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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含硫气田生态监测体系分析
何建锋$!张国辉0!李 莉0! 邵志勇$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应急救援中心"0&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心#

!!摘!要! 针对西南某气田投产运行后!净化厂尾气"集气站火炬等正常生产和事故性放空等会排放大量二

氧化硫的问题!及其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现实!研究建立气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通过现场踏勘"资料

收集等手段!提出建立气田生态监测的布点网络"生态监测方法体系!重点探讨生物多样性及典型植物监测方

法#通过在该气田实际监测得出该生态监测体系具有科学性"完整性"有效性等特点#

!!关键词 !高含硫气田$生态监测$植物$体系

!!中图分类号!1/’-!!!文献标识码!2!!!文章编号!$%%-.’$-/#0%$0$%0.%%3/.%0

!!引!言

!!西南某气田属高含硫气田%尽管净化厂设计硫回

收率高达((&/4%但气田投运后尾气烟囱和放空火炬

中仍有大量560气体排放&按生产规模计算%该气田

天然气净化厂年排放560达数千吨&若集气站’集输

管网出现事故性放空点火%短期内排放的560更多%大
量排放的560会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根据调查

研究%560气体对周边生态环境具有慢性累计性影响%
基于生态保护和气田开发的同等重要性%建立气田生

态监测体系进行环境监控具有重要的意义($.0)&

"!建立生态监测体系的目的

!!建立气田周边植 物’土 壤’空 气 和 水 体 的 长 期 生

态监测体系十分必要&经过长期监测和研究%可保护

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对气田开发及天然气净化厂工程

生态变化的掌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建立生态监测体系可确保气田开发区生态 安 全’
保护区域生态多样性%同时对气田开发及天然气净化

厂工程顺利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具有重要意义&

" 通过对气田所在区域的生态调查和监测%摸 清 气

田所在区域的生态现状%有利于为科学地构建环境有

益’经济优化’社会可接受的*绿色气田’生态工程+提

供基础资料%从而实现气田的可持续开发建设&

#!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

0&$建立生态监测点网

!!气田开发及天然气净化工程区域范围广%涉及的

农业’山林’草地等地形地貌复杂%监测布点考虑天然

气净化厂’集气 站’集 输 管 线 三 个 部 分&需 有 针 对 性

地开展气田站场周边植物等的影响监测%反映当地环

境空气质量的变化&

0&$&$布点原则及依据

" 布点原则!!生态监测点位具有代表性%能够反

映本地区监测对象即生态环境的特点,"监测点位应

具备长期稳定性%不应 受 到 变 动 因 素 干 扰%以 便 于 常

年采样对比分析%跟踪 监 测,#监 测 点 位 应 具 备 良 好

的采样条件,$选取的监测点位数量在满足监测工作

要求的条件下%不宜过多%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 布点依据!!收集项目区域的生态环境资料’当

地气象资 料 等%经 现 场 踏 勘 和 沿 线 调 查 情 况 进 行 布

设,"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大气影响预测分析的结

果进行布设,#净化厂 运 行 后%以 净 化 厂 尾 气 烟 囱 几

何中心为排放源点’以正常生产的烟气量为源强进行

预测模式计算%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进行布设&

0&$&0点位选取

经过现场踏勘’资料调查和研究%确定该气田净

化厂周边和集气站集 输 系 统 周 边$%个 生 态 监 测 点&
其中%主导下风方向0个 坡 地 监 测 点 为 系 统 监 测 点%
其它方向包括基本农 田’集 气 站’集 输 管 线 附 近 在 内

的/个监测点为特征值监测点&

0&$&’生态监测内容

特征值监测点 只 对 该 处 土 壤 指 标 和 代 表 植 物 叶

片的78值’含硫量’叶绿素含量进行监测%而系统监

测点除监测该处的上述项目外%还对生物多样性和生

物量指标’农作物和蔬菜生长量以及产量指标’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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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进行监测!监测频率每半年一次"上半年选

择’#3月"下半年选择(#$%月进行!
系统监测点实施监测时"尽量同时开展林地和农

田生态系统的调查监 测!在 净 化 厂 下 风 方 向 附 近 和

某一集气 站 布 设 大 气 降 水 监 测 点"监 测 大 气 降 水 中

78值#5630H#56’0H 和:6’H 含量"掌握大气降水水

质的变化趋势!

0&0建立生态监测方法

0&0&$现场调查技术

在 开 展 生 态 监 测 过 程 中"首 先 进 行 现 场 踏 勘 调

查"确定好监测点位后 定 期 进 行 样 品 采 集"再 在 实 验

室进行分类#制样#化验分析等"从而出具各项目监测

数据!生态监测 的 野 外 调 查 采 样#样 品 制 备#室 内 分

析等过程比水质#大气 等 样 品 监 测 过 程 要 复 杂"已 形

成一套完整的调查#监测技术!

" 野外调查!踏勘!可以得到重要的第一手数据材

料"通过在野外进行实 地 调 查 研 究"获 得 当 地 植 被 生

存生长的真实状况"为监测分析提供良好基础!

" 访问!除技术人员自己观察研究之外"还应向净

化厂周边#井场集气站和集输管线周边居民进行询问

了解相关情况!包 括 当 地 的 农 事 季 节#灾 害 性 天 气#
植被历史#对植物的利用情况等!

