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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方碧水蓝天净土
——— 中石化胜利油田履行社会责任纪实
本报记者 段学虎 徐文君 见习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朱向前 李新刚

本报6月18日讯(记者 徐文君) 6月18日，胜利
油田举办“企业开放日”活动。油田职工代表、社区
居民代表、油地新闻媒体记者一同参观了胜利发电
厂、供水公司耿井水厂以及黄河钻井总公司40179钻
井队网电钻机施工现场。活动中不少参观者表示，
通过近距离的参观不仅体现了油田在绿色低碳战
略方面取得的成绩，更感受到油田作为国有企业所
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

据了解，本次“企业开放日”活动系胜利油田第
二次举办，该活动也成为胜利油田借助社会公众监
督，促进油田规范管理、提升效益、履行责任的一种

体现。
18日上午，参观者一行首先来到胜利发电厂，

工作人员向参观者讲述了胜利发电厂在安全环保
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其中包含了胜利发电厂在对
发电机组进行脱硫脱硝改造取得的成绩，和率先在
燃煤电厂开展烟气二氧化碳捕集、驱油与地下封存
关键技术的研究等方面的取得的成绩。

在供水公司耿井水厂，与会人员参观了耿井水
库、水博馆及深度水处理车间。期间，工作人员详细
介绍了饮用水的生产工艺流程，并带领参观者来到
水厂参观自来水的生产流程。

随后，参观者来到黄河钻井总公司已经应用网
电钻机进行施工的40179钻井队施工现场。据工作人
员介绍，施工现场应用网电钻机后不仅能够节能降
耗，还能节省一笔不小的燃油开支，可谓一举两得。

“以前在我的印象里，钻井施工现场存在着噪音大
的问题，没想到这一次来改变了我的认识。”油田职
工代表范永涛说，能够有幸参加本次“企业开放日”
活动，确实学习到很多平时了解不到的知识，接下
来他还将以身作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加
入到宣传胜利油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提质增效的
队伍中去。

治理管道隐患：

让百姓脚下更安全
2015年5月15日，来自东营原油库的胜利原油又一次历经47个小时旅程，到达胜利油

田临淄原油库。这意味着中国石化第一条智能化管道——— 新东辛输油管道项目目前运
行稳定。作为中国石化的重点工程项目，新东辛输油管道项目建设历时18个多月，投产后输
量成倍增加，年输油能力将由目前的300万吨提升至800万吨以上。

有关人士表示，东辛输油管道的“新老交替”对于中国石化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不
仅彻底消除了老管道的安全环保隐患风险，而且满足了齐鲁石化新投入装置生产的需求，
更有利于胜利油田生产经营的安全平稳运行。

无独有偶，2014年5月,胜利油田协调东营市政府，以涉及管道占压、形成安全隐患为由，
对东营市民政局新建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规划重新修改，将其可能对现河采油厂王588-1

井单井管线形成占压之处从设计图纸上剔除，彻底避免了一起新的管道占压事件。
近年来，虽然胜利油田积极采取管道检测、维修更换、巡线维护、技防监控等措施，但各

类管网仍存在局部老化腐蚀严重、打孔盗油(气)等人为破坏，穿跨越点多、与市政管网有交
叉以及非法占压和安全距离不足等问题。有的管线被房屋、工厂占压，有的处在人群密集地
带，有的被池塘、鱼虾池等水域覆盖，仅直接占压隐患就有2874处,其中管径100毫米以上的
管线被占压就达上千处。

面对严峻形势，胜利油田坚持“生产运行服从于安全环保”理念，分7个专题全面梳理各
类管道管理现状，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治理；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原则，成
立11个专业检查组，重点检查油气管网等高风险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

2014年以来，油田与东营等6个地市和济南军区综合训练基地联手，成立了油气管道安
全综合整治会战指挥部，组织开展管道隐患摸排和数据对接，共排查各类管道隐患6650处。
相继开展了油区治理和管道保护“百日攻坚”等7次专项行动，油地联合督查、现场办公90余
次；初步建立了政府督导、油地联动、强力推进的管道隐患联合整治机制。截至2015年6月15

日，已累计治理各类管道隐患3184处，完成总任务量的47 . 88%，超计划进度7 . 59%。

搭建油地沟通新桥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胜利油田举办“企业开放日”活动

加大投入严监管：

“碧水蓝天”行动见实效
“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是中国石化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环保治理行动。胜

利油田高度重视，召开“碧水蓝天”专项行动启动会，制定“环保隐患治理项目管理
流程”，加快项目的报批进度，规范运行管理。

2014年完成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碧水蓝天”环保隐患治理项目5项；完成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下达的其他环保隐患治理项目4项；完成东营市下达的环保隐患治理项
目5项,有效提升了油田污染治理本质化水平。

