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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领域又传来好消息。 近日，宁夏 300 万
吨/年 CCUS 示范项目在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全面开工建设。该项目在全球首次实现现
代煤化工和大型油气田开采之间的绿色减
碳合作，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在业内看来，该项目的实施为现代煤化
工行业低碳化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同时为我
国大规模开展 CCUS 项目建设， 实现末端
减碳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市场化积累实践
经验，可有效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 现代煤化工牵手大型油气田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宁夏 300
万吨/年 CCUS 示范项目是由国家能源集
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负责的 “宁东基地碳
源捕集工程”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负责的“长庆油区（宁
夏）驱油封存工程”两部分组成。 工程将全
球单套装置规模最大的现代煤化工 400 万
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排放的二氧化碳
气体捕集后， 由国内最大的油气生产基地
长庆油田进行驱油封存。 建成投产后，每年
可减排二氧化碳 300 万吨，30 年运营期内，
累计注入二氧化碳 7450 万吨， 累计增油
1700 万吨以上。

项目共包括 300 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
工程、300 万吨/年二氧化碳长输管道、250
万吨/年 CCUS-EOR（二氧化碳捕集、驱油
与封存）和 50 万吨/年 CCS（二氧化碳捕集
与封存），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原则
分三期实施，总投资约 102 亿元。目前，一期
项目已开工，主要建设 50 万吨/年二氧化碳
捕集液化工程、40 万吨/年二氧化碳驱油封
存工程和 10 万吨/年二氧化碳煤矿井下综
合利用工程，总投资约 13.7 亿元，计划 2024
年建成投运。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国家重要的能源
化工基地和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煤化工项
目集中，具有二氧化碳排放大、来源足、浓度
高、易捕集的特点。 以国能宁煤 400 万吨煤

制油项目为例， 项目二氧化碳排放 2490 万
吨/年， 其中易于捕集的 98.5%以上浓度二
氧化碳排放 1245 万吨/年，具有十分优越的
碳源条件。

“以前用于油田驱油的二氧化碳也有来
自煤化工排放的，但一般都是通过中间单位
购买后再进行驱油封存，这个项目是首次大
型煤化工企业和油田企业直接合作。 ”新疆
敦华绿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玉兵
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和煤电厂等排
放的二氧化碳相比，煤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
浓度高，能达 90%以上，因此捕集成本低，且
经济性较好。 ”

●● “最为现实有效可行的减排技术”

据了解，CCS 是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排
放源中捕集分离后直接加以地质封存，以实
现减排的工业过程。 CCUS 则是在 CCS 基
础上增加碳利用过程， 延展碳产业链条，更
具商业价值。 目前，二氧化碳利用主要包括
地质利用、化工利用和生物利用三大类。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全球利
用 CCUS/CCS 减碳将在 2030 年、2035 年、
2050 年分别达 16 亿吨、40 亿吨和 76 亿吨，
分别占 2020 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4.7%、
11.8%和 22.4%。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全球大型二氧
化碳捕集埋存项目共 28 个， 年二氧化碳捕
集能力 3816 万吨，其中 22 个 CCUS-EOR
项目年捕集能力 2926 万吨，占比 77%，是目
前主要的埋存减碳方式。

“CCUS-EOR 是目前最为现实有效可
行的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通过捕集-运输-
驱油-埋存减排增效，可形成潜力巨大的新
型产业链价值链和产业集群，有效支撑化石
能源企业绿色低碳持续发展，为国家能源安
全转型过渡和双碳目标实现做出重大贡
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士义此前在第七届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国际论坛上指出。

徐玉兵也表示：“目前全世界公认二氧
化碳用于驱油、 封存是 CCUS 最有效的技
术途径。二氧化碳用于驱油能够提高原油采
收率 10-20%，目前能够看到有收益的，只有

EOR 有可能实现。其他的利用方式，技术并
不成熟，经济性也相对较差。 ”

