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油、中国海油、
中国石化陆续公布 2021 年上半年业绩。
“三桶油”以总盈利超 1200 亿元、总产量
超 12 亿桶油当量的成绩， 创近七年以来
同期最好水平。

其中，中国石油国内油气当量产量 7.35
亿桶， 同比增长 3.5%；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2.16万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6.7%，勘探与
生产业务实现经营利润 308.7亿元。

中国石化上半年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2.35 亿桶、 同比增长 4.2%， 天然气产量
5826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13.7%。上游板
块盈利大幅改善，实现经营收益 62亿元。

中国海油上半年油气净产量再创历
史新高，达 278.1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增
长 7.9%。其中，中国海域及陆上净产量达
192.8 百万桶油当量，同比上升 10.8%。国
内原油同比增产 184 万吨， 增量占全国
原油增量的 78%， 成为油气增储上产主
力军。 实现“深海一号”大气田、曹妃甸

6-4 油田等 6 个项目安全投产。 上半年
共获得 9 个勘探发现，成功评价 14 个含
油气构造。

在降碳背景下，除了传统的油气主业
以外，“三桶油”开始加速推进新能源业务
布局。

中国石油表示，积极落实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整体工作安排，组织编制降
碳目标行动计划，持续开展放空天然气
回收， 加快新能源项目的实施落地，积
极探索碳封存基地建设，加大对二氧化
碳回收利用和运输技术研究，推进“屋
顶光伏”试点、规划“零碳”库站转型，在
下半年业务展望中提出“推进光伏加油
站、充换电站、加氢站、综合能源服务站
建设”。

中国石化表示，上半年“优化终端网
络布局，加快‘油气氢电服’综合加能站建
设，首座碳中和加油站光伏建筑一体化加
油站建成投运”，在业务展望中指出要“进

一步优化终端网络布局，巩固提升网络优
势；持续推进油非互促、线上线下融合，积
极推动”油气氢电服“综合加能站建设，加
快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同时，将氢能
作为公司新能源核心业务加快发展，今年
全年要新发展加氢站 100 座，“十四五”期
间规划建设加氢站 1000 座， 未来 5 年初
步计划总投资超过 300 亿元

中国海油今年上半年完成碳达峰、
碳中和实施方案编制，并完善“十四五”发
展规划，进一步明确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同时， 先后成立新能源部和碳中和研究
所， 积极推进国内海上首个二氧化碳封
存示范工程，发行全国首单 CCER（国家
核证碳减排量）碳中和服务信托。 此外，
坚持推动海上油田绿色生产。 今年 4 月，
我国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改造项目完成
全部电力动力平台的海上安装， 这是世
界海上油田交流输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
岸电项目。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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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某不愿具名的业内资深人士指出， 煤改
气虽然综合效益明显， 但具体用户的实际增
值效益因不同地区与行业而存在差异， 因此
工业煤改气应有序、有重点地推进，因地因业
寻求最优发展战略。

“煤改气更适合在煤炭消耗量大、资金承
受能力高、天然气渗透率低的产业进行，这样
带来的附加值更高。 ”该资深人士说，“工业煤
改气也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天然气应用的契合
度、气源供应情况和改造成本，这些因素决定
了推广范围和经济性。 同时，各地配套政策和
设施也是推行煤改气的重要考虑因素。 ”

在上述业内资深人士看来， 经济发达且
市场潜力大、气源丰富的长三角、华北和华南
部分地区是推动工业煤改气的重点区域。 “广
东是传统燃气发电大省， 青海四川具备气源
优势，华东地区经济发达，适宜推进煤改气。

“山东虽是沿海省份且又位于华东， 但 LNG
接收站建设不到位， 如此大规模推进锅炉煤
改气有些许‘不理智’。 ”

“山东是电力大省， 目前没有燃气机组，
也没有完善的天然气价格机制和调峰机制。
虽然去年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超 200 亿立方
米，但产量只有 2 亿立方米左右，气源供应压
力很大。 ”上述业内人士说，随着冬季供暖季
临近，山东需要加快解决气源问题，并从现在
开始着手准备， 与主要气源公司加强合作保
障供应。 同时，加紧建设 LNG 接收站，还可以
考虑发展 LNG 罐箱储备用于应急。

记者了解到，不仅山东，目前我国天然气
管道里程和互联互通程度仍有不足， 加之储
气设施滞后、调峰能力薄弱，对冬季供气来说
仍是不小的挑战。 “今冬供应形势或许比往年
更紧张。 ”该资深人士说。

警惕供需错配

日前，山东省印发《全省 35 蒸吨/
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煤改气保供工作
实施方案》， 要求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煤改气
工作，切实保障气源供应，确保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煤改气任务。

