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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煤矿运行与维护
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启动
会暨项目实施方案评审
会在西安召开。 本次会议
由中国煤炭学会主办，陕
北矿业公司承办，信息技
术运维分公司协办。

陕煤集团副总工程师、
陕北矿业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郭佐宁在致辞
中指出，为进一步推动智能
化矿井高质量发展，陕北矿
业公司与王国法院士团队
联合组建攻关小组， 按照
“智能化服务平台、 规范化
管理制度、 专业化队伍建
设、精细化作业流程”发展
思路，从共性基础、信息网
络平台、智能控制系统与装
备、 运维保障四个方面，构
建煤矿智能化系统运维管
理体系，为智能矿井建成后
高质量常态化运行提供标
准支撑， 实现产业链延伸，
为下一步构筑智能化综合
运维管理平台奠定基础。在
填补行业空白的同时，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矿井
系统运维管理经验。 目前，
该项目已在中国煤炭学会
取得团体标准立项，计划今
年建设完成并评审通过后
进行发布。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
法等作主题发言，围绕“煤
矿智能化发展趋势及未
来展望 ” “煤矿智能化运
行与维护管理核心技术”
等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专
家对《智能化煤矿运行与
维护管理体系》项目实施
方案进行了细致评审，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
议， 并一致通过了项目实
施方案。 （秦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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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涨价 成本增加 需求不足

民营炼化巨头 2022 年净利大降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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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包括恒逸石化、荣盛石化、东方
盛虹、恒力石化在内的民营炼化巨头陆续
公布 2022 年财报。

《中国能源报》记者梳理年报信息发
现，由于去年国际原油价格高企推涨生产
成本，加之下游终端市场消费疲软、需求
不足，2022 年几大民营炼化巨头业绩惨
淡，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恒逸石
化出现大额亏损。

●● 增收不增利

在几大民营炼化巨头的年报中，“环
境严峻”“困难重重”是频繁出现的字眼。

荣盛石化董事会在年报中指出：“受
大环境影响，我们碰到了经营多年来少有
的严峻局面，外围局势不明朗、原油价格
波动、经济下行等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复杂
形势，还叠加了许多来自下游消费市场的
挑战。 ”

《中国能源报》记者注意到，多重因素
影响下， 几大民营巨头 2022 年全年营业
收入虽然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大幅下降，降幅在
75%至 132%之间，增收不增利特点明显。

以营业收入最高的荣盛石化为例，
年报数据显示， 该公司 2022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890.95 亿元，同比增长 5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 亿
元，相较于 2021 年的 132.4 亿元，同比降
低 75%。

营业收入仅次于荣盛石化的是恒力
石化，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23.23 亿
元，同比增长 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18 亿元， 相较于 2021 年
同期的 155.3 亿元，同比下降 85.07%。

业绩最惨淡的当属恒逸石化，虽然该
公司总营收实现一定增长，但净利润却出
现亏损。年报显示，恒逸石化 2022 年全年
共实现营业收入 1520.50 亿元，同比增加

17.26%，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0.80 亿元 ， 相较于
2021 年的 33.78 亿元， 同比大降
132%， 在几大民营炼化企业中净
利润降幅最大。

东方盛虹去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 入 638.22 亿 元 ， 同 比 上 涨
21.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8 元，同比下降 88%。

●● 生产消费两头承压

几大民营炼化巨头普遍出现
利润下滑， 与 2022 年石化行业所
处的环境有较大关系。

今年初，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发布的 2022 年石化行业经
济运行情况指出，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叠加，全球增长放缓和局部矛
盾突出。 石化行业面临着较强的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压力，运行走势
呈现出较强的高位回落态势，外部因素不
平衡发展也加剧内部间的分化。

在成本端，原油价格高位运行，抬高
企业生产成本。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的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布伦特原油
现货均价 101.2 美元/桶，同比上涨 43%；
WTI 原油现货均价 94.5 美元/桶，同比上
涨 39.1%。 石油和主要化学品市场由于受
到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等诸多因素影响，全
年累计价格总水平上涨。

在需求端，经济下行导致终端消费需
求不足， 同时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
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去年全年基础化学原料表观消费
总量同比下降 0.05%。 合成材料表观消费
总量约 2.17 亿吨，同比下降 4.8%。

