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冷空气影响，当前，我国北方大部分
地区夜间气温已降至零下， 天然气供应量
随之大幅增加。

相关数据显示，气温每下降 1 摄氏度，
城市燃气需求量将增加 3%-5%。 以北京为
例，冬季气温每下降 1 摄氏度，天然气日均
供应量增加约 200 万立方米； 每下降 5 摄
氏度， 每日需增加天然气供应 1000 万-
2000 万立方米。

为了给冬供“加油打气”，油气企业多
措并举夯实保供基础，进口 LNG、储气库
等多元互通，全力保障燃气供应稳定充足。

■■ 各地气田加码冲锋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8 日，中国
石油已累计生产天然气 421.88 亿立方米。
数字背后， 是各大主力气区的未雨绸缪和
精心部署。

在我国最大产气区———中国石油长庆
油田，7000 多名采气员工忙碌于新井投产
和重点工程建设， 长庆油田日产天然气量
超 1.48 亿立方米。 “今年春季供暖结束后，
我们着手编制了新一轮冬季保供工作手
册，对 19 座天然气净化处理厂、300 座集气
站、3 万多公里天然气集输管网进行拉网
式‘体检’，确保每一口气井以最佳状态迎
峰保供。 ”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气田开发事
业部副经理李莲明说。

作为我国陆上第三大油气田和西气东
输主力气源地，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实施
针对性提产措施， 深入挖掘各气田供气潜
能。 10 月末，该田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2

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另外，西气东
输第一站位于西气东输一线最西端， 承担
着塔里木油田 85%以上的天然气外输任
务， 是连接天然气上游各气源地和下游输
气管网的重要枢纽站。截至目前，西气东输
首站累计输气量超 3400 亿立方米。

常规天然气不断发力的同时， 非常规
天然气也向投产更进一步。

在中国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田，新井
进入密集投产模式。 截至目前，涪陵页岩
气田投产气井达 808 口， 日产量保持在
2000 万立方米以上高位运行。在中国石油
西南油气田公司， 目前页岩气产量已达
100.51 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11.75%，连续
4 年产量突破 100 亿立方米， 成为天然气
上产重要“增长极”。 与此同时，西南油气
田公司还建成四川盆地首座百万立方米
致密气生产平台， 合计日生产天然气超
100 万立方米， 夯实了今冬明春天然气保
供资源基础。

此外，我国煤层气产量也不断提升，为
天然气供应“扩容”。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地面开发的煤层气
年产超过 70 亿立方米，累计生产煤层气超
过 700 亿立方米。

■■ 储气库“冬粮”满仓

“十三五”以来，我国储气库进入快速
建设期，调峰保供能力日益增强。

10 月 26 日，我国最大天然气地下储气
库———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呼图壁储气库全
面关井停注，第十一注气期圆满收官。该储
气库在本周期内累计注气 29.7 亿立方米，
已连续 5 年库存量突破百亿立方米， 刷新
连续高强度注气纪录， 在保障新疆地区和
西气东输管网沿线城市天然气供给和季节
调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冬季保供期，
我们将通过新井逐步扩容达产、 老井优化
压差增供等有效措施， 提升储气库调峰保
供能力。 ”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储气库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徐长峰表示。

为充分发挥储气库在燃气保供中的压
舱石作用，今年以来，各大储油气田纷纷加
大储气库建设力度。

在长庆油田，储气库群建设按下“快进
键”。 长庆气区储气调峰能力不断提升，超
前组织储气库群注采轮换，为冬供“囤粮”。

在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当前，储气库管
理中心所属储气库在采气高峰时气量可达

600 万立方米， 可让 2000 余万户居民温暖
过冬。 中原油田卫 11 储气库已于 11 月 15
日上午正式开启采气井阀门， 通过管网供
向千家万户， 标志着中原储气库群正式拉
开第二轮采气周期序幕。

在中国石油华北油田， 储气库扩容达
产力度空前。今年注气工作开始以来，储气
库群 50 口注气井先后投入运行，12 台压缩
机开足马力，最高日注气量超 1400 万立方
米， 连续 120 天日注气量超 1000 万立方
米， 创历年投运机组最多、 注气开井率最
高、注气进度最快的纪录。 其中，新建文 23
储气库将于今冬正式加入保供行列，届时，
储气库群采气能力将达到 23 亿立方米。

业内人士指出，注气足、创新高是今年储
气库的代名词，天然气“冬粮”满仓，储气调峰
能力改善将为天然气冬供提供有力保障。

■■ LNG 供应持续发力

气田和储气库发力的同时， 液化天然
气（LNG）供应也在持续发力。

11 月 15 日，一艘来自卡塔尔的世界最
大型 LNG 运输船“阿尔达夫那”号轮靠泊
在河北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中国石油唐山

