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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顺北区块2018年新建产能建设项目

（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1 年 12 月 16日，中国石化能源环境部会同油田事业部，组织建设

单位西北油田分公司、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及环境监理单位、环评

单位、验收调查及监测单位代表及 6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对中

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顺北区块 2018年新建产能建设项目（一期）进行了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查。

与会代表检查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

境保护执行情况，环境监理单位关于项目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以及

验收调查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汇报。验收工作组对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讨论，

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顺北区块 2018年新建产能建设项目于 2019年 8月 8日取得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顺北区块 2018 年新建

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审〔2019〕140 号），顺北区

块 2018年新建产能建设项目分两期建设，本次验收审查针对目前已建成投

产的工程内容（以下简称本项目）。

本次验收范围包括顺北1井区、顺北5井区 2个区块内采油井 26口，

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5 座计量阀组、顺北 5 混输泵站、顺北 53X 拉油流

程，生产应急指挥中心，生产科研基地，以及配套管线、道路及供配电等

系统工程设施。

本项目 2019 年 8 月 28 日开工建设，2021 年 9 月 30 日建设完成。总

投资 120065.45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6617.611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比例为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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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变动情况

本项目主要变动内容为：

（1）管线：本项目环评阶段单井管线 102km、集输管线 99km、伴生气

和供气管线 65km，实际建设单井管线 49.884km、集输管线 83.84km、伴生

气和混烃管线28.4km，管线实际共计减少了 103.876km；

（2）道路：本项目环评阶段主干道路 37km，实际新建主干道路

32.42km，主干道路长度减少了 4.58km，根据现场勘查，周边未新增环境

敏感点，仍然为沙漠地带；

（3）生产应急指挥中心：本项目环评阶段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占地面积

54600m2，实际新建占地面积40443.5m2，减少了14156.5m2；

（4）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处理规模：本项目环评阶段总处理规模为：

121.22×104t/a；实际总处理规模为：131.02×104t/a；增大了 9.8×104t/a，

8.08%；

（6）污水处理规模：本项目环评阶段污水总处理规模为3060m3/d，实

际总处理规模为：3120m3/d，增加了 60m3/d，2%；

（7）锅炉、热媒炉、加热炉：本项目环评阶段建设 11台；实际建设

5台，减少了 6 台，同时规模减少，排气筒高度增加，锅炉、热媒炉增加

了低氮燃烧器环境保护措施；

（8）含油污泥处置：处置单位较环评阶段发生变化，实际清运单位及

处置单位均有相应资质；

（9）事故应急：增加一根放空火炬，加强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0）生态保护措施：防风固沙措施栽植草方格，环评阶段投资 1687.2

万元，实际投资10474.44 万元，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性质、地点未发生变化，生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九种不予验收的情形的总体说明后未发生重大变动，根

据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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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2015]52 号，2015 年 6月 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2019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

函[2020]688 号，2020年 12月 1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界定程序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12 月 10 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

部办公厅，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2 号，2017年 10月 1日）有关规定有关规定，

本项目实际建设较环评阶段，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未超过环评阶段要求，

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本项目实际建设地点、性质、工艺、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措施变动内容未导致环境不利影响加重，因此本项目无重大变

动。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占地类型为荒漠，临时占地范围内基本无植被覆盖，施工结束

后对临时占地进行了清理平整和恢复。

道路、管线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管道全线地表已基本恢

复和压实；井场、站场设备安装占地部分以水泥硬化或在地表敷以砾石进

行覆盖。站场四周及道路两边均栽植了草方格及草网阻沙栅栏，起到了良

好的防风固沙作用。

施工期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中的环保措施要求，施工结束后及

时对场地进行了恢复，工程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的生产废水主要为管线试压废水、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

生活污水。本项目施工期管道分段试压，一般采用无腐蚀性的清洁水，试

压结束后洒水抑尘或绿化，施工期间不在施工现场设施工营地，依托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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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场，不外排。施工期废水妥善处置，未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本项目运行期主要废水为采出水和修井过程中产生的井下作业废水，

及生活污水。

本项目采出水经顺北 1号处理站、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内污水处理系

统处理达标后，装车拉运至单井进行回注地层。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顺北

1 号处理站、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内污水处理系统出口水质均满足《碎屑

岩油藏注水水质推荐指标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12）中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井下作业废水由作业单位自带回收罐收集后运至塔河油田绿色

环保站或顺北油田固废环保站进行处理。

本项目应急指挥中心及五号联合站内的生活污水一同排入应急指挥中

心内的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中的二级标准后，用于站外人工种植的沙漠植被绿化。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水

质满足以上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沙雅县生产科研基地生活污水与隔油后餐饮废水经化粪池处理

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的三级标准，一并排

入市政排水系统，最终排入沙雅县污水处理厂进行最终处理。根据验收监

测结果，生产科研基地化粪池出口水质满足以上标准限值要求。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2.1 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车辆按照规定路线行驶；采用洒水车定期对作业面

洒水；建筑材料统一堆放，并遮盖；运输车辆采取了密闭措施，有效控制

了施工扬尘。

2.2 运行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运行期有组织废气主要为顺北 53X 拉油流程 400kW 加热炉、顺

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内 1台 20t/h 的燃气蒸汽锅炉及 3300kW的热媒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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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地 2 台 1.4MW 燃气供热锅炉（1备 1 用）燃烧产生的烟气；应急指

挥中心及生产科研基地产生的食堂油烟废气。5#、6#、7#、8#计量阀组站、

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进站计量阀组站及顺北 5混输泵站内使用电磁加热器

加热，无废气产生。

本项目运行期锅炉、热媒炉及加热炉使用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顺

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内20t/h锅炉烟气通过低氮燃烧器+1根20m高的排气筒

