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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樊家油田地面油水系统优化改造工程（二期）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

本项目将林中 20号计量站技改成林中 20号集中处理点，新建采出液处理系

统一套；对 LFLZ3X30井场进行技术改造，增加采出水处理和回注功能，新建一

体化水处理装置一套；新建林中 20号集中处理点至 LFLZ3X30井场水处理站注水

管线 1580m；另外包含配套建设自控、通信、道路、供配电设施等。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在初步设计和环境保护篇章中提出了林中 20集中处理

点产生伴生气进入加热炉燃烧、拉油罐装载过程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排放，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

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的要求。在环境保护篇章中，对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

影响、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了分析及论证，并对环保投资进行了估

算，纳入工程总投资，其中环境保护投资概算为 2038万元，总投资概算为 7000

万元，占比为 29.1%，为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保证了资金需

要。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胜利油田中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施工单位根据相关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的要求，签订了施工合同，在施工合同中对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意见

中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建

设单位严格按照施工合同的要求，保障了环境保护设施的资金需要；施工单位严

格按照合同中的要求，保障了环境保护设施的施工进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施

工”的要求。

1.3 验收过程简况

1）2024年 2月 22日，工程建设完成。

2）2024年 2月 23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

表明工程具备了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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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年 2月 24日，中胜公司与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

合同中约定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

告表的编制工作，建设单位对向委托单位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和实物的真实性

负责。

4）2024年 7月，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表编制完成。

5）2024年 8月 4日，中胜公司组织了企业自主验收会，专家组出具了专家验

收意见，认为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提出的各项

环保措施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现行排放标准，同意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4年 2月 23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及调试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

（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同时向公众公示本项目建设内容。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和邮箱回复的方式收集

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

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环境保护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胜利油田中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设立环

保管理机构，配备一位环保管理人员，按中胜公司要求开展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在施工期，项目管理部门设置专门的环保岗位，配备一名环保专业人员，负

责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及环保工程的检查和预验收，负责协调与环保、土地

等部门的关系，以及负责有关环保档、技术资料的收集建档。由项目经理部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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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单位，监督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环保措施的实施。

在生产运营期，由胜利油田中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站场内设置兼职环

保员，负责环保档和技术资料的归档，协助有关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工程的验收，

负责运营期间的环境监测、事故防范和外部协调工作。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中胜公司滨南开发区已制定《胜利油田中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滨南开发

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已于 2022年 9月 14日在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惠

民分局备案（备案文号：371621-2022-174-L）。同时根据应急预案内容配备了应

急设备、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

应急预案按照环境事件的级别、危害的程度、事故现场的位置及事故现场情

况分析结果，人员伤亡及环境破坏严重程度，分为一级响应、二级响应、三级响

应。三级响应运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由站内应急救援小组实施抢救工作；二级

响应由采油区应急指挥中心进行处置，并视情况请求上级增援；一级响应由公司

应急指挥中心进行处置，并请求外部增援。

建设单位配备了所需应急物资；配有环保管理机构和人员，有完整的环保管

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及应急人员，并定期进行了演练。

3.1.3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建设单位制定了运营期环境监测

计划，纳入年度环境监测计划。根据调查，中胜公司严格按照年度环境监测计划

的要求，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对站场加热炉等进行了监测，同时通过定期巡检，

及时发现周围生态变化情况。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水环境

本项目施工期水污染物主要包括管道试压废水及生活污水。施工期新建管道

试压废水、林中 20号集中处理点和 LFLZ3X30井场内新建压力容器试压废水，暂

存管道、设备内，项目进入调试期后随流程进入 LFLZ3X30井场一体化水处理装

置内处理，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排至施工现场的环保厕所，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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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气环境

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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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非道路移动设备符

合国Ⅵ标准，车辆按规定张贴标识牌，加强设备和运输车辆的检修和维护，通过

使用无毒或低毒焊条，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周围空气环境的不利影响。且施工现场

均在野外，有利于扩散，同时废气污染源具有间歇性和流动性。

（3）声环境

经调查，施工单位采取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是使用了低噪声的施工机械

和工艺、避开夜间施工、高噪声设备不同时施工等，施工期间未收到噪声扰民投

诉。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建筑垃圾及施工废料、多余土方、拆除的旧

设备和生活垃圾。本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料及建筑垃圾部分回收利用，不

能利用的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多余土方用于管线敷设段就地回填平整；

拆除的设备已回收至仓库备用，废弃的设备按照油田资产报废程序进行处置；施

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不存在乱堆乱扔现象。施工现场已

恢复平整，无乱堆乱放现象。

（5）生态环境

本项目站场改造不新增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本项目占地仅涉及管线施工临

时占地，临时占地的占地类型主要为农田，临时占地面积 12640m2。工程结束后

对临时占地进行了生态恢复，临时占地产生的环境影响随着施工结束已逐渐消失。

3.2.2 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水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天然气凝液和一体式水处理装置产生反冲

洗废水。林中 20号集中处理点运营期产生天然气凝液，回收至三相分离静电聚结

一体化分离器进一步处理，经 LFLZ3X30井场一体化水处理装置处理，达到《碎

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推荐水质标准

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LFLZ3X30井场一体化水处理装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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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冲洗废水由罐车拉运至滨五联合站，进入滨五联合站内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

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 5329-2022）中

推荐水质标准后回用于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

（2）大气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站场烃类无组织挥发废气和加热炉

废气。经调查，本项目林中 20集中处理点装载过程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出

料管口距离管底部高度小于 200mm，车辆运输过程确保罐车顶盖密闭，有效降低

了无组织废气的挥发量；本项目新建 700kW加热炉，配套低氮燃烧器，燃料采用

伴生气，废气通过 9m高排气筒排放。

（3）声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站场内各类泵噪声。运营期林中 20号集中处理点

及 LFLZ3X30井场 2座站场设置围墙，泵类设备采取了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

LFLZ3X30井场注水泵设置隔音板。经采取以上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后，能够

有效降低采油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清罐底泥、废润滑油、废油漆桶、废变

压器油、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及废过滤吸附介质。本项目调试期间，暂未

产生以上固体废物；后期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清罐底泥随产随清，委托山东康明环

保有限公司拉运并进行无害化处置；废润滑油、废油漆桶、废变压器油、废弃的

含油抹布、劳保用品暂存于危废间，委托山东康明环保有限公司处置；废过滤吸

附介质不暂存，委托山东康明环保有限公司处置。

3.2.3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的措施

为保障环境保护设施的有效运行，建设单位制定了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制度，

以及设备定期维护保养计划，并安排专人定时进行巡检，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稳定

运行；同时，制定年度环境监测计划，确保达标排放。

3.2.4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本项目站场改造不新增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本项目占地仅涉及管线施工临

时占地，临时占地的占地类型主要为农田，临时占地面积 12640m2。工程结束后

对临时占地进行了生态恢复，临时占地产生的环境影响随着施工结束已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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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采取了的生态保护措施主要是：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带宽度；按照分

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循序分层回填的要求进行了管沟开挖和土壤回填，

并及时恢复了原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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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施工场地得到了恢复。

3.2.5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本项目生态影响不涉及保护性物种，施工期采取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范围，

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且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了地表植被；通过加快施工进度，

缩短施工周期，进一步减轻了施工活动对区域野生动物的影响。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已按照专家意见进行整改。

5 建议

（1）持续加强环境管理工作，继续健全和完善各类环保规章制度、QHSE管

理体系；

（2）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并定期进行演练，从而不断提高污染

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水平，确保项目环境安全；

（3）加强排污许可管理，确保项目加热炉、采出液及采出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按要求进行定期检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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