2015年5月14日，胜利发电厂电研所环保室主任卢鹏兴奋地告诉记者，脱硝
工程被列为集团公司“碧水蓝天”行动重点项目，2013-2014年共投入2 . 68亿元完
成4台机组脱硝改造，脱硝工程投运后，使电厂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从改造前的
800毫克/立方米左右，降低到100毫克/立方米以下，较脱硝改造前下降了90%，
实现了稳定达标排放。

“硝”是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国各地阴霾天、臭氧破坏、空气污染的重要污染因
子。胜利发电厂4台机组全部实施脱硝改造后，每年可减排氮氧化物近2万吨，相当于
63万辆汽车1年尾气排放量的总和。

石油化工总厂投资约2 . 6亿元，完成重油催化装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改造、瓦斯
气回收利用、污水深度处理回用、恶臭治理等20多个环保项目。其中，重油催化装置
烟气脱硫采用国内首套氨法脱硫除尘技术，二氧化硫排放降低到200毫克/立方米以
下，粉尘排放降到50毫克/立方米以下。采取先进的脱硝技术，使氮氧化物排放降到
100毫克/立方米以下，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2010年以来，油田投入约6亿元资金大力实施采油污水减排工程建设。2013年，
胜利油田提前两年实现油田采出水零排放规划目标。累计投资约10亿元建设了4座
大型生活污水厂，日处理生活污水近15万立方米，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在抓好重点污染源治理的同时，认真抓好油田开发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固
体废物”等污染物治理。胜利油田以“碧水蓝天”专项行动为契机，健全污染治理管
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系，推进合同管理，强化重点污染物治理。

胜利油田建成的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技术)示范工程，每天生产液态
二氧化碳100余吨，全年能够捕集、液化二氧化碳3万至4万吨。捕集处理后的二氧化
碳纯度达99 . 5%以上，可全部应用于胜利油田开展的“低渗透油藏二氧化碳驱油先导
试验”，二氧化碳从上天为害变为入地为宝。

加快开发新能源：

26年的锅炉不再冒烟
2013年12月15日10时，位于东营市牛庄镇东南的滨海公安局看守所内，地源热泵

系统开始供暖，成功替代聚园燃油锅炉房。胜利油田地热余热资源开发项目部主任
赵书波指着不远处的烟囱说：“已经不冒烟了。用上地热，烧了26年的锅炉已退出历
史舞台。”

据悉，这是胜利油田首个地热代油供暖示范项目。聚园锅炉房于1987年投产
运行，随着设备不断老化，维修费用逐年增多，供热能耗也不断增大。其锅炉均为
燃油锅炉，燃油成本高达360余万元，而且对环境也有一定污染。

地热资源是清洁可再生能源，胜利油田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地热资
源的开发利用，2014年3月又启动地热及污水余热资源需求调查，确定采油污水余
热、深层地热利用和浅层地热利用三大应用方向，并初步筛选出一批项目。

聚园锅炉房地热代油项目就是浅层地热利用项目，采用地源热泵工艺替代燃
油锅炉供暖。这是一种利用地表土壤热能实现既可供热又可制冷的高效节能系统。

在该项目中，供暖面积3 . 77万平方米，共新建能源井656口，井深120米。这个深度
的土壤层温度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通过一组组埋在地下的U型管换热器，可
在冬季把地层中的热量取出来，提高温度后供给室内采暖，在夏季可把室内的热量
取出来，释放到地能中去。

该项目使用成熟的地热工艺替代燃油锅炉，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据
测算，单位供暖成本仅为改造前的40%，预计年节能效益418万元，年节能量1234吨标
煤，年减排二氧化硫5 . 54吨、二氧化碳3122吨、氮氧化物12 . 79吨。

为加快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胜利油田2013年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的地热及污水余热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工作领导小组，2013年11月又专门成立了地热
余热资源开发项目部。项目部成立以来，建设完成了华瑞锅炉房深井地热代油供
暖、海洋采油厂地热资源利用、景苑西区污水余热供暖等8个地热余热项目，累计实
现新增和替代供暖(制冷)面积67 . 82×104㎡，年节约标煤1 . 41×104t，年减排二氧化碳
3 . 56×104t。

2015年以来，地热余热资源开发项目部正按照油田“两会”工作部署，进一步加
快油田地热余热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工作节奏，认真践行“绿色低碳”战略，在油田转
型发展中积极增添提质增效新动力。

国企的责任是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把能源消耗、资源消耗限
制在最低，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实现企
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通过管道占压、废气治理和新能源利用，为营
造良好的油区生态环境切实履行了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6月18日，胜利油田“企业开放日”活动第一站来到了胜利发电厂，参观
者走进电厂，感受脱硫脱硝的新成果、二氧化碳变废为宝入井驱油的神奇
变革，体会着员工们为“绿色电厂”做出的不懈努力。参观中，不少参观者
表示，胜利发电厂致力于绿色低碳环保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

