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下 ，国内
油气企业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积极开
展碳减排关键技术研发和创新。除了
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开发清洁可再生
能源外 ，油企变换角色当 “捕手 ”，积
极布局 CCUS （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
与封存）业务。

目前， 中石化已开启我国首个百

万吨级 CCUS 项目建设———齐鲁石
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 中海油携
手中国华能集团， 就 CCUS 前沿技术
等领域务实合作； 中石油主导的新疆
CCUS 中心成为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
织 （OGCI） 在全球部署的首批 5 个
CCUS 产业促进中心之一。

“因具有减少整体减排成本、增加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灵活性的潜力 ，
CCUS 不仅是当前碳减排的主要途径
之一 ，也是 2060 年实现碳达峰 、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兜底技术。 ” 中国石油
大学 （北京） 教授彭勃说，“但目前该
技术还存在技术单元多、路线长、成本
高等局限， 亟待更多政策支持和技术
研发与优化。 ”

油企每项生产经营活动都会产生
二氧化碳，因此，要实现减碳目标，必
须将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抵消， 实现绿
色生产。

为应对能源转型对石油行业的冲击,
适应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国际石油公司
都在探索现有业务的低碳转型， 重视并
发展碳捕集与封存等相关技术， 尤其注
重创造规模经济和降低成本。 目前全球
有 26 个 CCS/CCUS 项目在运营， 二氧
化碳捕集及埋存能力达 4300 万吨/年，
有近 20 个项目在建。

国内油企在寻找新的发力点， 为实
现减碳目标做贡献的同时， 还面临着增

储上产、保障能源安全的双重压力。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供的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
分别达 73.5%和 42.0%，新增探明油气地
质储量降至近 10 年来最低点，增储上产
保障能源安全仍是首要任务。

降碳与上产是否相悖？ “碳中和给油
企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但也为传统能
源公司带来了新的增长机遇。 ”彭勃说。

彭勃指出，CCUS 技术中的二氧化碳
驱油技术，将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加速器”，也将实现采油过程中对二
氧化碳利用与封存的一体化处理。

根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等项目评

估， 中国约有 130 亿吨原油地质储量适
合二氧化碳驱油，可提高采收率 15%，增
加石油可采储量 19.2 亿吨， 同时可封存
约 47-55 亿吨二氧化碳。 CCUS 不仅有
利于提升油气产业的经济效益， 更有助
于缓解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所带来
的能源安全挑战。

“目前国内新发现油藏田多为低渗
透油藏，这种油藏很难开发，油田沉睡在
细密的岩石里，‘注不进水、 采不出油’。
二氧化碳的特殊性质恰好非常适合低渗
透油藏开发， 是将难动用储量变为优质
储量的‘钥匙’，可提高油田采收率 10％
至 20％。 ”彭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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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企“捕碳换油”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在碳碳减减排排目目标标推推动动下下，，油油企企扎扎堆堆布布局局 CCCCUUSS业业务务，，但但规规模模有有限限、、成成本本过过高高、、标标准准缺缺失失等等问问题题一一箩箩筐筐——————

■本报记者 渠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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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可燃冰钻探测井技术实现自主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中海油研究总院

（下称“研究总院”），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技术和工艺”项
目支持的“国产自主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和
测井技术装备海试任务”在我国南海海域
顺利完成海试作业，此举标志着我国海洋
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和测井技术取得重大
进展。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是最
具商业开发前景的战略资源之一，在我国
主要赋存于南海 800 米以深的海底，其具
有地层非成岩、非均质性强、易遇滑塌和
浅层气风险等特殊难题。 长期以来，由于
国内缺乏针对水合物的钻探和测井技术
装备，只能高价聘请和租用国外专业人员
和设备开展作业。

研究总院董事长米立军表示，本次海
试作业以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获得了高

质量的测井数据，验证了国产自主深水技
术装备的可靠性，一举打破了我国依靠自
主力量进行海洋水合物钻进作业深度和
作业水深两项纪录，为含水合物浅软地层
钻探和测井作业提供了范本，为天然气水
合物技术装备国产化自主化道路汲取了
宝贵经验。

今年 6 月， 研究总院以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海洋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技术和
工艺”为项目支撑，依托国产自主“海洋
石油 708 深水工程勘察船” 和国产深水
钻井系统、新一代随钻测井工具，在南海
1758 米水深预定海域， 开展了为期两周
的两口水合物评价井的海底井场调查、
钻探作业和随钻测井作业， 取全取准了
包括自然伽马、电阻率、声波、井径、井
温、地形地貌等第一手资料，顺利完成目
标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守为说，本次海
试成功使中国海油在深水-超深水天然
气水合物钻探取样领域， 具备了船舶-
钻探-测井-取芯-在线分析检测全套
国产化技术水平和全过程作业能力，标
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掌握
该项技术的国家，我国海洋天然气水合
物钻探和测井技术迈入了国产自主新
时代。

据了解， 中国海油自 1995 年起持续
攻关水合物基础理论和工程难题，开展了
多轮地质综合研究和勘探工作，逐渐建立
了基于国产自主“海洋石油 708 深水工程
勘察船”的国产钻井和测井系统，并在摸
索和实践中自主研发了水合物绳索取芯
工艺技术、 深水浅表层 CPT 取芯工具等
配套技术， 于 2019 年在琼东南海域收获
了天然气水合物岩心样品。 （刘雅文）

