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青油田高 54 块零散调整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2020 年 10 月 30 日，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高青油田高 54 块零散调整工程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

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

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高青油田高 54块零散调整工程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

常家村西侧，水牛李村东侧附近。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本项目新钻

7 口油井，新建 7 座井场。新建 6 台皮带抽油机（高 54-X31 井处于

长停状态，井口无抽油设备），新建 3座 40m3高架罐配套加热炉加热，

新建单井集油管线 0.41km，新建套管气收集管线 0.35km，配套建设

供配电、自控及道路等工程。调试期，高 54-P18 井、高 54-X31 井因

采出液高含水，目前已关停；高 54-P15 井、高 54-P16 井、高 54-P17

井、高 54-P19 井、高 54-X20 井采用注汽开采，验收阶段未进行注汽

作业。项目实施后，目前产油量 0.234×104t/a，产液量 0.702×104t/a。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7 月森诺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高青油田高 54块零散调

整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8 年 9 月 13 日高青县环境保护局以“高环审[2018]92 号”文

批复了胜利油田东胜精攻石油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青油田高

54块零散调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8 年 9 月 20 日，本项目开工建设；2020 年 8 月 8 日，本项目

全部建设完成；2020 年 8月 10 日，工程进行调试运行。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3、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525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57.5 万元，占

项目实际总投资的 3.0%。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的范围是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及其配套建设环保设

施，包括项目依托工程的依托可行性。

二、工程变动情况

实际工程内容与环评阶段相比，主要发生以下变化：

1、产能规模

环评设计：产液量：2.4×104t/a，产油量：2.1×104t/a。

实际建设：目前产液量：0.702×104t/a，目前产油量：0.234×

104t/a。

2、钻井工程

环评设计：14口油井，分布于 14座井场，总钻井进尺 17834m。

实际建设：7 口油井，分布于 7座井场，总钻井进尺 9591m。

3、采油工程

环评设计：安装 14台皮带抽油机

实际建设：验收期间，安装 6 台皮带抽油机（高 54-X31 井处于

长停状态，井口无抽油设备）。

4、集输工程

环评设计：新建单井集油管线 0.62km,新建套管气收集管线

0.45km，新建 14 座 40m3高架罐。

实际建设：新建单井集油管线 0.41km,新建套管气收集管线

0.35km，新建 3座 40m
3
高架罐，配套建设 3 台加热炉。

本项目发生变动的主要工程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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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办[2015]52 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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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重大变动的界定，本项目产能规模、钻井工



程、采油工程、集油管线的建设情况相对环评设计的工程量均相对的

减少，同时对环境的影响也减小，因此本项目不存在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

（1）施工作业带场地清理时剥离的表层土壤进行了集中堆放，

并对其采取了拦挡、土工布遮盖、修建临时土质排水沟等临时防护措

施，未发生乱堆和水土流失等现象；

（2）钻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不存

在施工现场堆放现象，钻井固废临时贮存于钻井井场旁的泥浆池中，

池内铺设厚度大于 0.5mm 的防渗膜，待完井后对其采用就地固化填埋

的方式处理。钻井固废按照《一般工业固体费额度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要求进行管理。验收调查期间，泥浆池已全部固化，场地恢

复平整，部分区域已自然绿化。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包括钻井废水、施工作业废液、管道试

压废水及生活污水。钻井废水、施工作业废液由罐车拉运至纯梁首站

废液处理站进行处理后进入纯梁首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处理达标

后回注地层，未外排；管道试压废水收集后用于洒水抑尘；生活污水

排至施工现场设置的临时旱厕内，定期清运做农肥。

项目在发生井漏、井喷及集油管道采出液泄漏、井筒、管道腐蚀

破裂等环节可能对地下水产生影响。经过与建设单位核实，本项目新

钻 7口油井在钻井过程中未发生井漏和井喷。项目采取了相应的防范



措施，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井下作业废液、采出水。建设单位采

取的废水防治措施：调试期间，本项目没有进行井下作业，未产生井

下作业废液，后期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井下作业废液随采出液拉运至金

家接转站进行沉降处理，金家接转站沉降后拉运至滨二首站采出水处

理系统处理，采出水最终进入滨二首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

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12）中推荐水质

标准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

2）废气

为防止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的管

理制度，并在施工作业场地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降尘、遮

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为

降低施工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选择了性能良好的机械设

备进行施工，并为机械设备添加高品质的柴油和柴油助燃剂，有效降

低了柴油燃烧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本项目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采油井口、高架罐装车时有少量无组

织挥发非甲烷总烃，主要源于采出液中所含伴生气的无组织挥发、有

组织排放源为加热炉产生的废气。本项目在原油集输过程中均采用密

闭工艺，高 54-P19、高 54-X20 采油井口安装了套管气回收装置，高

54-P16、高 54-P18、高 54-P15 采油井口安装了套管气管线，高 54-P17

井采用丝堵工艺，既节约了资源，也大幅度的降低了烃类的排放；加

热炉采用井口伴生气作为燃料，燃烧废气通过高 8m、内径 0.15m 的

排气筒排放；井场高架罐设置了呼吸阀，减少烃类的无组织挥发。本

项目油井采用罐车拉运的方式拉运至滨二首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



在装车时采用液下浸没式装车方式减少无组织挥发，卸油时采用密闭

卸油，并确保卸油管线的连接处、阀门等无泄漏，严禁打开储罐口及

罐车盖，尽可能减少油品泄漏和油气外溢。加强油井及高架罐的巡检，

定期检修阀门，确保各类接口封闭完好，无跑冒滴漏现象。

（3）噪声

施工期已尽量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且施工时间较短，未对周边

环境产生明显不良影响，施工期间未收到噪声投诉事件。

运营期油井抽油机采取了底座加固、旋转设备加注润滑油等措施，

并加强维护管理，能够有效降低采油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钻井固废、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