LNG 接收站码头， 装载的 26 万立方米
LNG将为京津冀地区送去“暖气”。 据了解，
这是该 LNG 接收站自 2013 年投产十年来
接卸的第 472船。目前，接收站 LNG储罐总
存储量居于高液位，正式开启为期 5 个月的
高负荷送暖模式， 最高日外输量达 4200 万
立方米，占北京冬季最大用气量的四成。

中国石油天然气销售公司相关人士表
示，保障天然气供应，就要确保冬供季接得
进船、储得下液、输得出气。

据了解，中国石油唐山 LNG 接收站码
头共有 8 座 LNG 储罐，保供京津冀地区的
能力进一步加强。 上述人士表示，8 个储气
罐的储量相当于 8 亿标准立方米天然气，
按以往数据测算，冬供期间，大约可保障北
京市一周左右的用气需求。

作为另一供气主力军，中国石化 LNG
供应能力也不断增强。据中国石化介绍，我
国首座 27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在青
岛 LNG 接收站正式投用。该储罐将新增储
气能力 1.65 亿立方米， 可满足 216 万户家
庭供暖季 5 个月的用气需求。截至目前，中
国石化青岛、天津 2 座 LNG 接收站总储气
能力可达 16.8 亿立方米。

冬供开启，气田开足马力增产，储气库
超额完成注气计划，LNG 保通保畅， 供气
企业全力保证安全供气不间断， 优质服务
不掉线， 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冬季保供
“大考”。

气气田田铆铆劲劲增增产产、、储储气气库库超超额额注注气气、、LLNNGG 保保通通保保畅畅

多多举举措措保保供供，，油油气气企企业业马马力力全全开开
■本报记者 渠沛然 吴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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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
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我国
能源领域的合作建设成果丰硕， 目前已同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
文件， 各类绿色能源项目建设相继落地并
稳步推进，让这条高质量“丝路”不断焕发
光彩。

作为清洁能源“走出去”的央企，中国
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广核能源国际”）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从加强电力设施“硬联通”到深化
技术标准“软联通”，再到促进与当地人民
“心联通”，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注入了
绿色能量。

中广核能源国际党委书记、董事长时伟
奇近日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我们有幸参加论坛企业家大会并签署海
外能源合作备忘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重要指导原则，以及推动绿色能源合作相关
行动，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深耕国际能源合作
的信心与决心。 ”

■■ 能源设施“硬联通”，
铺就绿色丝绸之路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多年
来， 中广核能源国际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之
路，持续深化与东南亚、南亚、南美等区域

能源合作，提升当地能源基础设施水平，助
力当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立足核心能力，依托中广核在国内核
电和新能源领域 40 余年的运营、 建设经
验，以及国际化项目自主建设及运维经验，
我们建设投运了一批气电、风电、光伏、生
物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为当地提供安全、
清洁、高效的能源解决方案，助力项目所在
国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时伟奇介绍。

在马来西亚， 中广核 EMPP 电厂于
2022 年全面投产，是东南亚规模最大、发电
效率最高的联合循环燃气发电厂， 年发电
量可满足马来半岛近 10%的年用电量。 在
巴西， 中广核自主建设 LDB 风电扩建项
目、TN 风电项目， 成功将中国成熟风机引
入巴西，TN 项目每年可 “点亮”43 万户巴
西家庭。在老挝、南非等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陆续签署一批清洁能源合作协议，与更
多合作伙伴携手推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

“目前，公司已形成‘一横两纵’全球发
展布局，构建了以气电、新能源为主的清洁
绿色多元的资产组合， 形成四大区域中心
和经营发展平台。 ”时伟奇说，中广核能源
国际在运在建项目遍布马来西亚、 孟加拉
国、法国、巴西等 15 个国家，境外控股装机
规模超过 1100 万千瓦，成为东南亚领先的
独立发电商，以及马来西亚第二大、法国第
四大、巴西第五大独立发电商。

近五年来， 中广核能源国际为全球各

国提供的清洁电力超过 2600 亿千万时，清
洁能源环保效益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2.1
亿吨，相当于种植 56 万公顷森林。

■■ 技术标准“软联通”，
共绘合作共赢之路

十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
扩展到“软联通”。 其间，中央企业在技术、
规则、管理、标准等“软联通”方面取得了实
打实的成就。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广核能源
国际充分发挥产业优势， 同有关国家在能
源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等方面深化合作，实
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依托海外能源项目建设，我们积极探
索将国内先进技术和经验优势带到各个国
家，携手产业链上下游‘同船出海’，同时带
动当地产业优化升级。 ”时伟奇介绍，在风
电领域，巴西 LDB 风电扩建项目和 TN 风
电项目成功将中国风机整机设备引入巴
西，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24 家企业共同出
海，实现了中巴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共赢。
在燃机发电领域， 马来西亚吉马电厂在大
修中积极引入国内检修力量， 成功应用国
内先进维修技术与管理理念， 实现大修质
量、成本、机组效率等关键指标全面创优。
在光伏领域，积极牵头国内逆变器供应商，
联合定制研发国产交流 400V 集中式逆变
器，并顺利完成巴西光伏项目技术改造。

