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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俊 刘青山

12月 19日，西北油田塔河、顺北
两大区块相继落下今年冬天第一场
瑞雪。沙海变雪海，为冒着严寒确保
全年任务完美收官的大漠石油人带
来喜悦。今年，西北油田不但圆满完
成了原油、天然气生产任务，而且各
项环保指标均达到国家和地方保护
标准。

目前，沙漠戈壁脆弱的生态系统
让石油开发如履薄冰，西北油田面对
顺北新区块建产和塔河老区块的中
后期开发两大任务，既要确保开发的
顺利进行，又要保证最大限度地保护
生态环境。两年以来，西北油田大力
研发环保技术，其中2023年开展立项
攻关17项，今年完成9项。

回水处理
化学法变物理法环保降本双提升

10 月 20 日，在西北油田二号联

合站水处理现场，技术人员采用新工
艺处理油田采出水。采出水含油量
由每升2893.4毫克下降到20.2毫克，
悬浮物固体含量由每升 87.8 毫克下
降到 20.4 毫克。净化后的采出水再
经过气提改性后，水体腐蚀性等各项
指标均满足注水水质标准。

从2010年到2021年的12年间，
该油田油藏采出水量和综合含水逐
年上升，原油的综合含水由37%上升
至57.5%，采出水量由11500吨/天上
升至29000吨/天。巨量的采出水，给
地层和地面环保带来了压力。油田
开发后期，替油注水工艺的大量用
水，为采出水提供了利用前景。

然而，西北油田采出水矿化度
高，且含有硫化氢、二氧化碳等介质，
水体腐蚀性较强，直接回注替油，不
但污染水体，而且存在腐蚀井筒和管
柱风险。

原来的“预氧化水质改性”工艺
和设施，虽可使采出水达标，但加注
有复合碱、净水剂等水处理化学助

剂，建设投资大、运行成本高，且对地
层存在伤害。

去年，科研人员研发了以物理法
工艺为主的“气旋浮净水+气提水质
改性”水处理技术，通过装置的改变，
达到了净化目的，将传统的 8级净化
流程优化为4级，大幅提高了水处理
质量，降低了污染风险。

化学处理转向物理处理，每吨水
处理综合成本由 3.2 元下降至 1.5
元。该技术在西北油田二号、五号联
合站应用，每天处理采出水 1.1 万立
方米，水处理综合成本每年降低 441
万元以上。

锅炉改造
分段分级降氮升温两兼顾

西北油田地处西部边陲，极寒天
气多，塔河地下稠油黏度高，必须用
加热锅炉（水套炉）加温才能进行开
采和集输。据统计，在广袤的西北大
漠 里 ，目 前 在 用 的 燃 气 加 热 炉 共

1978 台。这些加热炉几经改进，基
本上实现了废气的达标排放。但随
着塔河区块开采稠油的黏度增大，对
水套炉的温度提升也有了更高的需
求。用新技术提升温度降低排放，势
在必行。

为了大漠空气洁净，今年开始，
技术人员通过加热炉燃料空气分级
分段配合多枪式燃烧头设计，把空气
和燃料分级分层送入多枪式燃烧头，
产生中心、轴流、旋流等多个燃烧区
域，让炉膛温度降低，火头温度增高，
以此提升热效能。

同时，设计烟气自循环装置回收
烟气余热，同时集成电子精确控制烟
气氧含量，提高加热炉效率，实现节
能减排的目标。

今年 5月，在采油一厂 4-4站和
TK958H井，技术人员对计转站和单井
加热炉分别进行先导试验，在对低氮燃
烧器技术改造后，氮氧化物排放量优于
标准要求，同时加热炉热效率提升
3.7%~4%，节气率在15%以上。

管道防腐
不让一滴原油污染土地

西北油田在沙漠戈壁上有2万多
公里的油气管线，纵横交错于4700平
方公里的区域内。为了防止油气泄
漏污染土地，他们采用各种技术措
施，避免重大刺漏发生。

西北油田的原油对碳钢材质管道
的腐蚀速率较快。为延长管线寿命，
避免剌漏，油田经过长期摸索，攻关形
成涂料防腐技术体系。沿着涂层防腐
这一思路，他们又发展了两大类五小
种涂层，满足不同运行工况的管道及
压力容器内防腐 20年以上的应用需
求。引进金属管线内穿插非金属管技
术，可使管线延长寿命15年。他们还
将在地面应用的非金属管道防腐理念
引入油气井井下，形成耐高温高强度
聚合物纤维复合油管技术。该油管耐
温210摄氏度，可使单井应用成本下
降60%，管柱寿命延长两倍。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油田，秉承“黑色原油，绿色开发”理念，不断研发新技术，改造旧工艺，
守护大漠的水体、空气和土地

