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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矿山创建是国家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进项目，对促进油气田高质量绿色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长庆油田自２０１７年启动创建工作以来，先后有数个开发区块通过国家、省市及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验收，取得较好成效。结合长庆油田绿色矿山创建实践，在创建工作顶层设计、对标分析、

措施落实等环节的一些具体做法、成效进行总结探讨，并在完善创建机制、标准程序及创建资金等方面，提出了

解决相关瓶颈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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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长庆油田所处鄂尔多斯盆地，横跨陕、甘、宁、蒙、

晋５省（区），勘探开发区域点多、线长、面广，高度分

散，管理难度大；油田北部为荒原大漠，地表植被稀

少，资源性缺水，南部是黄土高原，湿陷性黄土、水土

流失严重，地下浅层水资源宝贵，植被恢复难度大；陕

北、陇东为革命老区，宁夏、内蒙油气区为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欠发达，政治敏感，民众关注度高，舆情影响

大。加之早期油田相对粗放的开发方式与历年环保

问题的积累，以及当前油田体量大、污染物总量多的

叠加，与当前各级政府环保“严监管”、污染“零容忍”

的矛盾较为突出。为此，开展绿色矿山创建对适应日

益严峻的外部监管环境，促进油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绿色矿山创建主要做法及成效

根据国家六部委《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

意见》及股份公司《关于开展油气田企业绿色矿山创建

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长庆油田印发创建方案、标准，

以对标分析、补齐短板、打造示范、强化考核、验收评估

等为抓手，扎实开展创建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制定标准，做好顶层设计

在满足股份公司最低指标要求基础上，充分结合

油田实际，围绕矿容矿貌优美、环保高效开发、资源节

约与综合利用、现代数字化油田建设、企业良好形象

树立五大领域，制定长庆油田分公司《绿色矿山建设

标准》《绿色矿山创建验收量化评分表》，并向公司领

导、机关处室、生产单位征集修改意见后最终发布，确

定２６家二级单位分三批开展创建。

成立总经理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主管领导任组

长的工作组，设立创建办公室，制定创建工作运行大

表，对４８项创建内容，明确１５个牵头部门负责分项

目实施，形成创建进度月报机制。

以考核促落实，将绿色矿山创建纳入年度ＱＨＳＥ

工作要点，实施创建进度动态考核，对工作积极、创建

成效好的单位在年度评优中予以优先考虑；多次召开

一次创建工作推进会，创建单位、牵头部门分别汇报

工作进展；对工作滞后、措施不到位及节点目标不能

实现的，研究制定了具体考核办法，倒逼部门、单位创

建责任落实。

１．２ 对标分析，查找薄弱环节

对标分析是抓好绿色矿山建设的基础。２０１７年

以来，长庆油田以采油、采气厂为单元，搜集整理绿色

矿山所涉及的一套政策法规、标准规范，指导具体项

目实施［１］；编制专题培训课件，聘请油田内外专家，组

织业务骨干人员培训两批次近２００人。

对照《绿色矿山创建标准》《绿色矿山创建验收量

化评分表》及子标准，从五大领域、２１项建设内容、４３

项考核指标组织相关部门、单位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的对标分析、评估，实事求是开展差距分析，找准主要

短板与不足，指导各创建单位针对性编制具体实施方

案，明确绿色矿山创建侧重点，为后期具体创建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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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２］。

１．３ 落实措施，补齐短板

通过对标自评，确定在井下无污染作业、承包商

监管、伴生气利用、风险防控、采出水、体系建设等方

面与股份公司验收标准存在一定差距。针对短板，经

过近三年的持续改进，在推动环保业绩持续好转的同

时，第一批创建单位已基本完成创建工作，达到绿色

矿山验收要求。

井下无污染作业方面。结合长庆油田所处区域

环境脆弱的特征，按照“井液不出井，出井不落地，落

地不污染”原则，提出了黄土塬地貌低压储层清洁作

业技术思路，在前期完成试验的基础上，研制了拼接

式钢制作业平台，研发了油管快速堵头、气动防溅盒

和井口集液操作平台等配套技术，实现了井口及地面

的有效补防，定型了以密闭清洗技术为主，配套环保

作业平台的长庆清洁作业模式，计划利用三年时间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在全油田实现绿色作业全覆盖，目前已

实施１．８万井次，源头减量油泥、污水３．５万ｔ，获得良

好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油杆热水喷射清洗、油管内

壁蒸汽分段清洗、油管外壁蒸汽喷射清洗原理见图１。

图１　油管密闭清洗原理

　　承包商监管方面
［３］。油田内外承包商伤亡事故

事件居高不下，是油田安全环保管理“洼地”，管理难

度大。为强化监管，扭转被动局面，长庆油田不断探

索完善相关管理机制，印发《承包商管理办法》《承包

商综合管理实施细则》等多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

承包商管理责任和流程；严把准入关口，抓实入场前

现场人员资质审核、施工人员安全培训、作业前风险

交底、施工中动态监督、竣工后考核评估等各环节责任

落实，常态化开展钻井、地面、井下等承包商现场作业

过程监督；签订《施工作业废弃物规范处置承诺书》，建

立钻井、试油、修井及日常作业产生废弃物表单跟踪机

制，全程跟踪废弃物来源、去向，每个环节责任人签字

确认，有效控制了乱排、乱倒、偷埋问题；以“三个一批”