恒力石化在年报中明确指出，2022
年受宏观经济放缓、能源价格上涨、终端
消费低迷及房地产持续下滑等不利因素

影响，行业整体面临成本高企叠加需求不
足的双重经营压力，盈利能力普遍下降。

荣盛石化也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原材料原油价格波动较大，下游产品受
疫情反复、需求等因素影响，未能完全传
导原料波动带来的不利因素，致公司产品
价差缩窄，毛利率下降。 ”

●● 供需矛盾较大

中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指出，全球经
济疲软影响石油需求增速放缓，但在化石
能源投资长期不足、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实施等因素下，石油供应增长有限。 2023
年，布伦特原油均价预计为 80—90 美元/
桶，虽然低于 2022 年，但仍处较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五”以来，我国
石化产业规模化、一体化、大型化发展趋
势更加明显。 目前，拟在建项目将加速建
设，部分产品产能将加速增长，供需变化
或较大。

“2023 年，成本端对化工品价格的影
响将减弱，需求有望回暖，但供应仍处于
产能投放周期， 加之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供需矛盾压力仍旧较大，预计需求复苏不
足以支撑价格持续上涨，但成本压力的缓
解，化工开工率和效益有望边际改善。”中
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预测，“相对来看，内
需市场化工原料及制品表现会更好，一体
化优势企业业绩回升弹性会更强。全球种
植面积继续扩大背景下，农药化肥景气有
望保持。 EVA、POE 等与新能源相关的化
工原料需求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

几大民营炼化巨头今年一季度的业
绩表现不一。 陆续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
一季度， 东方盛虹实现归母净利润 7.17
亿元，同比增加 4.75%，超过去年全年的
净利润； 恒逸石化实现归母净利润 0.35
亿元，开始恢复盈利；恒力石化实现归母
净利润 10.19 亿元， 接近去年全年的一
半。不过，荣盛石化出现亏损，归母净利润
为-14.67 亿元。

■张倩 韩苏

风从海上来，弄潮正当时。
在浙江温州苍南县东部海域，离岸 26

公里、水深 26 米处，一座座高近百米，总装
机容量达 400MW 的风电机组矗立在大海
之上，洁白的风叶展翅飞旋，热情地拥抱着
海风。 我国第一个开工建设的平价海上风
电项目———华润电力“苍南 1 号”海上风电
项目（以下简称“苍南 1 号”）正位于此，与
浙江温州 168 黄金海岸风景线交相辉映，
成为苍南海岸线上一颗璀璨明珠。

这颗明珠打破了单船单月沉桩数量全
国纪录、 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国内最短建
造工期纪录， 实现单月敷设 30 根 35 千伏
海缆。 这不仅是华润电力在海上风电领域
成功探索的象征， 更是华润电力 “以身许
国、敢为人先、笃定前行、自强不息”企业精
神的集中体现。

●● 以身许国
打造平价海上风电标杆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加速， 海上风电开发建设进一步走向规模
化。如今，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浪潮与机遇
奔涌而来，华润电力以“赋能绿色发展，共
创低碳生活”为使命，积极拓展海上风能发
电领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2022 年，海上风电国家财政补贴全面
退出，“苍南 1 号” 开发建设面临经济性考
验，如何做到平价，又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实现成本下降？

华润电力言简意赅给出答案：“项目组
通过优化设计、统筹策划、科学组织、更新
迭代、调整采购策略等多维度创新举措，缩
短海上建设周期近 50%， 降低项目投资近
25%。 ”只有参与过海上风电项目的人才明
白， 答案的背后是通过一系列刀刃向内的
“卷”来实现的。

没有国家补贴， 设备成本和施工费用
又无下降空间， 大兆瓦风机研发停留在设
计阶段，项目收益率无法满足投资需求，各
个开发商都处于观望状态， 项目推进举步
维艰。

“苍南 1 号”如何实现平价落地？ 作为
华润电力首个自建海上风电，零基础、零经
验的项目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团队
在 9日内跨越 4 省调研 10 家厂商。 对国内
主流风机、海上升压站、电气设备和海缆等
厂家进行全方位调研了解， 并从大兆瓦风
机、施工船机、柔性直流输电、可再生能源制
氢、储能以及海洋牧场等多个前沿技术方向
进行探索，形成 7 份行业调研报告，在多能
源结合的海上风电新模式和新技术中寻找
前行之路，应对平价时代带来的新挑战。