无独有偶， 河北省也于日前印发
《“十四五”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

工作规划 》，推广集中供热 ，加快淘
汰全省特别是张家口、 承德地区公
共机构剩余燃煤锅炉， 要求 2025 年
底前全部完成淘汰任务。

纵观全国 ，广东 、湖北等省份也
已开始对自备燃煤电厂和陶瓷窑炉
进行天然气替代工程。

受访人士均指出，在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和日趋严格的环保要求下，工业
煤改气或将进入新一轮加速期。 “从目
前各省政策和方案规划来看，煤改气的
步伐将重新快起来。但在落实政策目标
时，切勿忽视当地供气能力是否匹配的
问题，以免出现‘超额执行’后供应吃紧
的被动局面。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原院
长郭宗华说。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工业煤改气大幕由
此开启。

3 年前，广东发布《广东打赢蓝天
保卫战实施方案（2018-2020）》，提出到
2020 年，珠三角主要城市需完成 35 蒸
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广州为 65 蒸吨/小时以下）， 粤西、粤
北、粤东城市则需完成 10 蒸吨/小时以
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其中，工业
窑炉和锅炉特别是陶瓷业窑炉是广东
“煤改气”的重点，涉及 1000 条多生产
线。 随后，广东工业用户展开大刀阔斧
的煤改气工作。

如今，山东的淘汰燃煤锅炉计划同
样力度大、覆盖面广。 10 月底前，山东
计划淘汰 383 台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全省将不再新建 35 蒸吨/小
时以下各种类型燃煤锅炉。 据初步统
计， 全省纳入淘汰计划的燃煤锅炉中，
拟实施煤改气的锅炉共 89 台。 其中青
岛 17 台、枣庄 2 台、东营 8 台、烟台 17
台、潍坊 9 台、泰安 7 台、威海 18 台、日
照 3 台、临沂 5 台、菏泽 3 台。

作为“2+2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的重点区域， 河北省也 “不甘落
后”， 对燃煤锅炉煤改气工程做出具体
部署。

“在不断趋严的环保政策和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双重约束下，各地从淘
汰燃煤锅炉推进天然气利用，到逐步实
现禁售燃油车， 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
程。 ”郭宗华说。

“值得肯定的是， 锅炉煤改气将热

效率提高约两成的同时，降低了整体污
染物排放量，可有效改善环境。 通过减
少脱硫脱硝装置、 消除燃煤炉渣等手
段， 降低了设备维修维护及人工成本，
对经济效益也带来较大贡献。 ”郭宗华
补充，“从我国目前的清洁能源供应状
况和实际使用效率来看，还是天然气最
合适，是当前最有效的过渡能源。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表示，各地工
业煤改气进程加快，将进一步增加工业
领域天然气消费，对全国天然气需求有
拉动作用，同时也给供应带来压力。 “还
是要看具体地方， 就供给渠道来看，广
东和长三角地区影响不大，保供压力不
是太大。 其他地区应酌情考虑本地情
况，有序理性推进。 ”郭焦锋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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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9 月 6 日

14 油气·观察

工业煤改气“快马加鞭”

供气应急预案需尽快就位

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速明显高于天然气
产量增速，天然气消费缺口逐步增加，今年以
来，更是 “量价齐飞”。

郭焦锋指出， 今冬如果没有充足的应急
预案，2017 年局部气源紧张的现象或会重演。

有业内人士认为， 煤改气政策的实施对
经济发展带来正面效益， 使其成为 “加法
型” 环境政策。 但要警惕各省市超额完成
煤改气任务目标，造成“气荒”并引发冬季
无暖可取的严重民生问题。 环境政策应优
先考虑政策目标与资源是否匹配， 并在事
前进行完善的政策设计， 解决过去仅关注

政策输入与产出的单向联系， 避免政策超
额执行带来的意外。

“好在今年淡季不淡的市场已给大家敲响
警钟，早于往年的预警信号给各供气企业和当
地政府留有更充裕的时间研判市场需求、谋划
供气方案。 燃气企业和地方政府肩负保供责
任，也应提前谋划。 ”郭焦锋说。

受访人士均指出，未来应在符合清洁利用
标准的基础上，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经济实力、
基础设施、居民消费能力等条件，统筹利用天
然气、电、地热、生物质、太阳能、工业余热等各
类清洁能源，多措并举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多多地地工工业业““煤煤改改气气””提提速速
专专家家提提醒醒，，今今冬冬天天然然气气供供应应或或比比往往年年更更紧紧张张，，地地方方政政府府和和燃燃气气企企业业要要提提前前谋谋划划供供气气方方案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渠渠沛沛然然

本报讯 截至 9 月 1 日， 塔里木
油田油气田产能建设事业部 （下称
“产建事业部”）通过持续开展新型提
速工具试验，加快新技术推广，与去
年同期相比，山前钻井提速 5.18%，累
计控减投资 450 万元。