（处罚一批、停工一批、清退一批）为抓手，制定方案，开

展承包商专项整治，累计停工、处罚、清退承包商队伍

３００余家；开展承包商ＱＨＳＥ专项审核，对２０００余名

监督监理人员进行履职能力考核与评估，承包商引发

的安全环保事件大幅降低，有效控制了风险。

伴生气综合利用方面。长庆油田成立伴生气综

合利用领导小组，按照“装置选型上固定与移动相结

合，规模上大型与小型相结合，方式选择上就近与集

中相结合，投入主体上内部与市场化相结合，产品选

型上混烃、轻烃、发电相结合”的思路，采取集气系统

完善、综合利用示范工程打造、油煤改气、轻烃回收、

燃气发电等方式，计划利用３年时间实现伴生气利用

１００％。目前，油田伴生气利用率较２０１７年底提升至

８．３百分点，并建成南梁、马岭、靖安及合水四个伴生

气综合利用示范区块。长庆油田伴生气利用分布比

例见图２。

图２　长庆油田伴生气利用分布比例

风险防控方面。常态化开展压力容器、油气管

道、原油储罐等高风险设备设施的检测治理，压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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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注册率１００％，超期服役率降低至零，立式加热炉

人工点火率下降４０百分点，储罐等重点设施完好率

提升５．６百分点。持续开展管道泄漏防治攻坚，研究

构建长庆油田油气集输管道管控七大体系，发布《油

气集输管道管控七大体系管理手册》。实施管道和站

场的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开展管道高后果区、高风险

识别评价，对识别出的“双高”管道全部落实治理措

施；常态化实施管道清水试压，应用 ＴＥＭ（瞬变电

磁）、超声导波、智能球等技术进行管道检测，开展漏

磁内检测试验；开展管道完整性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开展完整性示范性工程，开展小口径管道内防腐及内

检测技术攻关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目前，管道失

效率较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０．０２１次／（ｋｍ·ａ），破损数量

下降近８０％。

采出水综合治理方面。组织开展油田采出水安

全有效回注现状调查，明确布井、目的层、井身结构、

井口选型、水泥返高、固井质量、套管外防腐、油管内

防腐等８大类３６项调查指标，对不完全满足现行规

定要求的水泥返高、固井质量、套管外防腐等３类７

项指标，落实治理资金完成治理；开展采出水回注井

井筒质量状况调查，对排查出的疑似套损井全部落实

治理措施。同时，还开展了陇东采出水环评符合性治

理、陕北采出水安全有效回注治理、采出水水质提升

等专项工程，采出水水质达标率、安全有效回注水平

较治理前有了大幅提升。

体系建设方面。持续完善管理体系，换版升级

ＨＳＥ体系文件，固化内部交叉量化审核；逐年开展全

员培训需求调查，形成需求项目和培训计划，逐项落

实；坚持能岗匹配、分类分级评估原则，对新提拔、新

调整的领导干部和转岗、重新上岗的一般员工安全环

保履职能力评估覆盖率１００％；制定《安全生产责任

清单编制实施方案》，完成公司两级机关６０００余个

岗位责任清单编制；开展标准站队建设和验收，达标

率达到集团公司指标。集团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量化

审核得分较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提高１．９８分。

１．４ 因地制宜，打造标杆示范

２０１８年长庆油田印发陇东油气田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创建方案，以“五种生态保护模式”为抓手，打

造绿色矿山标杆。

南梁林缘区生态保护模式。以土地节约、森林火

灾风险防控为核心，优化场站布局，加大水平井、丛式

井场、阶梯井场、子母井场应用，减少林缘区土地占

用；提升火灾风险防控等级，开展火险应急抢险能力

建设；全面落实绿色钻井、绿色修井、绿色施工。

华池水缘区生态保护模式。以水源污染风险防

控、管道泄漏防治为核心，新建项目坚决避让水源地

一、二级保护区，已建项目落实属地水源地内生产设

施退出要求；准保护区生产设施提升风险防控等级；

强化管道泄漏防治，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西峰农缘区生态保护模式。以土壤污染防控、三

