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讯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产业发展“外热内冷”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2 月
2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将推进燃气
等城市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重大工程，力争
开工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约 2
万公里，并有序推进城市供水、排水、供暖
管网改造、防涝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

王蒙徽指出 ，2000 年以前建成的
大量老旧小区 ，住房面积小 、配套差 、
质量不高， 群众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
条件的要求比较迫切。 “我国城市发展
已经进入了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过
去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的提质改
造和增量的结构调整并重转变，从‘有

没有 ’向 ‘好不好 ’转变 ，内需潜力巨
大。 ”王蒙徽指出，“一方面我国早期建
设的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老
化，另一方面安全隐患也逐渐显现，迫
切需要更新改造。 此外，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农房和乡村建设，也是新
的经济增长点。 ”

应急管理部安全协调司司长苏洁此
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燃气安全事关千
家万户和民生大计。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
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全国城镇燃气使用规
模增长迅猛， 用气人口已经超过 6.67 亿
人， 全国城镇燃气使用普及率已经达到
97.87%。 但在燃气使用带来便利的同时，
燃气安全的风险也日益凸显，包括燃气管

道泄漏，常年腐蚀导致爆炸、施工第三方
破坏、使用不当等。 苏洁介绍，导致燃气事
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燃气管道老化老旧，
初步统计， 现在全国已经有近 10 万公里
管道出现不同程度老化，再加上当时建设
标准比较低，日常维护、保养、更新不及
时，现在这方面的风险挑战非常大。

记者梳理发现，在应急管理部此前发
布的“2021 年发生的 9 起较大及以上燃气
事故”中，由管道老化腐蚀原因导致的事
故占比最高。

2021 年 11 月， 国务院安委办印发通
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刻
吸取燃气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城市燃气安
全工作，坚决扭转燃气事故多发势头。 通

报指出，燃气事故集中暴露出一系列突出
问题短板， 一些地方吸取教训不深刻，燃
气安全检查浮于表面， 燃气安全保障不
力，因接口松动、管道腐蚀等原因导致的
泄漏事故多发。

通报还强调，要迅速开展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 采取针对性有力措施，强化隐患
整改落实，聚焦突出问题、重点场所、关键
环节，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建立台账、闭环
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要标本兼治强化燃
气本质安全。 同时，全面开展地下管网普
查， 加快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改线，严
格燃气市场准入，对重发展轻安全、只收
购不管理导致燃气事故多发的企业，依法
纳入“黑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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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船用用 LLNNGG 产产业业蓄蓄势势待待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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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船舶使用 LNG 是交通领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一环。

虽然相关部门积极支持，但目前 LNG 动力船和配套 LNG 加注站
数量仍不及预期。 其中，成本过高是阻碍这一产业发展的重要原
因。 专家建议，要推动这一产业发展，需有更多利好政策支持，如
减免过闸费、降低港口使用费等。

日前，在上海港洋山港区的海面上，
一艘全球最大型 2 万立方米 LNG 加注
船正在做准备工作， 为 3 月即将靠泊的
法国达飞公司集装箱班轮提供 LNG 燃
料加注服务。

据了解， 这将是国际航行船舶保税
LNG 加注业务的“中国首单”，意味着上
海港将成为继荷兰鹿特丹港、 新加坡港
后， 全球第三个拥有 LNG 加注服务能
力的港口。

此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

布《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
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下称 《意见》），
明确提出要完善交通运输领域能源清
洁替代政策，完善充换电、加氢、加气
（LNG）站点布局及服务设施，降低交通
运输领域清洁能源用能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
内贸和外贸船舶 LNG 加注市场潜力巨
大，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需找准方向、科
学谋划，把握 LNG 动力船和 LNG 船舶
加注产业发展机遇。

能源咨询和认证机构 DNV 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 月底，全球新增 40
份 LNG动力船舶订单， 已订购和运营中
的 LNG动力船舶总数近 700艘， 而去年
全球订购总数仅为 240艘。

标普普氏能源资讯报告指出，LNG
将在未来 10 年内主导航运业的绿色转
型，LNG 消费占航运业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重将从 2021 年的 4.6%上升至 2030
年的 10.7%。 届时，LNG 动力船舶数量
可能超过 4000 艘。

LNG 动力船数量陡增带动加注需
求不断上升。 但与国际市场一片火热的
景象不同， 国内 LNG 动力船和加注业
务还处于起步爬坡阶段，船舶数量远低
于预期， 加注站建设审批手续繁冗、建
设进度缓慢。

2017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长江干
线京杭运河西江航运干线液化天然气
加注码头布局方案 （2017—2025 年）》，

规划到 2025 年前，在长江干线、京杭运
河、 西江航运干线基本建成 LNG 加注
码头体系。 据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
院统计，截至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已建
成的 LNG 船舶加注站仅有 18 座，在运
营的加注站数量更是仅有个位数。

针对 LNG 船加注站运营数量较少
的现状，交通运输部要求长江干线重庆
下游 5 省 2 市，2021 年底前各建成 1 座
加注站。

2021 年 6 月，广东省正式发布《广
东省提升内河航运能力和推动内河航运
绿色发展总体分工方案》， 提出 2021 年
底前投运 6 座 LNG 船加注站， 长江干
线和西江航运干线初步形成 LNG 船加
注网络。 同时，大力推进 LNG 动力船舶
新建和改造， 率先出资建造 50 艘 LNG
单燃料散货船， 并将在两年内改造 300
艘现有船舶。 此外，江苏、安徽、湖北等
省均已启动船舶用能清洁化研究。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彭传圣表示，船东使用 LNG 动力船
的积极性不高是这一产业面临的主要难
题之一。