“苍南 1 号” 位于台风多发地带，极端
风速较大， 施工区淤泥层厚度达 30 多米，
受风、浪影响较大，是国内海况及海域地质
情况最复杂的海上风电项目之一， 施工难
度巨大。项目要实现真正的经济性，必须从
多个维度、多个层次进行精准测算。 其中，
风机选型是影响总成本的关键环节。

经过多次调研和分析后， 项目组发现
高桩承台基础海上施工需要 14 天时间，而
单桩基础仅需约 12 小时即可完成。 通过与

设计院和风机厂家的多次沟通和优化设
计，成功将原本“29 个单桩机位+48 台高桩
承台”的设计方案，调整为“36 个单桩机
位+41 个高桩承台”。

项目组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从
施工可行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进行反
复论证对比， 最终首次实现在地质复杂海
域批量采用大机组、 全单桩基础型式的实
际应用。 探索出平价时代海上风电的招标
方案和主体施工方案， 项目总投资成本较
同海域其他项目降低近 40 亿元。

●● 敢为人先
10 兆瓦机型探索者

“苍南 1 号”是我国首个平价海上风电
项目， 更是华润电力在国内的首个海上风
电项目，承担着华润集团和行业的期望，必
须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勇于自
我变革，善于学习超越。

“苍南 1 号”是独特的，它首次在浙江
海域成功应用了 10 兆瓦级别风机。 通过反
复论证、巧妙地排列和组合 6.25 兆瓦与 10
兆瓦风机， 将所需的风机数量从初步设计
所需的 77 台减少到 49 台。

数量的减少并不能带来工程难度的降
低。 相反，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技术突破，才
能达成高效、可持续、高质量的工程目标。

“6.25 兆瓦风机齿轮箱重约 30 吨，10
兆瓦风机齿轮箱重达 80 吨，给项目组带来
制造、运输、组装上的巨大难题。 除了在施
工前组织行业专家评审风机安装施工方
案、部件海上运输方案等，我们还在现场采

用‘一机一方案，一机一总结’工作
方式，在每台风机吊装完成后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总结，并不断优化施
工工艺，6.25 兆瓦风机吊装由最初
的 80 个小时减少到 30 个小时，10
兆瓦风机吊装由最初的 114 个小
时减少到 53 个小时。”负责海务管
理的汪琪自豪地说。

“苍南 1号”位于浙江海域台风
频发区，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历史实
测极大风速可达 76.1米/秒。 面对自
然的力量， 项目组采用单桩基础顶
高程设计为 19米的方案，确保平台
设备免受海浪冲击。 此外，加长了风
机叶片，增大扫风面积，使其能够在
同等风速条件下显著提高发电量。
这个做法也成就了 “苍南 1号”，赢
得了 “国内首个叶轮直径 210米的
大叶片抗台机型商业化规模化应用
风电场”的美誉。

在华润电力“敢为人先的创新

精神”滋养下，善于学习、勇于革新成为项
目组员工自觉的思维与习惯，在机组选型、
风机招标、 陆上集控中心设计及智慧运维
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创新。 截至目前，项
目已取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 项、 省部级
QC 一等奖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其他
省部级奖励 2 项，另外还有 45 项专题奖项
正在积极申报中。

●● 笃定前行
咬定目标不放弃

“苍南 1 号”创造的纪录背后，有着太
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2022 年 3 月初， 项目施工通航安全保
障方案评审工作被叫停， 项目迅速成立专
项工作组， 与设计院和监管单位就方案进
行多番论证，在一个月内优化了 40 多版方
案。努力最终得到回报：2022 年 4 月 14 日，
方案顺利通过评审；同年 5 月 10 日，水上
水下施工许可获批， 为完成年底既定目标
奠定了坚实基础。