不久前， 克深 10-2 井创克深 10
区块最快完钻纪录，钻井周期比设计
提前 36 天，比克深 10 区块最快完钻
的克深 1003 井提前 67 天， 比区块平
均钻井周期提前 121 天。

克深 10-2 井是油田在库车山前
实施的第 12 口盐下定向井，是克深
10 气藏继克深 1002 井后实施的第
二口盐下定向井，作为山前第一批
盐下定向先导试验井，该井承前启
后 ，形成了以 “地面绕障 、地下避
断 、储层增产 ”为目的的盐下定向
井工程技术配套体系和项目管理
模式，其成功实施为后续山前盐下
定向井集中规模化高质量实施奠
定了基础。

“克深 10-2 井创克深 10 区块最
快完钻纪录， 主要归结于工程 、地
质、泥浆一体化实施，保障了设计方
案高度贴合井下实际情况。 ”产建事
业部库车项目经理部井控工程岗刘
先锋说。为保障高质量建井，产建事

业部持续优化技术管理，采用轨迹
设计优化技术、 油基钻井液+垂直
钻井技术、 旋转导向+随钻扩眼技
术 、精细控压固井技术 、目的层防
漏治漏技术、大斜度井储层改造技
术等六大工程配套技术， 钻井提速
成效显著。

据悉，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山前已
形成了盐上、盐间和盐下钻井提速配
套技术，确保山前钻井全面提效。针对
博孜、大北、克深区块盐上巨厚砾石
层，试验使用“大扭矩螺杆+垂钻+高
效 PDC 钻头”，利用螺杆低钻速大扭
矩的特性提高破岩效率，提高单只钻
头进尺，博孜、大北区块平均机械钻
速分别提升 67.4%和 60.1%。 深化盐
层复杂压力体系“溢、漏、缩”地质工
程认识，应用控压钻井解决盐层压力
窗口窄导致的溢漏同存难题，取消盐
层承压堵漏作业，盐层纯钻时效提高
了 8%。 采用随钻扩眼技术解决盐层
阻卡难题的同时，为大幅降低盐层钻
井液密度提供了有利条件，盐层漏失
时效降低1.35%。

目前， 该油田在山前目的层运用
以 “方解石颗粒+聚硅纤维+弹性粒子
复配”的随钻堵漏剂定向钻进，减少目
的层漏失，成效显著。 （谭辉 李琰）

我国首套“一键式”人机交互 7000米
自动化钻机投入工业性试验

塔里木油田深耕山前钻井

专家观点

“今年淡季不淡的市场已给大家敲响警钟，早于往年的预警信号给各供气企业和地方政府留
下了更充裕的准备时间研判市场需求、制定供气方案。燃气企业和地方政府肩负保供责任，应提前
谋划。 ”

“三桶油”上半年总盈利创 7年来最好水平

本报讯 9 月 1 日，我国首套“一
键式” 人机交互 7000 米自动化钻机，
在四川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
范区 ，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威
204H62 平台正式投入工业性试验。
“一键式” 人机交互 7000 米自动化钻
机研制过程中，解决多个“卡脖子”技
术瓶颈，先后攻克“一键式人机交互
操控”“独立建立根” 等 4 项关键技
术，研制“高效动力猫道”“一体化铁
钻工”等 8 套关键设备，开发“集成化
人机交互软件”“远程监测与预测性
维护系统软件”等 3 套功能软件。

“一键式”人机交互，就是通过一
个按键实现钻机多个设备的复合联
动、交叉运行、无缝衔接，减少了辅助
作业时间，提高了作业效率。 钻机整

体起升由原来的绞车牵引升级为地面
遥控液缸起升， 极大提高了本质安全
和起升速度， 每口井可减少辅助作业
时间 2-3 天。 该钻机已获得 10 项发
明专利。

该钻机在厂内试验期间， 先后开
展设备、 系统级试验 400 余项。 2021
年 5 月 7 日， 钻机通过出厂验收并对
外发布。 威 204H62 平台是该钻机首
次接受现场钻井施工的检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认为 ，
该钻机使钻井工人从原来干蓝领的
活转变为现在干白领的活， 可大幅
降低劳动强度， 提升我国石油钻采
装备的国际竞争力，提高钻井速度，
为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提质增效，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谷学涛）

8 月 30 日，山东省东营市永 21 储气库集注站内，中石化胜利油田员工王营和赵刚
在工艺装置区进行巡检。据悉，永 21 储气库设计可利用库容 2.38 亿立方米，日调峰供气
能力达 198 万立方米，是中石化百亿立方米储气调峰体系重点项目之一，也是在山东省
建设的首座储气库。 王国章/图文

山山东东首首座座天天然然气气储储气气库库投投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