生活垃圾。建设单位采取的主要固废防治措施：钻井固废临时贮存于

泥浆池中，池中铺设厚度大于 0.5mm 的防渗膜，待完井后对其采用了

就地固化后覆土填埋的方式处理；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部分回收利用，

剩余废料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处理；生活垃圾委托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本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有联合站原油分离产生

的油泥砂、井下作业产生的油泥砂。建设单位采取的措施：本项目调

试期间尚未产生油泥砂，后续产生的暂存于高青管理区油泥砂临时存

放点集中贮存，并采取防风防雨防晒、地面防渗等措施，最终委托东

营华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

3、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建设单位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制定了《胜利油田高青石油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已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在淄博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备案，备案编号370322-2019-070-M。

2）其他设施

经调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

他环境保护设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工况记录

目前“高青油田高 54 块零散调整工程”5 口油井处于正常运营

状态。设计最大年产油量 2.1×104t/a，最大产液量 2.4×104t/a，验

收期间实际产油量 0.234×104t/a，产液量为 0.702×104t/a。调试期

间设备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具备验收条件。2020 年 8

月 10 日进入调试期，调试期间环境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2、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期间管道敷设时土壤严格执行分层剥

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分层回填；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了覆土和

地貌恢复，管线沿线生态恢复效果良好，未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3、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1）废气

验收调查期间，油井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 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中 VOCs 厂界监

控点浓度限值（2.0mg/m3），硫化氢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硫化氢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0.06mg/m3），表明本

项目在正常生产时，对其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加热炉烟尘浓度最高值为 8.32mg/m3低于 10mg/m3，二氧化

硫排放浓度 11.8mg/m3 低于 50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最高为



96.4mg/m3低于 150mg/m3，各类污染物浓度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7/ 2374-2018）表 2 中一般控制区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SO2 50mg/m3、NOX 200mg/m3、烟尘 10mg/m3）及《关于明确全市

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有关执行要求的通知》（淄环发

[2018]24 号）中相关限制要求。

（2）厂界噪声

验收调查期间，井场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

（A）），表明项目运行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3）回注水（采出水、井下作业废液）

本项目依托的滨二首站已制定了相关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建立

了运行记录、加药记录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水质监测，出水水质能

够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12）

中推荐水质标准。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得到了有效处置，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 第 36 号）要求

进行了管理与处置；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 第 36 号）进行

了管理与处置。

综上，本项目严格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措施。

4、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不涉及其他环境

保护设施。



五、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的生态环境影响是施工清场对地表植被破坏、

土壤的扰乱、土地的占用。采取的措施及实际生态恢复情况：在施工

期严格按照要求设计施工，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尽量减少对地表的

碾压；项目占地主要为井场占地、管线敷设；项目临时占地已经进行

了清理和平整；项目所在位置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生态评价范围

无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风景名胜区等。

运营期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是修井过程可能对周围植被、土壤产

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井场内，但很少大规模形成污染。经与建设单

位核实新钻 7 口油井目前还没有进行修井。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

表所提出的生态保护要求，总体影响较小。

2、大气环境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采油井场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为 1.27mg/m3，满

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

中 VOCs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2.0mg/m3）要求，硫化氢浓度均小于

0.001mg/m3，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硫化氢

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0.06mg/m3）要求；加热炉中烟尘浓度最高值

为 8.32mg/m3低于 10mg/m3，二氧化硫浓度最高值为 11.8mg/m3低于

50mg/m3，氮氧化物浓度最高值为 96.4mg/m3低于 150mg/m3，满足《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 2374-2018）表 2 中一般控制区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SO2 50mg/m
3、NOX 200mg/m

3、烟尘 10mg/m3）及《关

于明确全市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有关执行要求的通知》（淄

环发[2018]24 号）中相关限制要求。由此可知，本项目的建设与运

行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轻。



3、声环境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高 54-P17 井井场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50dB（A），

夜间最大值为 49dB（A），高 54-P19 井井场噪声昼间最大值为 48dB

（A），夜间最大值为 48dB（A），项目采油井场厂界噪声均能够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 2类区排

放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由此可知，本项目的建设

与运行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轻。

4、土壤环境质量

根据监测结果，井场内土壤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表 1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及表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筛选值（其他项目）”中第二类用地的有关要求，井场外土壤环境

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表 1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基本项目）”中

有关要求。可见，油井在运营过程中对周围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均未提出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

六、后续要求

1、加强管线及各项污染物防治设施的定期检测、维护和巡查工

作，发现情况及时处理，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

2、若项目关停油井通过井下作业重新恢复生产，运营期间，建

设单位加装套管气回收装置对伴生气进行回收，并委托有资质单位定

期对厂界噪声和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进行监测，确保项目厂界噪声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 2 类区

标准（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厂界非甲烷总烃浓度

符 合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标 准 第 7 部 分 ： 其 他 行 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