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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油井放空天然气回收符合国家节能减排要求，可大

量减少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1]。为了有效回收所辖区域大

量的放空天然气，达到节能减排、降本增效、保护环境

的目的，某作业区域（以下称 X 区域）通过深入研究，

立足当前现有设施、同时兼顾周边滚动开发项目、进一

步深化拓展天然气区域化开发的思路，对区域天然气回

收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项目成功实施后，探索出一

套科学高效的天然气管网统筹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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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气回收利用项目的研究与实践

经过充分研究，确定了合理规划，分步实施，精

准治理，统筹管理的天然气回收利用核心策略，并制定

“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区域放空气先导性快速回收；

第二步区域放空气整体回收；第三步零星放空气回收。

1.1 区域放空气先导性快速回收

依托现有设施，不开展大型改造的前提下，通过研

究地面配套流程不涉及增加新设备，将辖区内油田群的

低压放空气进行回收，先导性快速实现开发体系内各油

田初步并入天然气主网，将原本由于油田独立开发所产

生的放空气全部回收。该步骤不涉及停产接入，具有改

造难度小、整体投资较小、工期短的特点。

1.2 区域天然气整体回收

虽然天然气先导性快速回收最大程度利用了区域内

的基础设施，但从产量预测、提高未来天然气网的稳定

性上着眼，需要开展天然气回收的第二步工作，增加压

缩机、三甘醇脱水装置等基础设施，对天然气利用项目

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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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步骤分为两期开展，一期增加两台压缩机及配套

设备，解决外输动力问题，同时增加一套超重力脱水装

置，解决天然气脱水深度不够的问题。二期则是完成新

增海管的铺设及配套地面流程改造，弥补主干网络输气

能力到达上限的问题。

以资本化项目为依托对气网中各环节的基础设施进

行升级，弥补先导性回收中的不完善之处，提高区域天

然气网的稳定性。

1.3 零星放空气回收

通过对放空气进行先导性快速回收，再对两大体系

的天然气整体回收，基本上完成了 X 区域天然气的回收

利用的主要目标，但各油田存在的二级分离器低压气、

轻烃挥发气也需要进一步治理，因此需要着眼局部，针

对各油田流程中一些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回收的天然气进

行回收，最终达到放空气全利用的目的。但经过资本化

项目后，基础设施已经全部改造完毕，后续基本无改动，

故最后利用射流压缩机、轻烃回收装置等方式，走出天

然气回收利用的第三步，对零星放空气进行精确回收。

通过上述研究，X 区域天然气回收利用以“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精准治理”的三步走实施策略及规划已

