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 日， 位于新
疆拜城县山区的塔里木
油田克深 10 井区，石油
工人正在挖山开路 ，加
快井位上钻步伐。 中国
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油
气田产能建设事业部持
续优化钻前设计方案 ，
细化施工计划， 保障多
个项目同时开工， 预计
可节约工期 15 天。 截至
目前， 油气田产能建设
事业部已开展钻前施工
项目 55 项。 谭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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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电作为天然气利用的重要途径之
一， 在今年上半年天然气消费增速中扮
演重要角色。 低碳转型背景下气电能否
持续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
气电装机容量达 9802 万千瓦，“十三
五”期间年均增长 9.69%，在我国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愈发重要的
作用。

受访人士均表示，“十四五” 气电发
展将比“十三五”更具前景，但应持“谨慎
乐观”态度。 一方面，气电发展面临巨大
机遇。另一方面，气电发展的制约因素和
现实困难不少，发展仍受限。

目前， 我国电网系统调节能力不
足， “十三五”煤电灵活性改造留下大
量缺口，储能处于突破边界，新能源消
纳技术亟需提升。 “燃气轮机具有启停

速度快、升降负荷能力强、建设周期短
和选址灵活等特点，不仅可以对天然气
供应网进行季节性调峰， 还可与储能、
抽水蓄能等共同为电网提供调峰、调
频、调相、系统备用和黑启动等辅助服
务，颇具优势。 ”某不愿具名燃气行业人
士说。

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倒逼
我国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 气电作为清洁冷热源将占有一席之
地。 “随着各省份两部制电价逐渐成熟，
燃气发电亏损力度减小， 加之部分省市
燃气机组规划目标不断扩大， 都将为气
电发展带来机遇。 ”该人士说。

但另一方面，气电发展仍有不少“实
际问题”待解。

由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原因， 天然
气对外依存度较高。 加之燃机设备及备

件进口价格昂贵， 气电成本高、 经济性
差、成长性不足等问题凸显，目前气电项
目多依靠财政补贴、 两部制电价或转让
发电合约生存，竞争力不足。

“‘有气用、用得起’的问题至今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当前，电网和气网缺乏协
调机制，致使气电机组利用小时下降。 ”
刘广彬说。

“从国内能源储备格局来看， 在减
碳目标下，应调整一次能源结构，降低
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并严控
煤电增量，但不能‘自废武功’完全限制
煤炭猛抬天然气，还是应该结合各省市
不同的发电和用电情况以及气源供应
情况统筹协同发展。 ”上述不愿具名燃
气行业人士说，“比如内陆天然气资源
并不丰富的地区，就不适宜大规模发展
气电。 ”

气电发展“谨慎乐观”今年上半年， 我国天然气市场可谓供
需两旺。

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产量增长 10.9%；天
然气进口量同比增长 23.8%， 其中液化天
然气进口量同比增长 27.8%。 天然气市场
需求同比增长 21.2%，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23.5%，两年同期平均增长 11.1%，基本达
到“十三五”年均增长水平。

记者注意到，虽然这一数据与国家发改
委公布的 “今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
量 18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7.4%”略有差

异，但受访人士均表示，两组数据都足以体现
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市场火热的行情。

对此，国家能源局指出，气电调峰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成为推动天然气消费
增长的主要动力。

“国内经济增长韧性十足、气电调峰作
用进一步增强， 助推上半年天然气消费量
同比大幅提升。 ”Less Better 天然气事业部
总监刘广彬表示，“下半年增速将趋于平
缓，随着四季度保供季节的来临，不论是上
游企业还是城燃企业都应做好气源调配和
储气准备。 ”

供应方面，据卓创资讯提供的数据，
上半年，我国天然气供应增量明显，国内
增产上储力度不断加大， 上半年产量同
比增速达 9.99%。 进口量也大幅增长，其
中 LNG 进口增速达 27% ，PNG 进口增
速达 16.67%。

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和工业用气保
持较快增长， 进一步刺激了天然气消费
量上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
年 上 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532167 亿
元 ，同比增长 12.7% ；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9%，货物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27.1%。 其中，工业用气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同比增长 26.6%，
贡献率达 44.7%。

“去年上半年在疫情影响下， 不论是
经济增长还是用气需求量增速都较低。 今
年以来， 疫情控制以及经济恢复情况良

好， 刺激工业复苏， 进一步提升天然气消
费。天然气月度消费同比增速都较为明显，
主要体现为国内城镇气化人口的增加和煤
改气的进一步推广。 ”刘广彬说。

除经济向好、工业持续复苏外，国家能
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发电用气量
同比增长 15.2%， 气电对电力保供作用进
一步显现。

