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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普光气田周边区域典型植物和农作物叶片、农作物籽粒及土壤进行监测，同时进行生物多样性

调查。与２０１６年监测结果相比较，２０１７年典型植物和农作物叶片ｐＨ值、叶绿素含量略有升高态势，含硫量呈

下降趋势；农作物籽粒淀粉、蛋白质、脂肪含量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土壤ｐＨ值、有效硫、有机质呈上升趋势，表明

气田开发和净化厂运营没有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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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普光气田为常压、低温、高含硫、孔隙型构造岩性

干气藏，区块勘查面积１１１６ｋｍ２，具有储量丰度高

（４２×１０８ｍ３／ｋｍ２）、气藏压力高（５５～５７ＭＰａ）、硫化

氢含量高（１４％～１８％）、二氧化碳含量高（８．２％）、气藏

埋藏深（４８００～５８００ｍ）的“四高一深”特点。作为国

家川气东送工程的主气源地，普光气田自２００９年投产以

来，保持高产稳产态势，累计生产天然气超６００亿ｍ３
［１］。

普光气田开发生产过程中排放ＳＯ２废气，其对周

围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管理部门关注的重点［２］。工程

环评批复要求普光气田“建立井场及周边植被和农作

物的污染生态的长期监测机制”“编制并实施工程生

态恢复方案，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安全”［３］。

普光分公司高度重视气田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委托油田技术监测中心开展了普光气田２０１７年

生态跟踪监测项目。监测分析气田开发及净化厂生

产外排ＳＯ２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征，探究生态环

境各指标的变化趋势，为保证气田安全、高效、有序地

开发，实现“绿色气田、生态工程”的环保目标提供技

术支持。

１　２０１７年生态监测方案

１．１ 生态监测点位

１．１．１ 天然气净化厂

选取天然气净化厂第２系列装置中间排气筒坐

标位置为ＳＯ２排放源点，同时根据环评报告中大气影

响预测分析结果，以ＳＯ２最大落地浓度所在的点为主

要监测点，在天然气净化厂周围布设生态监测点位

１６个，其中对照点１个
［４］，见表１。

表１　天然气净化厂生态监测点位

序号 编号
监测点

类别

方位（与常年主导

风上风向的夹角）／°

与天然气净化

厂厂界距离／ｍ

１ ２＃

２ ３＃

系统

监测点

０ ２５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３ ４＃

４ ５＃

５ ８＃

特征值

监测点

９０ 净化厂厂界外

９０ ２５００

１３５ ２５００

６ １２＃

７ １４＃

系统

监测点

１８０ ２５００

１８０ ５０００

８ １６＃

９ １７＃

１０ ２０＃

特征值

监测点

２２５ 净化厂厂界外

２２５ ２５００

２７０ ２５００

１１ Ｇ１

１２ Ｇ２

１３ Ｇ３

１４ Ｇ４

１５ Ｇ５

预测

高浓度

监测点

６０ １０００

４５ ３５００

１７０ ３４００

１９０ ４３００

３１５ ３５００

１６ ＤＺ 对照点 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１．２ 集气站

针对天然气净化厂周边集气站的分布特点、井场

周边的植被类型及环评报告中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结

果，同时考虑试气、清管放空和事故排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布设生态监测点位５个，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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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集气站生态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点位 所在位置 类别 点位要求