加快环保提效
兑现“绿色电厂”承诺

“胜利发电厂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的自备电厂，担负着胜利油田生产
生活用电和集中供热任务。截至2014年底，累计发电953亿千瓦时，为油田
节约外购电成本180亿元。”在参观现场，讲解员详细讲述了近年来胜利发
电厂在脱硫、脱硝、油泥砂集中处理、二氧化碳捕集等项目中改进创新，让
参观者对胜利发电厂的绿色低碳做法有了直观的了解。

“火力发电厂燃烧的化石燃料会产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多种
污染物，都是碧水蓝天的杀手。为了在便利生活的同时，保证我们生存的环
境，胜利发电厂始终把绿色低碳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导向，近年来不仅成
功实施了脱硫、脱硝改造，建成了油泥砂集中处理中心、二氧化碳捕集示
范工程，还加快推进脱硫提效、电除尘提效、干除渣等改造项目，不断提
升清洁生产水平。”讲解员说。

为了进一步加快脱硫提效，优化生活环境，2014年电厂从掺烧烟煤、实
施煤炭结构调整源头抓起，优化脱硫运行。在优先选用含硫量较少的燃
煤基础上，电厂不间断对各种工况下的调整试验和技术革新。投产以来，
脱硫系统已组织大的技改35项，三台脱硫吸收塔，每个塔经历的大小技术
改造不下17项，优化运行操作方式30余项，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硫平均净烟
外排浓度为94毫克/立方米 ,低于国家环保部要求的200毫克/立方米排放
标准，也比美国规定的184毫克/立方米排放限值更严格。据测算，电厂年
减排二氧化硫7万多吨，相当于再造树林150万亩。

据了解，在脱硝建设方面，2014年6月，胜利发电厂最后一台机组2号
机组脱硝改造工程顺利试运行，标志着中国石化最大规模的烟气脱硝技
改工程全部投产，比国家环保部下达计划提前了11天。数据显示，当日烟
气出口氮氧化物排放量为每立方米70毫克，这意味着该厂氮氧化物排放
量减少了90%以上。这样一来，预计全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2万吨，相当
于63万辆汽车1年尾气排放量总和。

“以前认为电厂烟囱中呼呼冒出的白烟是有污染的废气，现在才知道
那是脱硫后的水蒸汽，对大气没有危害反而有加湿作用。让我惊讶的是，近
些年来发电厂对废气、废渣等污染物一系列的治理和改进，不仅达到了国
家标准，在脱硫脱硝方面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作为一名居民我们更应
该从身边做起，为我们的碧水蓝天尽一份力。”油田职工代表、山东省劳动
模范郭喜刚在参观后说。

细管理 除隐患
促节能减排增效

据了解，为了从源头上控制污染，节约治理成本，胜利发电厂把配煤掺
烧工作作为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除了每日分析煤炭、机组运行情况
制定最佳的掺配方案，电厂每周都会召开燃料例会，及时调整掺烧方案和
煤场库存。为满足日趋苛刻的环保要求，胜利发电厂开展燃煤结构调整，从
过去的只烧贫煤改成掺烧烟煤。

针对烟煤集中存放易自燃的特点，发电厂制定了《烟煤存储与使用管
理办法》，在煤场采取了喷洒水、测温、烧旧存新、推煤机压实等办法进行
防范，并逐步更换阻燃皮带，拆除输煤系统亚克力护罩，通过水喷雾、无动
力除尘等措施降尘抑尘，降低了输煤安全风险。去年该厂掺烧烟煤100多万
吨，煤耗同比下降2 . 32克/千瓦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净烟浓度分别下降
至94、85毫克/立方米，节能减排综合增效2000多万元。

此外，胜利发电厂出台了《脱硫脱硝在线监测系统及监测数据暂行管
理办法》，每台机组的脱硫、脱硝、烟尘排放情况都要在当天公布，对超标
原因进行分析和考核。为了保证每月环保排放不超标，运行人员每小时抄
表一次，每2小时巡检一次设备，环保系统的运行状况实时掌控。氮氧化物
排放量、液氨消耗量等指标均纳入单位小指标竞赛范围，每月进行评比奖
励。脱硫脱硝在线监测系统投入运行后，5月份，电厂一期机组二氧化硫实
现了零超标。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发电厂，通过对电厂内部工作环境的参观，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他们精细管理的好方法，对安全隐患的治理和对节能减排的贡
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油田职工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杜全芳说。

高标准严要求提升清洁生产水平

胜利发电厂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助力“碧水蓝天”
本报见习记者 邵芳

胜利电厂三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坚持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同频，打造美丽生态油田。图为花园式井站。

建立政府督导、
油地联动、强力推进
的管道隐患联合整
治机制，2014年投入
资金6 . 4亿元，整治
管道隐患1975处。图
为东辛输油管线铺
设施工。

胜利电厂的二
氧化碳收集项目，不
但减少了温室气体
排放，还开发了二氧
化碳驱油的新采油
工艺。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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