为千里大漠加装环保“护栏”

精打“七寸”保安全
丁玉萍

打蛇打七寸，抓事抓要害。冬季是
事故易发、高发期，眼下又是年终岁尾冲
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做好安全
生产非常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抓主要
环节，采取非常之举，拿出非常之策，找
准安全隐患痛点，敢于亮剑除“病灶”，打
赢全年安全生产保卫战，蓄力起步迎接
新一年安全生产开门红。

拧紧思想安全阀。安全事故发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全第一”的意识不
牢。我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
任人。各企业单位应通过组织干部员工
学习、广泛开展讨论、进行安全警示案例
分享、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营造讲安
全、强作风、守规矩的良好氛围，让“零事
故”“零伤害”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引
导员工树牢安全理念、筑牢安全防线。

抓住落实关键点。多年来，各企业
已经形成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这
是抓好安全生产的基础和根本。我们要
牢牢抓住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加强
日常安全监督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发挥职能部门监管作用，加大安全生产
监督力度；同时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考核
和追究，真正把责任落实到安全生产每
个领域、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名员工，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打好安全组合拳。面对冬季安全生
产这场“大考”，必须全方位联动，针对冬
季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全
面升级安全管理，加强现场作业管控，完
善生产应急预案，落实防冻保温措施，做
好设备维护、员工培训、现场巡查等各个
方面工作，“稳准狠”打好冬季安全生产
组合拳，为安稳生产保驾护航。

本报讯 近日，中原油田首个大型油气
储存基地雷电预警系统在该公司天然气处
理厂应用，标志着中原油田在工业安全领
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悉，该系统专门为化工行业设计，特
别适用于油气站库等易燃易爆场所。该系
统以地面大气电场传感器为核心，通过获

取大气电场变化，实现对临近雷暴的预知，
不仅有助于减少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降
低危害程度，还能有效减少经济损失。

该系统通过通信设备和室外报警系统
发布预警信息，及时通知辖区内人员，使其
在安防预案的指导下规避潜在危险，从而
免受雷击伤害。此外，该系统采用FSM测

量技术，可实时监测 20 公里内的雷云变
化，提前 30分钟发出三级雷电警报，即使
在断网断电时也能持续发出预警信号。该
系统采用 IP65场磨式大气电场仪，具有耐
腐蚀、高精度、无零点漂移的特点，确保雷
电不漏报。

（魏园军 朱晓威）

胜利石化
实现产废源头减量化目标

本报讯 今年，胜利油田胜利石化污水
处理装置剩余活性污泥排放量由去年每
天 100吨降到 20吨左右。截至 11月底，
污泥排放总量同比减少16500吨，实现产
废从源头减量化的目标。

该厂污水处理生化装置采用活性污
泥处理工艺。该工艺利用含有大量活跃
细菌、微生物的污泥来净化污水。为保持
这些微生物的活性，每天需定量将部分老
化的剩余活性污泥排出。以前的排泥方
式占用较多的储存空间，同时这些排出的
高含水剩余活性污泥脱水后，产生的污水
携带大量药剂，再返回装置进口循环处
理，增加了污水处理成本。

针对这个问题，该厂积极攻关，对剩
余活性污泥排放流程进行调整，对相应的
流程进行“微改造”，将剩余活性污泥先在
后浮池内进行初步的泥水分离，降低污泥
含水率后，再排出系统外进入污泥暂存
池；分离后的污水打回生化池，不再回到
装置进口循环处理。

如今，排放的剩余活性污泥含水率大
大降低，不仅节省污泥储存空间，还减轻
了后续污泥处理单元的生产压力。

（李崇辉）

广西玉林石油
开展天然气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 日前，广西玉林石油全面开展
天然气安全专项检查，确保天然气安全经
营。

该公司成立天然气安全检查行动队，
对照天然气安全管理细则，在现场细致检
查防静电措施、设备维护、规范操作等内
容，了解员工在天然气安全管理上的落实
情况，堵塞管理漏洞。经过此次检查，该
公司优化了天然气管理措施3项，整改问
题4个，进一步夯实了天然气安全管理基
础。 （吕政华）