“LNG 动力船新建或改造投资较
大，船的发动机功率不同，改造费用也
不同，沿海大型船舶改造费用尤其高。”
彭传圣说，“国家对 LNG 动力船没有补
贴政策， 导致船东新建或改造 LNG 动

力船意愿不高。 ”
中国石油学会会员朱闻达撰文指

出， 目前大型船舶的 LNG 发动机经过
多年应用，技术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大
型船舶在同等航程的情况下，使用 LNG
的成本比使用燃油更低。 “但对于沿海
或内河小型船舶来说， 使用 LNG 的燃
料成本略高于燃油。 与此同时， 目前
LNG 发动机不能覆盖内河船舶所需功

率段，国内厂商 LNG 发动机生产技术尚
不成熟、经验较少，船用 LNG 发动机技
术有待提高。 ”

LNG 资深从业人员盛苏建表示，船用
LNG 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多以部门规章进
行规范、管理，尚无明确监管主体、程序和
处罚依据的法律出台。 目前，在安全监管、
资质审批、行政处罚等方面，无法可依的局
面困扰着船用 LNG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 船用 LNG 产
业发展与当地能源、技术、经济基础，以
及市场需求有很大关系。 但船用 LNG
产业目前尚处于起步爬坡阶段，政府强
有力的支持是这一产业健康发展的最
重要因素。

盛苏建指出，政策支持对于 LNG 动
力船舶行业发展十分重要且必要。 “应研
究出台 LNG 动力船舶改建财政补贴、融

资支持、减税等配套政策，通过减免过闸
费、 降低港口使用费等降低 LNG 船舶运
营成本。 ”

“在引进、实践和总结的基础上，建议
尽快颁布适配国内条件的船用 LNG 加注
站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 指导船用
LNG 应用领域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
让行业发展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盛苏建
补充说。

朱闻达则建议 ， 国内大型能源企
业联合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相
关机构 ， 建立油气价格绑定机制 ，编
制 船 用 LNG 燃 料 价 格 指 数 ， 确 保
LNG 燃料较传统船用燃油具有一定
价格优势 ，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 LNG
资源价格预期 ，提高船东使用 LNG 积
极性，促进 LNG 船舶加注产业可持续
发展。

政策支持尤为重要

多重因素制约发展

住建部：

今年将改造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管道约 2 万公里

三三峡峡库库区区首首个个船船用用 LLNNGG码码头头基基本本完完工工

2 月 23 日，位于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归州镇的三峡库
区首个船用 LNG 码
头基本完工。

该 项 目 是 交 通
运输部水运行业应
用 LNG 试点示范项
目 ， 主要建设 7000
吨级浮式 LNG 加注
泊位 1 个 ， 陆域建
设 3 座 150 立 方 米
的立式 LNG 储罐 ，
设 计 加 注 能 力 3.1
万吨/年。

图为该 LNG 码
头主体。 人民图片

世界最大 LNG储罐
完成全部承台浇筑

本报讯 近日， 中国海油发布
消息称，由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
世界单罐容量最大的 6 座 27 万立
方米 LNG 储罐在中国海油盐城
“绿能港” 完成全部承台混凝土浇
筑 ， 标志着储罐由基础施工转入
主体施工阶段 。 我国在建规模最
大的 LNG 储备基地———中国海油
盐城“绿能港”项目一期总体施工
进度已完成 62.38%。

该项目是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及互联互通重点规划项
目。 一期工程建造 10 座大型 LNG
储罐，计划于 2023 年底全部投产运
行，LNG 年处理能力达 600 万吨。

据介绍，600 万吨 LNG 可供江苏
全省民生用气约 28个月，实现减排二
氧化碳 2850 万吨、二氧化硫 23.25 万
吨，相当于植树 6000万棵。 （张飞虎）

塔里木油田填补国内
高端采气井口装备空白

本报讯 日前， 塔里木油田发布
消息称，截至 2 月 24 日，集超深、超
高温、 超高压于一身的迪那 2－H15
井，自井口装上 140 兆帕自研国产采
气井口以来，已安全平稳生产近 4 个
月。 至此，由塔里木油田主导联合攻
关研发的国产超高压采气井口，成功
入选中国石油 “十大高端钻采新设
备”之后，再次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总工会关键核心技术创造性优秀
成果殊荣。

该装备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通
过了国际第三方 DNV 公司现场认
证，获得了国内首张超高压采气井口
的 PR2 认证试验报告及第三方认证
证书，填补了国内在高端采气井口装
备和国际认证空白。 同时，形成的 Y
型整体阀结构、油管头下法兰多封结
构等为核心的平板阀在国内均属首
次实现，有力推动了国内设计、制造、
加工、精处理等水平的进步。

塔里木油田油气工程研究院技
术专家彭建云说， 与进口装备相比，
该装备价格降幅超过 30%，采购周期
缩短 24 周， 将对我国深层超深层高
压超高压油气井安全高效建产起到
决定作用。 （苏华 魏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