风机布置方案通过，施工步入正轨，生
产现场每天都热气腾腾， 项目组成员看着
设备陆续进场， 唯一的目标就是坚持精益
求精，秉承工匠精神，确保质量到位。 海上
施工和安装难度巨大， 每一环节都极具风
险和挑战。 海上升压站的施工主要包括水
下沉桩和桩内清泥、导管架安装和调平、连
接段水下灌浆和养护、 上部组块海上安装
四大关键施工项目， 其中吊具及上部组块
本体重量超过 3000 吨，无法用常规方式进
行吊装，需要借助大型起重船完成。当时正
值国内海上风电项目施工高峰期， 大型起
重船一艘难求。

“找船！ ”项目组及各参建单位迎难而
上，积极应对，历时近一个半月，合力调研
国内海上现有船机实际情况， 先后联系华
西 5000、浩博海工、振华 30 等满足条件的
供应商，然而这些船舶不是没有档期，就是
距离较远无法到场。

经过与船方及海事主管部门多轮沟通
和协商，进行反复比对，终于选择到合适的
船舶进场施工， 同时研究制定一套操作性
强、安全可靠、经济可行的施工方案，确保
运输、吊装、整体安装顺利完成，各项技术
指标符合设计要求。 这也造就 “苍南 1 号”
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国内最短建造工期纪
录，一次性完成海上安装的好成绩。

“苍南 1 号”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其
中包括单船单月 21 根沉桩， 历时 82 天完
成全部 49 根单桩沉桩， 以及单月敷设 30
根 35 千伏海缆等。 项目荣膺浙江省重点建
设项目 2022 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红旗”

项目，苍南县年度“骏马工程”等奖项。 “润
电人”坚定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始终咬
定目标不放，在“盲区”和“难区”中勇往直
前。这种坚守精神汇聚成源源不断的动力，
推动着华润电力向更高峰进发。

●● 自强不息
相信奋斗的力量

若问 “苍南 1 号” 成功的秘诀，“润电
人” 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相信奋斗的
力量！ ”在大海深处，来自 40 多家参建单位
的上千名参建人员，通力合作、攻坚克难，
共同创造出一曲“拼搏永不止步”的恢弘交
响乐章。

在海上升压站的调试过程中， 为赶送
电、抢并网，20 余位调试人员从 2022 年 10
月开始，在海上升压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期间， 陆续有建设者因感染新冠病毒出现
高烧。 调试工作负责人智德飞一度烧到
39.6 摄氏度，在身体状况略有好转后，又主
动承担起照顾其他同事的责任。

风机是海上风电的“穴位”，升压站是
“心脏”，海缆则是贯通海上风电的“血管”，
百川到海、聚能新征，海缆敷设是项目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海缆敷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窗口期，
220 千伏海缆敷设需要 7 天左右， 但在 11
月，合适的天气太少了。 那段时间，我们连
续 130 小时昼夜不停地施工， 争分夺秒加
人加时赶工，用海缆丈量时间的长度，5 天
时间就完成了 26.5 千米海缆的敷设。”机务
专业师李滨翰记忆犹新。

“苍南 1 号” 项目组成员历经风雨，展
现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很多人曾在清
晨伫立于海天之间， 目睹红日从海平线上
升起；有人一年内经历了“艾力”“桑达”“轩
岚诺”“梅花”四次台风；有人见证海上升压
站和 10 兆瓦风机同日安装完成的历史时
刻； 有人在海上升压站经历过 15 天不洗
澡、不刮胡子的“邋遢”日子；还有党员在工
作之余坚持学习，获得公司举办的“党的二
十大知识竞赛”团体第一名。

2022 年 12 月 28 日，“苍南 1 号” 海上
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这片风电场预
计年上网电量可达 13.5 亿千瓦时， 与相同
发电量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 每年可
节约标煤约 42.2 万吨， 节约淡水 400 万立
方米， 并减少相应的水力排灰废水和温排
水排放，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环保效益。 项目
不仅在行业内树立起海上风电全面平价时
代的第一面旗帜，也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全面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助
力县域经济实现弯道超车作出重要贡献。

华润电力已顺利通过竞配获取福建连
江外海 7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苍南 1
号” 二期 20 万千瓦扩建项目并获得核准。
乘风破浪，向海图强。 在华润集团“1246”模
式的指引下， 华润电力已正式将清洁能源
步伐迈向了辽阔大海， 奋力谱写海上风电
新篇章， 向着成为世界一流的清洁能源供
应商和综合能源服务商的愿景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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