降碳与上产一举两得

“兜底”技术仍待升级
即使在捕集、运输、利用和埋存等环

节均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可以借鉴 ，但
CCUS 仍是一项新兴产业，就整个产业链
而言，目前还处在研发和示范阶段。 高成
本和机制缺失是 CCUS 发展的重要制约
因素，也直接限制了二氧化碳驱油技术的
应用规模。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将额外增加 140-600 元/吨的二氧
化碳减排运行成本。 " 目前条件下，不
同行业之间的成本分摊规则并不明朗。
CCUS 整个产业链条中， 各产业环节间
的减排责任、 权利与义务需进一步梳理
与明确，CCUS 的成本的分担、减排效益
的分享机制需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 "
彭勃说。

目前，美国出台的 45Q 条款最终法规
（碳捕获与封存税收优惠政策）是针对碳捕
获与封存的一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该

政策从捕集端给予补贴， 即按照捕获与封
存的碳氧化物数量计算一个抵免额， 允许
纳税人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中进行抵
免。 但我国还没有类似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 ”彭勃说。

另一方面， 虽然二氧化碳驱油是目前
比较好的 CCUS 用途，但驱油所用二氧化
碳仍会有 2/3 回到地表， 重新释放到空气
中，CCUS 技术仍需升级。

业内人士建议， 国内油企可优先为
捕集的二氧化碳提供市场并完善其运
输、使用与封存的基础设施，包括油田提
高采收率和地质封存所必须的二氧化碳
输送管道等基础设施， 以推动 CCUS 大
规模示范和优化。此外，应在盆地边缘靠
近二氧化碳“源”和“汇”的重点区域开发
全链条 CCUS 集群， 对先行实施部署、
具有战略性能源安全和气候效益的项目
给予奖励。

CCUS 是油气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突破口， 油企从炼厂或自备电厂获得二
氧化碳，并运用到上游油田开发，在其系统
内就可“自行消化”。

近十年来， 相关部门不断加大 CCUS
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 先后设立了两期国
家 973 项目、863 项目和三期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项目， 其中二氧化碳驱油技术已多
有应用。

例如， 胜利油田在 5 个区块开展技术
应用，累计注入二氧化碳 36 万吨，封存 33
万吨，封存率达 92%。 目前，胜利油田适合
二氧化碳驱油的低渗透油层储量达 9.12 亿
吨， 仅按 10%的提采率来算， 可实现增采
9000万吨，封存二氧化碳 1.5亿吨。

吉林油田则计划“十四五”末驱油产量
达到 50 万吨以上。 目前，吉林油田已相继

建成原始油藏、中高含水油藏、高含水小井
距、水敏油藏、工业化应用 5 个二氧化碳驱
油与埋存示范区， 已累计埋存二氧化碳
142 万吨，增产原油 13.1 万吨。

但相对于水驱油和聚合物驱油技术，
目前使用二氧化碳驱油的企业并不多，规
模十分有限。

彭勃指出，在减碳目标下，低碳转型
成为企业必须践行的行动， 在此背景下，
在“贵还是生存”之间如何选择，对于油企
来说并不困难。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
长林伯强预计，未来 CCUS 技术会出现
巨大进步，深度脱碳将在 2045-2050 年
左右开始 ， 基于前期的技术积累和创
新， 届时 CCUS 的单位减排成本可以大
幅度下降。

项目不少但规模有限

数据速览

本报讯 日前， 国家统计局发布 6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 数据显示， 6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生产同比下降，天
然气生产增速加快，原油、电力生产增速
略有回落。 以 2019 年 6 月份为基期，原
煤生产两年平均增速下降， 天然气生产
增长较快，原油、电力生产增长平稳。

其中，原油生产略有放缓，加工量
稳定增长。 6 月份， 生产原油 1667 万
吨，同比增长 2.8%，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3.5%，两年平均增长 1.7%，日均产
量 55.6 万吨； 加工原油 6082 万吨，同
比增长 5.1% ，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4.5%，两年平均增长 7.0%，日均加工
202.7 万吨。

1—6 月份，生产原油 9932 万吨，同
比增长 2.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4.1%，
两年平均增长 2.0%；加工原油 35335 万
吨，同比增长 10.7%，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 11.4%，两年平均增长 5.5%。
原油进口降幅有所扩大， 国际原油

价格继续上涨。 6 月份， 进口原油 4014
万吨，同比下降 24.5%；1—6 月份，进口
原油 26066 万吨， 同比下降 3.0%。 6 月
30 日， 布伦特原油现货离岸价格为
76.94 美元/桶， 比 6 月 1 日的 70.03 美
元/桶上涨 9.9%。

天然气生产增速加快。 6 月份，生产
天然气 172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3.1%，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5.9%，两年平均增
长 12.2%，日均产量 5.7 亿立方米。

1—6 月份， 生产天然气 1045 亿立
方米，同比增长 10.9%，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22.2%，两年平均增长 10.6%。

天然气进口快速增长。 6 月份，进口
天然气 1021 万吨，同比增长 22.6%。 1—
6 月份，进口天然气 5982 万吨，同比增
长 23.8%。 （郭统）

国家统计局：

上半年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10.9%

河河南南油油田田实实战战演演练练提提升升事事故故处处置置能能力力

日前， 河南油
田采油一厂在江河
联合站举行应急演
练， 模拟含硫化氢
天然气突然发生泄
漏事故。演练中，应
急监测、泄漏处置、
工程抢险、 消保中
心、 治安警戒等抢
险人员迅速集结 ，
按照事故处置方案
快 速 投 入 到 抢 险
中。 通过模拟实战
演练，提高了全员应
急抢险处置能力。

图为抢险人员
现场检测空气中硫
化氢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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