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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赛道 重装师

3月28日，齐鲁石化燃料电池
用氢项目正式投用，并完成首车
179千克燃料电池用氢气充装出
厂。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外供氢
气1千万立方米，助力淄博市打造
全国氢能生产应用标杆城市，助
推中国石化打造“中国第一氢能
公司”。

作为产业链副产品的高品质
氢气看似只走出了从自用到外供
的“一小步”，实际上却是齐鲁石
化在氢能源赛道上迈出的“一大
步”。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氢气
的使用领域和“身价”，还是能源
转化为资源的价值再体现，通过
跻身高品质清洁能源赛道，让资
源有了更高价值。

3月23日，国家能源局、国家
发改委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
确提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氢能
清洁低碳特点，实现绿色低碳转
型，将氢能产业作为战略新兴产
业和未来重点产业。提出氢能产
业发展各阶段目标：到2025年，基
本掌握核心技术和制造工艺，燃
料电池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部署
建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
氢量达到10万至20万吨/年，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100万至200万吨/
年。到2030年，形成较为完备的
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
源制氢及供应体系，有力支撑碳
达峰目标实现。到2035年，形成
氢能多元应用生态，可再生能源
制氢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明
显提升。

氢能源清洁利用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齐鲁石化氢能源应用
场景的扩展恰逢其时。

近日，齐鲁石化科技发展部
副经理徐奇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齐鲁石化每年的氢气产能在
16.77万吨，主要用于炼化产品结
构调整和质量改善，每年用量在
15万吨左右，还有近2万吨氢气产
能没有发挥出其应用价值。随着
齐鲁石化氢气产能进一步释放，
整个产业迎来利好。“齐鲁石化氯
碱厂是中国石化唯一一家生产氯
碱的企业，氢气是电解盐水生产
氯气和烧碱的副产品，成本低，质
量好，纯度达到99.99%，优于国家
车用燃料电池氢气标准。氢气由
自用改为外供不会增加其他成

本，与其他兄弟企业相比有明显
的价格优势。”

齐鲁石化高品质氢气投入市
场后，将对氢能源赛道带来重大
革新，为氢能燃料电池车推广提
供了先决条件。“氢能源燃料作为
清洁燃料，不仅要提供动力，还要
有成本优势，这样才能为氢能源
应用场景的扩展，提供基础和依
托。”徐奇轩说。

山东华本能源有限公司经营
加氢站，为氢能源汽车提供清洁
能源。该公司经理牛翎凡说，齐
鲁石化是央企，口碑好，生产的氢
气质量好，华本能源会和齐鲁石
化进行长期合作。

无论是山东打造“鲁氢经济
带”，还是淄博建设“氢能生产利
用先行城市”，都需要产业链的有
效协同。而齐鲁石化作为全国最
大的氯碱生产基地之一，拥有电
解工业原盐生产氢气的成熟技
术，已经建成了完备的氢能生产
压缩充装示范线，这与淄博乃至
全省发展氢能的规划不谋而合。

低碳行 新航母

一样是变废为宝，一样是科
技赋能。与氢能源开发利用异曲
同工，二氧化碳在齐鲁石化也正
在从一种排放物变成“双碳”战略
下的“宠儿”。闭环逻辑传导，从
石油到石油的闭环运转成为
现实。

1月29日，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项目——— 中国石化所属齐鲁
石化—胜利油田CCUS项目全面
建成。该项目被誉为“工业森
林”，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10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
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预
计未来15年还可实现增产原油
296.5万吨。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和标杆
工程，对我国CCUS规模化发展具
有重大示范效应，对搭建“人工碳
循环”模式、提升我国碳减排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齐鲁石化第二化肥厂经理李
海强说，CCUS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的关键技术之一，即把生产过
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提纯，
继而投入新的生产过程再利用和
封存，可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齐鲁石化紧盯时间节点，开
展装置生产前的开工条件确认，

加速推进尾项治理和“三查四定”
工作，查出问题要求施工方立即
整改到位，时间精准到小时。与
压缩机厂商反复对接工艺流程，
对开车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进行
推演，制定相应防护措施；成立专
家开车团队，反复优化、完善开工
方案，抓好员工每日现场培训，及
时进行考核来检验学习成效，确
保装置一次开车成功。项目投产
后，齐鲁石化捕集的液态二氧化
碳经公路运输到胜利油田进行驱
油。为做好产品装卸工作，齐鲁
石化与胜利油田提前沟通联系，
研讨对接产品日产量、罐容及装
车条件等事项，建立线上销售流
程，胜利油田配备了多台车辆来
满足CCUS项目日产量运输需要，
为投产后二氧化碳及时销售出厂
做好准备。

3月份以来，在疫情严峻形势
下，齐鲁石化第二化肥厂干部职
工克服困难，加速推进CCUS项目
建设。4月3日，齐鲁石化二氧化
碳回收利用装置试生产一次成
功，产出合格产品。