完成构建。

2　联网后的气区统筹管理

在三步走完成天然气回收后，X 区域内天然气网络

已初具规模，放空气可实现全利用，为保证天然气平稳

供气实施精准管理，需要对三步走所形成的气网系统进

行统筹管理，成立天然气外输协调中心，建立天然气协

调长效机制，通过削峰填谷，做到供气平稳，减少放空，

摸索出一套科学高效的天然气网管理模式。

2.1 四位一体的天然气协调中心

天然气生产、运输、销售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组

成一个紧密衔接的系统，各个环节必须无缝对接，任何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转。

因此成立了由生产单元、生产运营管理部、销售、客户

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天然气协调中心。

现场生产单元，按照计划，完成天然气产量，并完

成相关跟踪工作。外输天然气有变化时，及时上报，作

业现场内的各方协调工作。核实外输量，并按要求上报。

生产运营管理部，负责制定管理制度，收集相关部

室的程序要求，及时调整实施程序，对外协调联络（非

现场部分），根据生产情况，制定调产计划并对现场调产

进行指导。根据下游客户制定天然气外输供气计划，并

根据生产情况，及时调整。

销售公司，作为作业区域及客户间的沟通桥梁，确

认用气计划、核实销售气量，将上游与客户的供气调整

及时相互通报联系。

客户，负责落实自身用气需求，配合各类生产计划

调整。

2.2 以 PDCA 构建的区域天然气统筹管理

该公司建立以计划、执行、反馈、改进为主线的天

然气网闭环管理模式，同时根据 X 作业区域生产现状及

规划确定了天然气的生产、运输、销售策略，以伴生气

为主要外输气源，气层气作为气网削峰填谷的补充，通

过精细管理，将天然气供气波动控制到 ±1% 之内。

2.2.1 计划编制

各生产单元在每月将影响下个月天然气外输产量统

计表发送至工程师处。

工程师每月将月度供气计划发送至主管处，主管与

销售公司就下游用户需求与 X 区域供气计划进行沟通，

如有必要对 X 区域供气计划进行调整，则主管将相关信

息反馈给工程师，工程师结合各油田天然气实际产能和

影响因素对 X 区域供气计划进行合理修订，相关信息并

及时发送各生产单元，以便各生产单元参考。

年度计划由主管进行编制，具体时间根据销售服务

公司的要求进行。

2.2.2 计划执行

各生产单元根据 X 区域供气计划，安全、合理的完

成天然气外输任务。

各生产单元外输气量调整由工程师统一调配和管理。

各产气单元的天然气量波动，其生产运行监督应及时告

知工程师。调产指令原则上由负责相关生产单元的工程

师口径发出。

各单元如有 1 万方 / 天以上气量（计量）的变化，要

及时通报工程师，工程师须及时协调其他单元增供，以

维持供气量的稳定。

若上游的供气缺口得不到弥补，有 5 万方 / 天以上气

量（计量）的变化，则及时通知下游处理终端，处理终

端及时告知销售驻厂代表。

2.2.3 计划调整

2.2.3.1 下游用户调整

下游客户天然气需求临时性发生变化，主管要第一

时间将相关信息发送工程师处。工程师根据天然气需求

的变化，必要时征询作业区域相关领导后意见后制定天

然气调配计划，并发送各生产单元，各单元根据指令对

天然气的外输气量进行调整。

2.2.3.2 上游计划性调整

现场各供气单元因计划性停产，天然气压缩机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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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维护，油井测试及相关作业，调产等可预见因素影响

供气量的情况下，须在月度供气计划上体现，工程师、

主管等岗位根据下游用户用气计划对现场各单元供气计

划及时进行调整，并将及时将调整后的供气计划反馈现

场各生产单元，主管及时将供气计划反馈给销售公司。

2.2.3.3 上游非计划性调整

各生产单元出现因不可预见因素影响天然气外输气

量的情况下，应第一时间向工程师、主管等相关岗位和

各供气单元汇报及通报。工程师结合影响因素对产量做

出合理调配后，发送至各生产单元，各单元根据指令对

天然气的外输气量进行调整，以维持供气量的稳定。

图1　下游用户调整流程图

图2　上游用户调整流程图

2.3 用气情况反馈及改进

每月销售公司依据作业区域数据库数据与客户进行

第一次确认，将客户反馈的数据至作业区域进行核实，

再将作业区域核实后的天然气量反馈至客户进行二次确

认，最后将确认后的数据反馈至有限公司销售部。

每月对上月管网整体气网运行中出现的非计划性调

整的原因进行统计分析，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改进，

提高气网的运行质量。

3　效果评估

本项目贯通 X 区域两大开发体系，使 X 区域天然气

开发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管网，促进了天然气开发生

产区域化的格局形成。配套产生的气网统筹管理新模式，

形成了合力，为 X 区域天然气合理开发生产、决策和调

配奠定了基础。项目的实施不仅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同时节能减排、环保升级、冬季保障供气等方面实现了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统一。

4　结束语

X 作业区域结合自身特点，以一体化、区域化开发

为理念，为通过深入的前期研究，在技术和法规可行的

前提下，实现了区域天然气的灵活回收。摸索出从现有

资源利用、配套改造、设备升级等一套整合区域内油田

资源对天然气进行回收利用的完整方法。特别是对于气

网系统管理的方法可以推广到海洋石油其它类似油田群，

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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