与此同时， 中广核能源国际充分发挥
企业平台和引领作用，积极输出行业标准，
推动构建产业链共赢生态圈。 在燃机发电
领域，加强与全球同行共商共议，通过搭建
全球燃机发电峰会等平台， 呼吁全产业链
协同提高能效水平，开展技术创新，共同推
进行业发展繁荣。 携手中国电机学会燃机
发电专业委员会发布 《国际两部制电价购

售电合同下燃机发电运维指标体系》，输出
燃机发电运维指标领域的 “中广核方案”，
填补了行业空白。

■■ 守望相助“心联通”，
共建共享幸福之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企业‘走出去’更要‘走进去’，真正实现
落地生根、民心相通。 ”时伟奇表示，在国际
化经营过程中， 中广核能源国际始终秉持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主动融入项目所
在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助建立更可持
续的生活方式。

作为高度国际化的企业， 中广核能源
国际坚持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策
略，通过属地化招聘和培养方式，既优化区
域公司人力资源结构， 又带动当地就业和
人才培养。 目前， 该公司属地员工占比近
90%， 近五年为各国提供超过 6000 个就业
岗位。 “今年 8 月，我们与国内相关高校签

署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人才培养合作协
议，双方将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
现场工程师委托联合培养班等合作， 为老
挝培养数百名新能源领域专业人才。 ” 时
伟奇介绍。

中广核能源国际长期支持项目所在国
的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事业发展。 在马
来西亚，积极开展“埃德拉助学计划”公益
行动，惠及东南亚 2.8 万名学生，同时开展
弱势群体就业帮扶、物资援助等行动，累计
援助超过 2400 户贫困家庭。 在巴西，长期
援助当地幼儿园和残疾人球队， 同时通过
风电项目投资建设， 帮助巴西东北部干旱
地区减贫脱困， 带动州公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 在老挝，民生工程与项目开发建设同步
推进， 致力于投资一个项目， 带动一方经
济，造福一方人民。

中广核能源国际的一系列履责行动，
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树立了良
好的中国企业形象， 更逐渐形成与当地融
合共生、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为为““一一带带一一路路””能能源源合合作作注注入入绿绿色色动动能能
———访中国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时伟奇

■本报记者 杨晓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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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随着北京正式供暖，
由中国能建华北院 （以下简称 “华北
院”）设计的全球首台 9F 级燃机烟气余
热深度回收利用项目———华能北京热
电厂燃机烟气余热利用工程正式投运，
助力北京今冬明春供暖。

华能北京热电是北京市四大燃气
热电中心之一，对北京市供热保障发挥
着重要支撑作用。 在国务院发布的《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部署下，
华能北京热电厂燃机烟气余热利用工
程被列入重点项目，写入《北京 2018 年
能源工作要点》， 早在立项前期就已明
确 “在清洁供热领域做到技术领先、系
统可靠、 经济可行的示范引领作用”的
定位。

华北院作为该项目设计单位，充分
发挥在烟气余热深度回收高效利用领
域积累的先进技术及专业优势，创新性
研发应用了板式换热、模块化换热等新
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技术，通过在天然
气联合发电系统余热锅炉后设置烟气
余热深度回收设备，进一步降低排烟温
度，同时通过热泵技术，将回收的热量

提质送达城市集中热网。四台余热锅炉
排烟温度降至 30℃， 共计深度回收烟
气余热 263MW，在不增加天然气耗量
的情况下实现机组供热能力提升，新增
供热面积约 520 万平米，提升了北京市
东部热网供热能力，实现高能效、低污
染、低排放、节地、节水融合发展，切实
助力北京市“双碳”目标实现。

作为国家能源建设领域的排头兵
和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华北院坚持技术
创新，致力于技术更新与迭代，在燃机
烟气余热回收、工业余热回收利用等方
面拥有较强的专业技术和独特优势，持
续提供清洁、低碳、智慧、高效的城市供
热、工业余热一体化解决方案，相继承
接多个烟气余热深度利用项目。

该项目顺利投产， 标志着华北院
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能源发展规
划》 余热回收利用实施工作中拔得
头筹 ，也将为烟气余热利用领域树
立标杆 ，在电力和市政供热行业产
生较大影响 ，同时对城市能源碳达
峰碳中和起到良好的市场引领和示
范作用。 （严乐）

全球首台 9F 级燃机烟气
余热深度回收利用项目投运

11 月 17 日，随着国家电投山东半岛南 U1 场址一期 45 万千瓦海上风电场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该公司
山东能源半岛南海上风电在运规模增至 125 万千瓦，成为山东省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

该项目投产后，182 台风机每年将生产清洁电力 36.5 亿千瓦时，惠及胶东半岛两百余万户家庭。 图为半岛
南 U1 场址一期项目。 汤博文/摄

山山东东首首个个百百万万千千瓦瓦级级海海上上风风电电基基地地诞诞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