中国石化重点建设工程扬子石化炼油结构调整项目进入开车关键阶段。连日来，该项目部成立党
员突击队，开展“查隐患扛红旗”专项竞赛，对关键仪表、阀门等进行测试，网格化抓好隐患排查，及时处
置 10余项隐患问题，为装置开车做好准备。图为 12月 20日，渣油加氢联合装置员工排查装置关键部位
隐患。 李树鹏 摄 杨丽霞 文

查隐患保开车

孙丽颜

12月 13日 14时，雨夹雪刚停，济南炼化仪控中心仪
表维护一班员工温波岩就带领徒弟刘如琰、张天琪，来到
S Zorb装置检查仪表防冻凝情况，并对可能有冷凝的引
压管线集中排凝。

连日来，山东省济南市进入雨雪冰冻模式，15日起迎
来零下15摄氏度的暴雪极寒天气。仪表维护一班7名员
工提前进入临战状态，依据所辖装置特点、介质特性和仪
表状况，结合防冻防凝方案，分门别类查验防冻防凝措施
落实情况，确保不冻坏一台仪表、不冻坏一个阀门。

“我们以班组区域网格为依托，把 11套装置 11000
台件仪表防冻凝责任落实到每一名员工。”维护一班班长
巩航说。他们利用新一轮寒潮到来前的宝贵时间，“地毯
式”排查保温伴热、仪表保温箱、疏水器、电伴热元器件等
是否正常，做到问题即查即除，防患于未然。

班组提前一周给装置仪表灌注乙二醇防冻隔离液，并
注意适当延长试压时间，逐台调试，保证防冻隔离设施系统
可靠。“仔细检查隔离罐、排凝阀和引压管壁处有没有渗漏，
引压管、隔离罐保温棉务必捆实勒紧。”巩航一边嘱咐一边介
绍，“乙二醇隔离液凝点很低，能有效避免极寒天气仪表发生
冻凝。”

风口、高处等特殊位置雪寒风冽，温度更低，特别是
重油、渣油、蜡油等易冻易凝物料仪表更容易“感冒”。巩
航带领班组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加大特护力度，提前为特
殊仪表和关键阀门“穿衣加袄”，及时清理积雪防止阀门
防雨帽、排气孔堵塞，将一台台重要仪表设备保护到位。

为确保应急处置规范到位，班组人员见缝插针复习
防冻防凝注意事项、维护技巧及操作要领，备足备好保温
棉、暖宝宝等应急物资。一旦仪表设备出现反应迟缓、假
指示等冻堵现象，班组维护人员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处
置抢修。“这么冷的天，不能有一丝侥幸，必须做足万全准
备，绝不能让‘万一’发生。”温波岩说。

17时 20分，温波岩和徒弟们在现场忙活了3个多小
时，陆续返回操作室，迫不及待地把冻得快没知觉的手放
到暖气片上。

仪表设备都“暖和”了，现在轮到他们暖暖了。

陈 清

“天真冷啊！”12月 19日，江苏油田采油二厂卞杨生
产班站杨三采油岗巡井员工陈清和叶成青徒步4个多小
时从井上回来，捂了捂冻得发红的脸颊，在值班室不停地
跺脚。

正常天气骑车巡检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而经过一场
大雪的洗礼，道路湿滑，车辆出行受阻，巡检只能靠步行，
而且要特别小心脚下安全。为保证平稳注水，按时巡检，
早上8点，两名巡井员工便出发扫积雪、巡检、取样、调配
水。

冬天的湖区特别冷，风特别大，厚厚的棉工服也阻挡
不了寒风。面对恶劣天气给生产一线带来的各种困难，
班站岗位员工为了不耽误生产进度，战严寒、抢时间，在
保障安全生产的基础上，提前准备、积极应对，做到物资
到位、人员到位和措施到位；严密监控油井、设备、管线的
生产运行温度和压力参数，对油井和集输管道采取冬防
保温措施，确保不冻坏一台设备、不冻堵一米管线。

风雪中，员工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拿起铁锹、扫帚，迅
速清理井场。“下雪前，我们在设备保养、物资准备、生产物
资检查方面下了大功夫。下雪后，为了保证安全生产，我
们组织员工清扫道路和井场积雪，做好结冰路面的清除工
作，并加大设备及管线的巡查力度，防止因化雪低温造成
冻堵事故，上井调整用气量次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两倍。”岗
长张勇说。