●● 新产业培育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 全球 CCUS-EOR 项目主要集
中在北美。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 CCUS 产
业链技术配套逐渐成熟， 工业化应用持续
快速扩大， 并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标准体
系和产业链。

在我国，中石油自 1960 年代开始探索，
形成较为完整的陆相油藏 CCUS-EOR 技
术和标准系列，持续引领产业发展。 2022 年
中石油年注入二氧化碳超 110 万吨，CCUS
进入工业化示范应用新阶段。中石化也开展
了多种油藏类型二氧化碳驱油提高采收率
技术攻关，取得明显的效果。

“利用石油企业的资源与产业优势，与
碳排放企业联合，CCUS-EOR 规模化经济
有效驱油和埋存二氧化碳有望实现商业化
运行，可形成新兴碳产业。 ”袁士义指出，“以
中石油为例测算， 仅低渗透油田 CCUS-
EOR 就可增加可采储量 11.1 亿吨，开发价
值潜力 2.8 万亿元以上，同时具有巨大的碳
埋存减排价值。 ”

在袁士义看来，CCUS 全产业链新产业
培育及发展潜力巨大，但需要在观念、规划、
技术、政策等方面配套推进。 “我国 CCUS-
EOR 矿场试验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处于工
业化示范和规模产业应用阶段， 但在捕集、
输送、驱油与埋存等各环节仍需进一步攻关
完善。首先需要解决大量中低浓度二氧化碳
排放源低成本捕集问题， 这制约着 CCUS
规模应用；运输环节中，车载运输方式成本
高，大规模超临界长距离管道输送方面缺乏
经验；驱油则需要进一步提高驱油效率和效
益，加大应用规模。 ”

徐玉兵则建议，应建立国企、民营企业
间的合作机制。 “目前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相
关的项目实践不足，缺乏创新机制，落地的
项目较少。主要的资源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
里，许多有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也需要参与
进来，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才能有效激发
活力。 ”

在全球首次实现大型油气田开采和现代煤化工绿色减碳合作

我国 CCUS 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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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网统调负荷
首次突破 700万千瓦

图为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在高温期间开展不停电作业。 吕博睿/摄

本报讯 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获悉，5 月 22 日 22 时 21 分，海
南统调负荷今年五创新高， 首次达
700 万千瓦， 较往年历史最高（647.4
万千瓦）增长 8.1%。 同时，海南统调
发电量也第三次创新高， 达 1.4986
亿千瓦时， 较往年历史最高电量
（1.3814 亿千瓦时） 增长 8.48%。 目
前，海南电力供应平稳。

据了解，受经济回暖、海南持续
高温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电力供应
需求持续增长。 自 5 月 6 日起，海南

统调负荷今年首创新高 （666.2 万千
瓦）以来，海南统调负荷已五创历史
新高。特别是今年多次负荷创新高均
发生在凌晨 0-1 点时段。 海南电网
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经理吴明轩
介绍说：“今年负荷创新高峰值时段
相比以往有所不同，大多出现在夜间
凌晨时段，主要原因除受高温天气影
响夜间空调负荷快速增长外，还叠加
了夜间新能源汽车充电负荷冲高等
因素。 ”

目前海南高温天气还将持续，全
省用电负荷将保持高位运行。为做好
高温天气下的电力供应，海南电网将
及时优化省内开机方式安排，提升全
省的电力供应能力；优化停电计划检
修，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和重要用电时
段停电施工，采取转供负荷、带电作
业等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稳
定用电。同时加强电网设备重过载监
视以及设备高温过热运维，及时发现
和消除缺陷隐患，避免设备过载。 此
外，海南电网将全面加强负荷用电跟
踪分析，合理安排电网运行，并全力
挖掘发供电能力，做好城乡居民防暑
降温的电力保障。 （林娟 陈超）

图为南方电网海南输电运检分
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对万宁 220 千伏
红牵 I 线开展带电自主检修工作，保
障迎峰度夏期间线路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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