１ Ｄ４０３ Ｄ４０３西南１００ｍ 农业

２ Ｍ５０２ Ｍ５０２西北５００ｍ 林业

３ Ｐ３０２ Ｐ３０２南侧５００ｍ 灌丛

４ Ｐ１０５ Ｐ１０５南侧２０００ｍ 林业

５ Ｐ３０５ Ｐ３０５东南２００ｍ 农业

火炬下风

向最大落

地浓度点

１．１．３ 集输管线

根据现场踏勘、沿线植被类型以及一致性、同质

性、代表性的原则，选择距离集输管线２００ｍ范围内

的点位［４］进行生态监测，见表３。

表３　集输管线生态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管线区段 距离井场位置 类别

１ Ｍ５０３Ｄ４０３ Ｄ４０３北侧５００ｍ 林业

２ Ｐ４０１Ｐ４０２ Ｄ４０２西侧３００ｍ 灌丛

３ Ｐ１０２Ｐ１０４ Ｐ１０４西南５００ｍ 农业

４ Ｐ３０３Ｐ３０４ Ｐ３０３南侧５００ｍ 草地

１．２ 监测方法

按照特征值监测点和系统监测点两类进行监测

点位布设。特征值监测点需对该处土壤指标（ｐＨ值、

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有效硫含量）和典型植物、农作

物叶片（ｐＨ值、含硫量、叶绿素含量）进行监测。系统

监测点在特征值监测点调查、监测的基础上，还要调

查农作物产量，分析农作物籽粒的含硫量及营养品

质，同时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４］。

１．２．１ 生物多样性监测

根据一致性、同质性、代表性的原则，在上述选取

的生态监测点位附近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样方

进行调查。生物多样性监测点位设置见图１。

图１　生物多样性监测点位设置示意

根据不同样方的生境和特征，调查每个样方内乔

木种名、个体数、胸径、树高、林冠郁闭度和灌木种名、

高度、总盖度、个体数（含乔木树种的幼树幼苗）及生

物量变化。２０１７年５月和９月各监测一次，全年共监

测两次。生物量的计测方法采用回归方程法，乔木林

地郁闭度及灌木盖度监测方法采用对角线法。

１．２．２ 典型植物、农作物及其籽粒监测

在各生态监测点（包括系统监测点和特征值监测

点）选择当地分布较广的乔木、灌木、草本和农作物叶

片进行ｐＨ值、含硫量和叶绿素含量监测。在选定的生

态监测点附近，选取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作物籽粒进行

脂肪、蛋白质和淀粉含量监测，一个生长季内监测一次。

１．２．３ 土壤监测

在已选定的各生态监测点位附近布设１个土壤采样

点。根据地势地形、土壤差异性等确定采样方法和组成混

合样的分点数，监测土层中ｐＨ值、有效硫和有机质含量
［５］。

２　２０１７年监测结果分析

１）典型农作物叶片

２０１７年典型农作物叶片监测结果见表４。与上

年度相比较，２０１７年农作物ｐＨ值、叶绿素含量均值

呈上升趋势，含硫量均值呈下降趋势，见图２。

表４　２０１７年典型农作物叶片监测结果

时间 ｐＨ值 叶绿素／（ｇ·ｋｇ
－１） 含硫量／（ｇ·ｋｇ

－１）

５月 ７．０１ １．７２ １．２４

９月 ６．９３ １．７６ ０．９１

平均值 ６．９７ １．７４ １．０８

图２　典型农作物ｐＨ值、叶绿素、含硫量均值变化趋势

２）典型农作物籽粒

２０１７年典型农作物籽粒监测结果见表５。与上

年度相比较，２０１７年农作物籽粒淀粉、蛋白质、脂肪

含量均值均呈下降趋势，见图３。

表５　２０１７年典型农作物籽粒监测结果 ％

典型农作物 淀粉含量 蛋白质含量 脂肪含量

玉米 ５７．９ ８．６６ ３．４

水稻 ５９．３ ６．８３ １．６

平均值 ５８．６ ７．７５ ２．５

３）典型植物叶片

２０１７年典型植物叶片监测结果见表６。与上年度

相比较，２０１７年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ｐＨ值、叶绿素

含量均值呈上升趋势，含硫量均值呈下降趋势，见图４。

·８５· 油气田环境保护·环境影响与监测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４　



图３　典型农作物籽粒淀粉、蛋白质、脂肪含量变化趋势

表６　２０１７年典型植物叶片监测结果

时间 ｐＨ值 叶绿素／（ｇ·ｋｇ
－１） 含硫量／（ｇ·ｋｇ

－１）

５月 ７．５５ ３．０２ １．５５

９月 ７．４２ ３．１１ １．３８

平均值 ７．４９ ３．０７ １．４７

图４　典型植物ｐＨ值、叶绿素、含硫量均值变化趋势

４）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表明，气田区域以乔木、灌

木为主的植物种类丰富程度基本维持不变，群落基本

组成也没有显著变化。但是由于气温、雨水变化、落

叶覆盖等，导致草本植物物种均一化程度有所提高，

见图５。

图５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Ｓ）随时间变化趋势

５）土壤

２０１７年普光气田区块土壤监测结果见表７。与

上年度相比较，土壤ｐＨ值、有效硫、有机质均值呈上

升趋势，见图６。

表７　２０１７年土壤监测结果

时间 ｐＨ值 有机质／（ｇ·ｋｇ
－１）有效硫／（ｍｇ·ｋｇ

－１）

５月 ６．８８ １９．１３ ２７．８６

９月 ６．９８ ２０．４７ ２９．６９

平均值 ６．９３ １９．８０ ２８．７８

图６　土壤ｐＨ值、有机质、有效硫含量均值变化趋势

综上，随着气田生产管理不断规范和完善，清洁

生产措施不断落实，气田开发和净化厂运营没有对当

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３　结束语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

应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持续开展气田生态

跟踪监测工作，加强生态监测技能培训，提高监测技术

能力，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员生

态保护意识，保证企业生态保护工作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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