" 样地调查!包括样地的选择和样地面积的确定!
通过调查监测区植被 的 类 型#分 布 情 况 等 选 择 样 地"
如针叶林#阔叶 林#灌 丛 等 类 型"在 其 群 落 分 布 地 段"
选择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群落较完整的样地"进行单

位面积的 物 种 统 计 测 量 以 获 取 该 群 落 的 本 底 资 料!
样地面积的确定应根据组成群 落 植 物 的 性 状 和 各 群

落 分 布 自 然 地 段 的 大 小 而 定"一 般 是 草 本 植 物

$%-I0#灌木0-%$%%I0#乔 木-%%3%%I0!该 地

区的山地植被以草本植物和灌木为主!

0&0&0实验室分析技术

通过查找环保#农业#林业等行业监测方法标准

及相关文献资料"初步 确 定 生 态 监 测 项 目 主 要 为$植

物78值#植 物 叶 绿 素 含 量#植 物 硫 含 量#土 壤 物 性

%土壤容 重#土 壤 总 孔 隙 度&#土 壤78 值#土 壤 有 机

质#土壤有效硫含量等指标!实验室建立了该类项目

的监测分析方法’3.-(!

$!监测结果及分析

!!该 气 田 净 化 厂 自0%%(年 底 试 生 产 运 行 以 来"

0%$%年初净化厂第一#二联合装置稳定投产"至)月

份第五#六 联 合 装 置 相 继 投 产 试 运"六 套 联 合 装 置

均进行了阶段性投产运行"并稳定运行生产!在此期

表"!某气田部分生态监测点数据统计

监测点 项目
投产前

数值范围 特征植物

投产后

数值范围 特征植物

一致性

植物

$3号

植物硫含量)
%J)KJ&

$&%/%-&$$
黄荆#竹子#辣椒

%高含硫&
$&’L%L&3)

黄荆#枫杨#竹子

%高含硫&
黄荆#竹子

植物78值 3&%%%)&/)
桤木#黄荆#白菜

%低78值&
3&/(%/&0)

侧柏%嫩&#桤木#
玉米%老&%低78值&

桤木

植物叶绿素)4 -&$(%$3&’-
辣椒#莴苣#

黄荆%高含叶绿素&
)&’-%0L&)3

悬钩子属%老&#水稻

%绿&#桤木%高含叶绿素&
H

0$号

植物硫含量)
%J)KJ&

$&%3%)&$%
辣椒#核桃#黄荆

%高含硫&
%&/(%L&%$

核桃#黄荆#棕榈%新&
%高含硫&

核桃#黄荆

植物78值 -&’0%)&/)
板栗树#槲栎#

核桃%低78值&
3&’0%L&33

盐肤木#冷杉#
侧柏%新&%低78值&

H

植物叶绿素)4 ’&’(%$3&$L
柑桔#红薯#芋头

%高含叶绿素&
$&)0%0$&-)

水稻#蔷薇科#桤木

%高含叶绿素&
H

F3%’

植物硫含量)
%J)KJ&

$&’%%L&$%
白萝卜#辣椒#
赤竹%高含硫&

$&$)%3&(L
竹子#棕榈%新&#

辣椒%高含硫&
辣椒

植物78值 3&%-%L&((
黄连木#油桐#

冷杉%低78值&
3&-%%/&3/

油松#盐肤木#栀子#
油桐#冷杉%低78值&

油桐#冷杉

植物叶绿素)4 ’&//%$%&%’
辣椒#毛豆#白萝卜

%高含叶绿素&
$&)/%$-&%)

水稻#芋头#悬钩子属#
蔷薇科%高含叶绿素&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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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开发过程中甲烷排 放 源 的 分 类!估 算 方 法!甲 烷 排

放总量!计算数据的不 确 定 性 等 科 学 问 题 的 研 究"因

此"提高甲烷减排意识亦是减少甲烷气体排放量的一

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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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别在0%%(年$%月!0%$%年)月!0%$$年L月

等时间段对净化厂!集 气 站 外 围 生 态 监 测 点 的 植 物!
土壤!大气等进行了采样监测#

选取部分监测点数据进行分析&分别选取净化厂

主导风正下风方向和0L%g方向!距离-&%KI的监测

点!以及F3%’下风方向监测点的植物样品监测分析"
结果统计见表$#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该气田周边高含硫植物有

黄荆!竹子!核桃!辣椒!枫杨!棕榈等"该类植物叶片

含硫高"说明其吸收硫 能 力 强"是 主 要 的 防 硫 抗 硫 植

物"可以考虑在预测或 实 测 的 高 含 硫 区 域 积 极 引 种’

"通过对主要高含硫植物投产 前 后 各 点 硫 含 量 监 测

数据取平均值"进 行 对 比 分 析"可 以 看 出 黄 荆!竹 子!
核桃!枫杨在投产后的 硫 含 量 均 高 于 投 产 前"辣 椒 等

植物的硫含量低于投产前"投产前后气田周边-&%%
/&%KI范围内植物硫含量变化不明显’#从现场踏勘

调查和采 样 的 情 况 看"净 化 厂 投 产 后 植 物 采 样 过 程

中"各监测点没有发现 植 物 有 受 硫 腐 蚀 伤 害 的 迹 象"
表明该气田投产至今没有发生大面积生态污染#

%!结束语

!!通过在西南某气田建立生 态 监 测 体 系 并 开 展 监

测工作"实践表 明&该 体 系 具 有 科 学 性!完 整 性!有 效

性"体系运行效果良好"可以建立长期生态监测点"用

于观测气田工区周边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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