卓创资讯天然气分析师国建指出，
上半年天然气消费增速之所以 “令人惊
叹”，华东、华南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
其是广东省燃气发电占比持续走高是主
要因素。

“在没有特别利好因素的情况下 ，
天然气消费增速一般与 GDP 持平。 但
在今年电力供应偏紧的大环境下，气电
调峰调频、低碳减排的优势凸显 ，出现
了高于往年 60%-70%的增速。 ”国建补
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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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增长都很明显

消费增速或将趋于平缓
“目前来看，由于南方地区高温时

间较长，用电量持续增加，天然气消费
增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不会一直保
持高企状态。 ”国建说。

业内人士预计， 在宏观经济复苏
放缓、 进口天然气成本上升和发电用
气增速温和客观条件下， 天然气消费
增速将有所回落， 全年天然气消费呈
现“前高后低”的态势，预计全年天然
气消费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资源
供应呈紧平衡态势。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国际天然气

价格快速上涨， 国内天然气消费高速
增长，资源供应呈现紧平衡态势，冬季
保供存在一定风险。 上半年消费增速
保持高位也意味着此前天然气储备
“释放”速度将同步加快。 “下半年将有
更为重要的‘保供’任务，为应对极端
天气和情况， 不管是上游企业还是城
燃企业， 都应对下半年尤其供暖季市
场需求进行研判， 资源协调和储备工
作应同步展开。 ”刘广彬建议。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减碳背景下气
电顶峰可能性加大带来保供新风险，去

年冬季在用气最紧张时期定向增供燃
气电厂，今冬明春高峰期可能面临支持
电网顶峰保供风险，将进一步增加高峰
期用气缺口。

“目前 ，天然气进口主体不断增
多，不论是‘三桶油 ’、城燃企业还是
民营油气企业 ， 天然气现货成本居
高不下将对进口带来影响 ， 但现货
只是天然气进口环节的一部分 ，长
协仍具 ‘兜底 ’优势 。 ”刘广彬说 ，
“今年将给企业留有更多时间进口
调配天然气。 ”

上半年产量增长近 11%，需求增幅超 21%。 全行业减碳背景下———

天天然然气气供供需需两两旺旺会会成成常常态态吗吗？？
■本报记者 渠沛然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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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累计向上海
供应氢气超 200吨

本报讯 截至 8 月 4 日，中国
石化所属上海石油累计向上海供
应氢气超 200 吨、 日供氢能力达
2000 公斤， 为满足上海氢能市场
需求作出积极贡献， 助力上海洁
净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2019 年， 上海石油在嘉定区
建成投运 2 座油氢合建站， 氢气
来源于中国石化所属上海赛科，
成为上海首批商业化提供加氢服
务的综合服务站， 加氢服务对象
主要是来自城际物流、 快递业务
的氢燃料车。截至目前，已累计供
应氢气 208 吨、 加注车辆超 4 万
辆次，按等量柴油车辆燃烧测算，
可减少碳排放约 665.6 吨，相当于
植树近 3.6 万棵。

据悉，中国石化“十四五”在
上海将建设加氢站 30 余座。 目
前已在广东、浙江、广西、贵州、
海南等 13 个省（区）市建成投运
20 座加氢站，“十四五” 期间计
划在全国规划建设 1000 座加氢
站或油氢合建站，打造中国第一
氢能公司。 （辛华）

山东“北方能源枢纽”
标志性工程投运

本报讯 近日，山东日照交通
能源省级 LNG 储配基地正式落
成。 作为“北方能源枢纽”标志性
工程， 该基地液态天然气储备能
力达 1 万立方米， 可满足日照 3
天以上工业生产用气或居民 15
天应急生活用气。 这一重大工程
建成投运，对保障能源安全、优化
能源结构、 提升应急调峰等都具
有重大意义。

日照因港立市、依海而兴，是
国内重要的能源集散中心、 交易
中心和供应中心。 “作为全省能源
领域重点工程， 日照交通能源省
级 LNG 储配基地投资总额 2.64
亿元，占地 130 亩，建设 1 万立方
米 LNG 储气罐一座，配套布局单
层可存放 60 个 LNG 罐式集装箱
场地、 气化装置工艺、 装卸车工
艺、自动控制工艺、消防设备及输
配送管道等设施， 日气化及外输
能力高达 50 万立方米。 ”日照市
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 （肖平）

本报讯 日前，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油”）对外宣布，
我国首个自营深水油田群流花 16-2
全面投产。 这是继 6 月 25 日我国首个
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投产后，
我国在深水油气开发领域取得的又一
重大成果。

