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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66公公里里““油油龙龙””通通油油
地地炼炼企企业业年年省省3300亿亿
一期管道从青岛直通潍坊，日均运量相当于7000辆罐车

本报记者 赵波

输油管启用
每年能送3000万吨

22日上午9时30分许，随
着工人启动阀门，来自阿曼的
28 . 5万吨轻质原油开始涌入
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潍坊。青
岛港董家口港-潍坊-鲁中、鲁
北输油管道一期工程自2016
年8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起
始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海业摩
科瑞油品罐区，终于潍坊市滨
海新区滨海末站，全长236公
里，设计输量3000万吨，总投
资约30亿元。在潍坊滨海新区
央子库建设了100万立方油罐
区，在董家口配套建设近300
万立方油罐区。

“管线安全采用的是世界
上最先进的控制系统，原油泄
漏和偷盗可以实时监测，即便
是有人钻个小眼我们都能及时
发现。”项目设计经理胡威介绍，
该管线实现了智能化控制，一旦
发生泄漏，可迅速确定10米以内
的泄漏点，确定相应泄漏量；数
字化管道系统对现场所有数据
都自动采集、储存和管理，极大
提高了系统管理效率。

九成进口原油
靠3万辆油罐车运输

管道投产后，按照年均输
送原油3000万—4500万吨的能
力计算，日均可减少约7000辆
次油罐车的运营，大大减少了
车辆尾气排放和污染，保护了
环境。“如果通过油罐车来运输
30万吨原油，至少需要10000辆
车，这些车不仅需要进港排队，
其运输成本和安全隐患也非常
大。”青岛港相关负责人介绍。

山东省拥有超过40家地

炼和石化产业，产能占全国地
炼企业总产能总量的 70%以
上。2016年，山东地炼企业进
口原油同比增长32%，已占青
岛港原油进口总量的65%，山
东地炼企业使用原油近50%从
青岛港上岸。山东地炼进口原
油90%依靠公路运输，每天有

超过3万辆油罐车在山东省内
穿梭，不仅给企业带来了较高
的物流成本，而且产生了运输
安全、废气污染等问题。因此，
以更加安全、环保、经济的管道
方式输送大批进口原油，已经
成为社会各界和炼化企业共同
的迫切需求。

管道运费便宜
平均每吨能省十几元

“我们每年从青岛港运输
200万-300万吨原油，如果是
火车运输，成本是125元一吨，
汽车拉运运输成本是250元每

吨，而管道运输只有60元每吨，
并且运输效率高，不受各种条
件限制，初步估算我们企业每
年能节省3个亿的运输成本。”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东明原油公
司总经理李丙卫介绍，管线运
输带来的其他效益也非常可
观，比如可以节省原油的储存
成本等。

青岛港相关负责人介绍,
青岛港是国内沿海最大的油品
运输、中转、储存基地，接卸原
油量保持全国第一，位于胶南
的青岛港董家口港区，年作业
能力达到了2500万吨。这位负
责人估算：“管线通油后带来的
经济效益巨大，平均下来，可降
低原油物流成本每吨10-15
元，每年可为山东地炼企业节
约成本近30亿元。”

未来，青岛港还将扎实落
实山东省油气输送设施规划建
设方案（2016—2020年）的部
署，加快建设管道二期、三期
工程。目前，从潍坊到东营、
滨州的管道二期工程已经开
始大规模施工建设，到垦利
的三期工程已经开展前期规
划设计等工作。全部工程建
成投产后，把山东省地炼企业
集群和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的30
万吨原油码头、200多万方的油
罐群连为一体。

8月22日上午，随着青岛港董家口的输油管首站阀门启动，来自阿曼的28 . 5万吨轻质原油开始
涌入管道，奔向潍坊。至此，青岛港董家口港-潍坊-鲁中、鲁北输油管道一期工程实现通油作业。
该项目投入使用，日均可减少7000辆次油罐车运营；降低原油物流成本10-15元/吨，每年可为山东
地炼企业节约成本近30亿元。

8月22日，青岛港职工将清管器推入发球筒中，准备开启阀门。 本报记者 赵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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