19日一上午，该班站杨三采油岗共恢复主干道一条、
徒步巡护各类管线47条、抢修井口加热炉1台、连接气管
线1井组，未发生一起交通安全事故和停井事件，保障了
生产平稳运行。

陈伟伟 张霄敏

“酸性气引入装置，注意观察后续指
标，稳控参数。”日前，经过 50天的检修改
造，金陵石化炼油四部 5号硫黄回收装置
实现一次开车成功，标志着该装置圆满完
成“超级克劳斯”项目改造，显著提升公司
酸性气处理能力和生产效率，为实现“近零
排放”目标奠定基础。

“这是‘超级克劳斯’技术在大型炼化
装置上与氨法脱硫工艺的首次组合应用。
我们又创造了一个第一！”炼油四部经理赵
勇激动地说。本次增加的“超级克劳斯”工
艺制硫黄技术采用全新的国产工艺和国产
专用氧化催化剂，可使装置单质硫回收率
提高至98.5%以上。

“项目实施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将设计
值安全放大，这项工艺之前只在2万吨/年的

中型装置上有过使用数据。”该装置副主任
吴迪说。

该公司注重全过程保质保量，在项目
设计初期就多次和设计院的专家团队反
复沟通论证，全力以赴把可能出现的问题
与困难都识别出来并对症下药，确保实现
预期目标。他们应用模拟软件对流程逐
步拆解，根据公司整体情况优化新单元各
项工艺数据，为装置量身定制绿色环保措
施。

为了更好地应对工艺放大带来的影
响，本次项目改造中格外注重新增设备的
安装及使用，组织专员从设计、施工、开工
三个过程开展各类设备验收，对设备的焊
接防腐、安装质量、气密性能等全面把关。
严格执行催化剂装填方案，在施工网格中
单独列出催化剂装填负责人，建立催化剂
装填专用记录，方便不同班次人员做好数

据交接，提前2天完成催化剂装填，实现装
填达标率100%。

此外，他们还组织劳模创新工作室高
技能人才编制《标准操作法》口袋书并发放
至班组学习。针对岗位操作中变化的内
容，组织技师团队开展多期“技师带现场”主
题培训，根据不同岗位开展精准培训，为开
工稳运行奠定基础，保障新单元真正发挥
作用。

“该项目将为国内大型炼化企业建设
提供更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技术数据，
自主研发催化剂、生产工艺等多个项目正
在申请国家专利。此次改造本身也正在申
报集团公司重点攻关科研项目。”炼油四部
党总支书记顾宇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不
断摸索提升，努力将这个清洁、高效、绿色
的装置运行好、维护好，争当石化行业绿色
发展的先行者。”

本报讯 近日，集团公司2023年度各企
业加热炉热效率年度检查结果揭晓，中科
炼化炼油片区和化工片区加热炉加权热效
率均排名前列。今年以来，中科炼化多措
并举降低装置运行能耗，收到良好效果。

中科炼化抓住加热炉这个能源消耗“大
户”，围绕降低排烟温度、降低排烟氧含量、减

少漏风和不完全燃烧损失等关键环节，采取
一系列节能措施，确保加热炉高效率运行。
公司设备工程部制定了“一炉一方案”操作
法，对26台加热炉实行优化操作，有效降低
燃料气用量。他们每月组织加热炉专业检测
队伍对各区域加热炉热效率进行监测，分析
比对热效率变化趋势，结合差异性优化操作。

针对装置运行周期末段设备调整优化
难度大等实际，中科炼化开展“红旗炉”劳
动竞赛，每季度对加热炉运行指标进行综
合评价，调动了员工精心操作、精细管理的
积极性。今年，该公司通过提高加热炉加
权平均热效率，节约成本770万元。

（聂冬生 张鑫方）

创新工艺提升装置酸性气处理能力

中科炼化“一炉一方案”提升加热炉能效

中原油田首次应用防雷电预警系统

严防设备“感冒”

风雪无阻保生产

寒潮来袭，为保障各生产装置平稳过
冬，上海石化热电部加大防冻防凝工作的
巡检力度，检查各设备及各个排水口，对
破损、老化的设备进行闭环整改。图为员
工记录巡检设备情况。

曹 政 摄 陈思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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