废治理为核心，农缘区新建项目坚决避让基本农田，

现有井场、站点提升环境风险防控等级；强化“水、气、

声、渣”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全面推进绿色施工、绿色

作业等清洁生产措施；落实“三废”治理措施，避免土

壤污染。

马岭老油区生态保护模式。以土壤污染、采出水

调查治理为核心，严格落实项目前置评价、批复、设计

以及属地政府环保要求；开展地下水、废气场站土壤

调查和综合治理；以马岭炼厂污染场地及敏感区退出

井场治理修复为代表，探索形成了油田废场站及设施

退出生态修复系列标准规范与制度。

镇北库缘区生态保护模式。以巴家咀水库水体

污染防控为核心，加强水库上游河道污染预防设施建

设，做好“三防四责”体系运行维护；探索实施“库长

制”“河长制”“管道长制”，压实污染防控责任；提升周

边井站清洁文明水平，全面建成清洁文明井场，提升

风险防控等级。

１．５ 抓实内部验收评估

根据油田公司创建方案时间节点，对第一批基本

完成创建的两家单位按照“建成一个、验收一个”原

则，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整理验证材料，完成验收报告

编制并汇编成册，在创建单位完成自主验收的基础

上，油田公司组织内部专家进行验收，并组织创建单

位对扣分项进行了系统整改和提高，经过整改，目前

均达到股份公司８５０分验收标准，并通过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公司预验收。

２０１７年９月，安塞油田、西峰油田分别通过陕

西、甘肃两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的现场核查与评估，定

为“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２０１８年９月，南梁

油田通过甘肃省庆阳市“省级绿色矿山”创建现场核

查与评估。２０１９年８月，西峰油田、南梁油田入选甘

肃省向自然资源部推荐的２１个国家级绿色矿山

名单。

２　存在不足及工作对策

一是认识问题。绿色矿山创建贯穿油气勘探评

价、开发建设、生产经营全过程，涉及专业广、部门多，

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４］。目前，从上到下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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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矿山创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或多或少存在

认识不足，工作推进、指导协调力度不够等问题。建

议完善绿色矿山考核机制，出台配套管理办法，定期

通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公司年度ＱＨＳＥ业绩考核；

压实创建责任，定期召开推进会，由各牵头业务部门、

创建单位汇报创建进展，交流创建经验。

二是机制问题。绿色矿山创建涉及油田生产经

营方方面面，工作量大，特别是在方案编制、对标分

析、日常监督、现场调研、培训指导、验收组织等方面

缺少专门机构，人手不足。建议通过补充创建办公室

人员力量、成立 ＱＨＳＥ专业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的专

项推进工作组等措施，统筹组织创建、验收等工作。

三是创建标准与程序问题［５］。绿色矿山创建涉

及国家、省市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勘探与生

产分公司、油田公司各类政策法规、制度标准数十项。

目前，油气田部分老场站与新的标准规范存在差距，

排查整改工作量大；个别指标未体现在新建项目设计

方案中；有的创建单位逾越对标分析环节，有些单位

照搬公司方案，针对性不强。建议对照创建标准，全

面开展老场站排查，畅通整改资金渠道，分步骤开展

不达标老场站对标整改；将绿色矿山创建指标、要求

全面落实到新场站设计方案中，满足绿色矿山建设要

求；完善创建方案，加强对标，找准差距，制定详实的

整改方案，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着力补齐短板。

四是费用问题。绿色矿山、陇东生态文明示范区

创建硬性指标多，在矿容矿貌、环保高效开采、数字化

建设等方面所需资金多。建议加强统筹，依托产建投

资、生产成本、老油田改造、隐患治理、节能降耗、专项

费用等分别明确各项创建内容费用具体列支渠道；对

资金缺口大的模块，积极向上级相关部门申请报告，

争取政策、资金支持。

３　结　论

绿色矿山创建是油田适应当地自然、社会环境，

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必须结合自身

条件，划分创建单元，压实部门牵头和创建单位主体

责任，制定详实、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和创建标准，

扎实开展对标分析、资金投入、内部验收，建立一套绿

色矿山标准、投入、评估、考核、交流培训机制，才能保

证绿色矿山创建实效，早日进入国家绿色矿山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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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环境保护》写作培训专题行走入吐哈油田

《油气田环境保护》编辑部为更好地扩大稿源，服务油田环保工作者，９月１６日，在吐哈油田举办了科技论

文写作培训，来自科研和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近４０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针对基层作者科技论文写作问题多、投稿难的现状，编辑部深入基层，走近作者，与作者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在培训交流中，编辑部结合本刊定位，对期刊发展作简要概述的同时，详细介绍了科技论文的写作知识与

技巧，通过基础知识结合实例分析的方式，对科技论文中常见的问题，如论文题目不确切、结构不完整，研究主

题不明确、不突出，结论缺乏概括和提炼，创新意识有待加强等进行了剖析。这种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个

性化授课方式，赢得了参加培训人员的好评与肯定，打消了作者＂写论文难，发论文更难＂的观念。此外，编辑部

人员还赴吐哈机械厂、气举实验基地以及丘陵联合站进行实地调研与学习。

此次培训充分发挥《油气田环境保护》期刊对石油石化环保专业领域学术交流及技术成果推广的支撑作

用，扩大期刊稿源和对外的影响力，使作者掌握了写作技巧，提升了信心，正如编辑部宋主任在培训总结中说的

那样：写作需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热情，一份责任，一种对于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要关注细节，善于挖掘，勇于

尝试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才有可能写出优秀的论文。

（供稿：《油气田环境保护》编辑部　王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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