。

目前，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预计今年底达到投产条件。 按齐鲁石化-
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 计算，可每年减
排二氧化碳 100 万吨， 相当于植树近 900
万棵、近 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CCUS 是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的简
称。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重要技术手段，CCUS 通过
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
集提纯，继而投入新的生产过程进行再
利用和封存。

研究表明， 我国未来有 10 亿多吨碳
排放量要依靠 CCUS 来实现中和， 可有
力推进化石能源洁净化、 洁净能源规模
化、生产过程低碳化。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到 2050 年，CCUS 将贡献约 14%的二氧
化碳减排量，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我国有较大石油地质储量适合二氧
化碳驱油， 加快 CCUS 产业发展将会对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支撑；可推动化石
能源行业低碳转型。CCUS 作为碳中和必
不可少的技术路径， 减排潜力十分巨大，
工业利用前景广阔。

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表示，CCUS
是有效促进碳减排的重要措施， 发展

CCUS 是大势所趋。 启动齐鲁石化-胜利
油田百万吨项目就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石
化上下游一体化优势，统筹二氧化碳减排
与利用，将炼化企业捕集的二氧化碳注入
油田地层， 把难动用的原油开采上来，实
现“变废为宝”。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提
升公司碳减排能力，而且能够为我国大规
模开展 CCUS 项目建设提供更丰富的工
程经验和技术数据，促进二氧化碳在更广
领域、更深层次的工业利用。

据悉， 中国石化将研究建立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研发中心 ， 重点部署
CCUS+新能源、CCUS+氢能、CCUS+生
物质能等前沿和储备性技术攻关，加大二
氧化碳制备高价值化学品、二氧化碳矿化
利用等技术应用力度，突破碳捕集、输送、
利用、封存等各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
难题，建成“技术开发—工程示范—产业
化”的二氧化碳利用技术创新体系。

此外，“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将依
托南化公司等炼化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
力争在所属华东油气田、 江苏油田等再建
设百万吨级 CCUS 示范基地，实现 CCUS
产业化发展。 （谭伟 秦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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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新疆沙
雅， 西北油田采油三
厂 采 油 管 理 二 区
TP215 井在进行挂抽
作业， 一线石油工人
顶着炎炎烈日， 安装
井口盘根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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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疆疆沙沙雅雅：：石石油油工工人人
顶顶烈烈日日奋奋战战一一线线

地方国资获批建设跨省管道

管网建设仍有巨大发力空间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包括国内管线和国外管线在内的油气长输
管线，总里程达到 16.5 万公里，其中原油管
线 3.1万公里，成品油管线 3.2万公里，天然
气管道 10.2万公里，已基本形成网络。

但在多位受访人士看来， 我国油气管
网建设远远不足。

“得益于国家管网公司的成立，‘三桶
油’之间的油气管道互联互通程度较好，发
挥了规模效应。 但国家管网公司和各个地
方省管网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管
道互联互通程度不高， 建议下一步考虑专
项推进此类管网的互联互通。 ”姜勇指出。

“目前， 管道互联互通已基本实现，但
管网密度还不够， 有些该通气的地方还没
通气，一些地方也未能实现多气源供气，网
格状的供气结构也未形成。 ”陈守海表示。

根据 《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 到 2025
年， 全国油气管网总里程要达到 24万公里。
“截至 2020年底，加上建设运营的外国管道，
我国油气管道总里程为 16.5万公里，也就是
说从现在开始 4年半内要建设 7.5万公里的
油气管道， 平均每年要建设不低于 1.5万公
里， 而 2020年全年建成油气管道总里程只
有 5081千米，所以，必须要更进一步发力油
气管道建设。 ”姜勇说。

打消其他主体建设长输管网疑虑
事实上， 自 2019 年国家管网成立并

将“三桶油”主要干线管网资产整合之后，
业内人士关于今后跨省管道应由谁来建
设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从现行法律来看， 并没有指定跨省
管道必须由国家管网建设。 一些观点认
为，只要其他主体愿意，都可以投资建设
跨省管道。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既然要建
设‘全国一张网’，从统一运营角度讲，基
本上需要由国家管网公司负责整个跨省
管网的建设，不再允许‘三桶油’或其他企

业来建设跨省管网。 ”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油气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陈守海
告诉记者。

“从这条管道的批复可以看出， 国家
管网公司成立后，地方企业仍然可以建设
干线管道，至少是有一个先例了。 ”陈守海
说，“先由各主体投资建设管道，再研究以
何种方式融入国家管网，这应该是快速推
动我国管道建设的一个‘好法子’。 ”

“之前在没有明确政策信号的背景
下，一些社会资本对于投资建设长输管道

产生犹豫，处于观望状态。 ”天然气行业专
家姜勇说：“这次是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
号，国家管网公司之外，鼓励其他资本和
企业投资建设干线长输油气管道工程。这
对我国天然气体制改革是一个有益促进，
使得其他资本没有后顾之忧。只有大家一
起踊跃投资，我国的油气管道里程才能创
新高，管容和管存也能进一步提高。 天然
气输送能力增强，会缓解局部地区供气紧
张情况， 这对于促进天然气产业发展、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