随着中国“双碳战略”加速推
进，低碳市场的前景正在得到市
场兑现。

生产环节的废气，正在齐鲁
石化人手中变成一种新的资源，
成为未来新的效益增长点。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齐鲁石化凭借
科技力量，提前布局率先突破，创
新赛道模式、构建产业赛道标准，
在低碳经济时代，逐渐成为一艘
产业“航母”，成为“石油—石油”
的领军者。

齐鲁石化CCUS项目将接过
历史的接力棒，谱写齐鲁石化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篇章。

种太阳 耀光芒

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上，
各种要素资源使用效率正在成为
决定成败的关键。齐鲁石化积极
做好产业链延伸和产品结构调
整，充分整合内部资源，畅通内循
环途径，让各种要素资源加速“跑
起来”，成为现阶段破局的关键
一招。

如今，在齐鲁石化，各种“余
热、余温、余压”资源开始进行多
层次利用，就连阳光都被他们“种
下了”。

2021年12月29日，齐鲁石化
光伏发电一期项目并网发电成

功，这是齐鲁石化首个成规模的
集中式光伏发电工程。项目投运
后预计年均发电量1100多万度，
按照平均每年家庭用电1100度测
算，可为一万个普通家庭提供一
年的清洁用电。年节约标准煤
0.35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63万
吨，相当于植树9万棵。

在徐奇轩看来，这一项目是非
常成功的，因为这是利用厂区闲置
土地建成的项目。“我们充分利用
闲置的露天库房，让闲置土地也能
产生更多效益。接下来公司还计
划建设二期项目，并结合各厂区的
楼顶和其他闲置空间，建设分布式
光伏发电装置，向闲置土地要效
益、向立体空间要效益。”

“种下”的太阳正在产生源源
不断的效益，存起来的“阳光”不
仅照耀了这片石化城的夜空，也
照亮了前行的路。

为了降本增效，齐鲁石化用
余热、余温、余压做起文章。齐鲁
石化第二化肥厂利用机组余热进
行发电，每小时发电量可达到700
度。该厂气体联合车间相关负责
人介绍，气体联合装置生产过程
产生大量温度不到200℃的热量，
对于工业生产来说，属于低品位
热能。此前都是通过循环水来冷
却处理，不仅余热没有用武之地，
还需要大量消耗冷却水。随着低
温余热发电项目投产，低品位热
能变成高品位电能，据保守测算，
每年发电量约700万度、减少循环
水消耗120万吨，产生经济效益约
456万元，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4000多吨，做到了节能、减排、降
碳“三丰收”。

在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引
入黄河水作为精制水水源，但是
引入水水温偏低，达不到进水端
水温要求，需要消耗掉大量蒸汽
进行加热。后期，经装置循环运
行后水温升高，回用过程中又需
要对出水进行冷却。怎样才能降
低能源消耗呢？齐鲁石化反复研
讨攻关，进行节能技术改造，他们
将进水和出水进入同一个蓄水
池，利用回水的水温来中和进水
水温，满足装置运行需求同时，节
省了蒸汽使用。数据显示，截至5
月底，此项目减少蒸汽用量逾1万
吨，而目前工业蒸汽价格达300元
/吨，节省费用300余万元，助力企
业降本增效。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超颖 通讯员 刘芳芳

拓宽能源赛道

齐鲁石化从产业“红海”涌入“蓝海”
在创造历史的时

间维度上，一个企业的
奋进之路，总有一些令
人瞩目的时刻标注。

在应对挑战的空
间维度上，一个产业的
崛起之路，总有一些令
人惊喜的印迹诠释。

近年来，作为目前
山东省内最大的炼化
一体化国有企业，齐鲁
石化加快推进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从燃
料型向化工原料型转
变，以“炼化一体”为基
础拉长化工产业链，助
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带动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取得实效。2021
年，齐鲁石化经营利润
创出了建厂以来的历
史最好水平。今年，在
疫情形势严峻叠加、下
游企业开工受限、产品
需求不旺等多重不利
因素影响下，齐鲁石化
全体干部员工勇于担
当，砥砺实干，共克时
艰，取得了疫情防控和
生产经营“双战双胜”。

在经济发展从量
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阶段，齐鲁石化从驱动
发展的力量变化中，找
到新的增长模式。通
过着力扩张能源赛道
的宽度，从传统能源领
域不断跨入新的赛道，
实现传统能源向新能
源转变，随着一批绿色
项目陆续投产达效，齐
鲁石化率先从产业“红
海”涌入“蓝海”。

燃料电池用氢项目投用现场 通讯员 夏东明齐鲁石化二氧化碳回收利用装置 通讯员 刘芳芳

齐鲁石化光伏发电项目 通讯员 刘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