排放，3300kW 高温热媒系统锅炉烟气通过低氮燃烧器+1根 14m 高的排气筒

排放。本项目顺北 53X 拉油流程内 400kW 加热炉燃烧烟气通过 10m 高排气

筒排放。本项目沙雅县生产科研基地 2台 1.4MW 燃气供热锅炉（1备 1用）

燃烧产生的烟气通过 1根 10m 高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排放量不大且为间

歇、不定量排放，对环境影响不大，本项目应急指挥中心食堂油烟经抽油

烟机收集+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排烟管道排放，生产科研基地食堂油烟经

抽油烟机收集+油烟乳化剂净化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顺北 53X 拉油流程 400kW 加热炉、顺北油

田五号联合站内 1台 20t/h 的燃气蒸汽锅炉及 3300kW热媒炉、生产科研基

地 2台 1.4MW 燃气供热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最大排放浓度值及烟气黑度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中 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应急指

挥中心食堂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油

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运行期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油气集输过程中的无组织挥发烃类，

井口、管线接口、阀门、场站等处产生的无组织挥发烃类，及顺北油田五

号联合站储罐区内储罐存储原油时大小呼吸产生部分的无组织挥发烃类；

运行期采用密闭集输流程，油井井口设置套管气回收装置，套管到管线安

装定压泄压阀，回收的气体随油气通过单井管线进入集输流程；加热炉均

用清洁天然气作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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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使用呼吸阀挡板，采用气相连通工艺；加强清管作业及定期检修

设备等措施控制大气污染。本项目在五号联合站建设高度为 100m 火炬 3

套，并且配套高低压火炬分液罐相关设施，在事故及非正常工况下，放空

气体通过天然气放空管线进入天然气放空分液罐分离后，进入天然气放空

火炬燃烧。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单井井场、计量阀组站、顺北油田五号联

合站进站计量阀组站、顺北5 混输泵站、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厂界无组织

废气非甲烷总烃上风向最大排放浓度值、下方向最大排放浓度值均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要求，同时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9728-2020）中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厂界无组织废气 H2S 上风

向最大排放浓度值、下方向最大排放浓度值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内罐区监控点处无组织废气非甲烷总烃排

放浓度值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

A.1要求。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为各种机械设备作业噪声及车辆运输噪

声。采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加强设备维护，对车辆、设备定期进行维

护、保养，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本项目运行期噪声主要为单井井场采油树节流、站场各类机泵、锅炉、

加热炉、放空火炬等设备噪声以及生产科研基地设备、社会活动噪声。本

项目站场设备采用基础减振、各类机泵产噪设备采取厂房隔声等降噪措施，

同时本项目所在区域地势平坦、空旷，500m范围内无声环境目标，因此，

本项目运行期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单井井场、计

量阀组站、顺北 5混输泵站、顺北 53X 拉油流程、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

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厂界昼间、夜间的噪声监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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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管道、站场、应急指挥中心、生

产科研基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施工土方及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

本项目固体废物全部集中统一收集，均得到妥善处置，根据现场勘查，

没有在现场地表遗留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行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油气开采过程中修井、清管作业及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油泥（砂）、落地油和油田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根

据调查各井场采用密闭集输工艺，正常生产时基本没有固体废物产生；本

项目自建成运行至今还未进行过检修、清管，故本项目至验收期间无油泥

（砂）产生。本项目产生的油泥（砂）经集中收集后委托新疆耀捷运输有

限公司拉运至沙雅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井下作业采用带罐

（车）作业，作业范围地表铺设防渗膜，做到原油不落地。运行期顺北油

田产能建设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收集，统一清运至塔河油田绿色环保站处

理。生产科研基地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至沙雅县生活垃圾

填埋场填埋处理。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单井井场、计量阀组站、顺北油田

五号联合站进站计量阀组站、顺北 5混输泵站、顺北 53X 拉油流程、顺北

油田五号联合站厂界内、外土壤监测值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36600-201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

选值第二类用地基本项目、其他项目标准限值要求。

三、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及运营期落实了相关环境管理制度，西北油田分公司

采油四厂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编制了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沙雅县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备案号：

652924-2021-140）。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设立了应急组织机构，制定并

落实了风险防范措施，配备了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了演练。经调查，

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未发生环境事件及环保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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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内建设 1 座二级消防站，顺北油田五号联合站新

建 100m火炬 3根，污水处理系统建有一座 3000m3的事故池，容纳五号联

合站事故状态下的消防废水。原油罐区防火堤内可以暂存事故废水容积

为 25665.8m3（不包括原油储罐所占体积），收集的消防废水暂存在顺北

油田五号联合站污水系统的防火堤及事故池内，最终由顺北油田五号联

合站内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后回注。

四、验收结论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不存在环保重大变动，环境

保护设施和环境风险应急设施建设符合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未对生态

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验收工作组认为按照验收工作组意见修改并经技

术专家复核同意后，项目具备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五、后续工作建议

1.本项目地处生态脆弱的沙漠地区，运行及后期建设过程中应严格落

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避免发生生态破坏事件。

2.持续开展环境风险识别评估，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设施的运行维护管

理，有效防范化解环境风险。

3.加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及备案，加强与地方政府应急联动，

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提高环境应急处置能力。

4.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按照最新标准要求，运行好站

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附件：验收调查报告专家修改意见

验收工作组

2021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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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验收调查报告专家修改意见

1.按照最新要求核实确定适用标准，并进行标准符合性校核。

2.对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进一步调查分析工程变动情况。

3.补充完善报告编制依据，规范报告格式文本，补充相关图件。

4.核实监测数据，环保投资。

验收专家组

2021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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