流花 16-2 油田群位于南海珠江口
盆地，距深圳东南约 250 公里，包括流花
16-2、流花 20-2 和流花 21-2 三个油田，
平均水深 412 米，是我国海上开发水深最
深的油田群。 去年下半年，前两个油田顺
利投产，流花 16-2 一跃成为我国南海日
产量最高的油田群，截至今年 7 月底，已
累计生产原油超过 380 万立方米。本次流
花 21-2 油田的投产，标志着该油田群全
面建成。

“全面投产后，油田群日产原油超过
1.4 万立方米， 约占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油
气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油田群高峰年产
量超过 450 万立方米， 所产原油可满足
400 多万辆家用汽车一年的汽油消耗。 ”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生产作业部经理袁
玮介绍说。

为高效开发流花 16-2 油田群，中国
海油采用“全水下开发模式”，即通过水下
生产系统开采油气，再回接到水面的“海
洋石油 119”FPSO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
置），无需建设常规油气田的生产平台，具
有技术和经济的综合优势。

“海洋石油 119”船体总长约 256 米，
宽约 49 米， 甲板面积相当于 2 个标准足
球场， 甲板上集成了 14 个油气生产功能
模块和 1 个能够容纳 150 名工作人员的
生活楼。该船拥有国内最复杂的海上油气
处理工艺流程，每天可以处理原油 2.1 万
立方米、天然气 54 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
占地 30 万平方米的陆地油气处理厂。

“海洋石油 119”不仅拥有国内水深最
深、复杂程度和安装精度最高的单点系泊
系统，能将 FPSO 长期系泊于台风频发的
南海深水区，保障油气生产的稳定，还装
备了首套国内自主设计建造的轻烃回收
系统。 流花 21-2油田投产后，轻烃的日产
量将突破 300立方米。 油田伴生气资源的
回收利用， 不仅有效减少了气体排放，每
年还可增加效益近亿元， 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探出了一条新路。 （陈奥）

本报讯 日前，位于陕西省府谷县境
内的保 8－1 平 3 井顺利钻至 1711 米完
钻，标志着国内首个亿立方米煤层气水平
井整装规模开发项目全面高效完成钻井
任务，比计划整整提前 34 天，水平井煤层
钻遇率达 98．2％。

据了解，保 8 煤层气开发项目是中石
油煤层气公司（下称“煤层气公司”）部署
在鄂东气田保德区块的煤层气滚动扩边
项目。 勘探资料显示， 该区域发育 4＋5
号、8＋9 号两套主力煤层，煤层厚度大、含
气量高，是优质的煤层气上产资源。然而，
该资源被压在陕西省府谷县城下，给开发
建产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为有效开发优质资源，实现煤层气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2020 年，煤层气公司与
府谷县政府反复沟通对接， 获得 0．99 平
方公里地面井位部署区。

在此基础上，煤层气公司地质与工程
技术人员历经 10 次现场踏勘、11 轮次优
化部署，编制出国内首个亿立方米煤层气
大平台开发方案。该方案以 4 个大平台长
水平段水平井的方式开发，解决城市压覆
煤层气资源开发难的问题。

今年 4 月 22 日， 保 8 煤层气开发项
目大平台水平井正式开钻。 钻井过程中，
针对构造复杂、地层倾角大、水垂比大等
地质工程难题，煤层气公司专门组建了地
质工程一体化技术团队，一方面精细构建
水平井导向地质模型，“靶前辨标志，逐层
逼近”，确保成功着陆；“靶后走甜点，精刻
甜点剖面，两条线钻头定位”，保证煤层钻
遇率。 另一方面，在钻井提速增效上狠下
功夫，技术上从钻头选型、泥浆性能优化、
钻井参数匹配、钻具组合配套等方面深入
研究，制定一套“上部快打、下部快定”的
提速技术方案，实现水平井最短建井周期
14．6 天；推广水平井工厂化作业，钻井液
重复利用率达到 81％， 大幅降低环保风
险，节约了投资；生产组织上实行环内“一
井一策”提速工作法，做到环环相扣、有条
不紊。

目前， 保 8 煤层气开发项目 35 口
丛式井煤层钻遇率 100％；20 口水平井
平均水平段长 976 米，煤层钻遇率达到
98．2％，钻井周期较去年平均缩短 10％，
为保 8 井区后期高效达产奠定了坚实
基础。 （白勇）

增储上产

中国海油流花 16-2油田群全面投产 我国首个亿方煤层气水平井大平台高效完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