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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来自地层深处的革命，是科技

创新的典范。攻坚克难的石油人在勘探理论

创新、撬动大发现过程中，催生了一场天然气

工业生产革命。这就是“古老碳酸盐岩勘探

理论技术创新与安岳特大型气田重大发现”

的故事。

风险勘探 燃情新路

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藏是迄今为止我国

发现的单体规模最大的特大型海相碳酸盐岩

整装气藏。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东起遂宁，西接雅

安，南抵资中，北达绵阳，天然气勘探始于威

远构造。跨进新千年之后，中国石油西南油

气田分公司为挖掘威远气田生产潜力，部署

专门钻探威远气田寒武系的威寒 1 井，并在

龙王庙组测试获气。从此，寒武系龙王庙组

引起地质学家的高度重视。

随后，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公司部署了

磨溪地区 320 平方公里的三维地震、80 多

公里的地震剖面资料采集作业，并组织西

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东方地

球物理公司、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等单

位联合攻关。

深层古老碳酸盐岩天然气勘探投资大、

风险高，发现气藏难、开发生产难。在四川盆

地钻一口 5000 多米的探井，投资近亿元，需

要下巨大的决心，这导致寒武系勘探迟迟打

不开局面。

2005年 1月 1日，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

公司制定的“油气风险勘探管理办法”开始执

行。这一“红利”缓解了巨大的投资压力，激

励了勘探实践。

经过多轮勘探目标评价，中国石油在古

隆起勘定宝龙 1 井等 3 口风险探井井位。宝

龙 1、汉深 1 井证实震旦系灯影组是良好的储

层，寒武系含气。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根据勘探新

思路，组织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

院等单位开始新一轮地质科研攻关。2009年

12 月，勘定 3 口风险探井，并决定先钻探螺观

1、高石 1井，择机钻探磨溪 8井。

石破惊天 火龙腾飞

螺观 1 井，勘探古隆起东南部寒武系的

风险探井，2011 年 5 月完井，寒武系龙王庙组

储层不尽如人意。

高石 1 井，主探古隆起高石梯构造震旦

系、寒武系。2011年 3月 31日，钻头抵达震旦

系，钻井液中有气泡，呈现好兆头，为磨溪 8

井赢得了“准生证”。

2011 年 7 月 12 日 ，高 石 1 井 开 始 第 一

段——震旦系灯影组二段试油作业。绵绵细

雨中，射孔、替钻井液、压裂、挤酸、放喷……

循序渐进。放喷点火后，呼啸而出的天然气

燃起八层楼高的橘色火龙，测试日产气量超

过 100万立方米。

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勘探出现重大突

破，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专题研讨，勘

探与生产分公司杜金虎副总经理进行了详细

的部署安排，决定“立足寻找大气田，立足构

造气藏，立足尽快总体控制”，在古隆起磨溪

区块、高石梯区块分别再部署 3口井探井。

高石 1 井获气 49 天后，磨溪 8 井开钻。

随后，6 个钻井队、由 3 个物探队组成的物探

联队、4 个钻前工程队陆续开进高石梯—磨

溪地区。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

分公司、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古

隆起勘探前线指挥部，组织实施勘探作业。

我国第一次石油会战之地——川中地区又开

始一场会战。

甩开勘探 阔步向前

震旦系灯影组气藏、寒武系龙王庙组

气藏能否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

发现？

深度求证，甩开勘探是不二选择。

高石 1 井获气后，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

分公司启动“四川盆地海相碳酸盐岩大型

古隆起高效气田成藏理论与勘探技术”重

大专项研究，突出勘探与开发一体化、科研

与生产一体化，重点解决资源潜力、地层展

布、成藏条件等关键地质问题，全力攻关储

层预测、安全快速钻完井、测井解释、储层

改造等关键瓶颈技术难题。2012 年 9 月 9

日 ，磨 溪 8 井 测 试 日 产 107.18 万 立 方 米 天

然气，由此揭开了安岳气田寒武系龙王庙

组气藏的勘探开发序幕。从此，勘探部署

策略调整为首先探明磨溪区块龙王庙组气

藏储量。

用最少的物探、钻井等工作量，圈定气藏

边界、计算气藏探明地质储量，正是高效勘探

的精髓所在。

中国石油分三轮部署 2540 平方公里三

维地震、900 公里二维地震资料采集作业、50

多口新井。其中，龙王庙组气藏专层井 5 口，

勘探范围逐步扩大至 7500平方公里。

2013 年 11 月 7 日，磨溪 101 井测试日产

量超过 85 万立方米。至此，探明龙王庙组气

藏储量的勘探工作全部完成。

截至 2016 年底，安岳气田磨溪区块龙王

庙组气藏累计生产天然气达 176.87 亿立方

米，累计建成投产开发井 30 口，开发井成功

率 100%，测试百万方以上开发井 28口。

科技创新 喜迎突破

多学科、多专业联合攻关是成功的重要

法宝。团队科技攻关博采众家之长，西南油

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东方地球物理

公司、川庆物探公司等多家单位既分工又合

作，借助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重大专

项和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背靠背研究做方案，

面对面交流攻难关，协同作战，密切配合，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难题。

古老碳酸盐岩勘探理论技术攻关取得重大

突破，创新性提出了以裂陷为核心的古老碳酸盐

岩“四古”成藏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天然气如何

形成、怎样迁移、在何处聚集等重大油气地质理

论问题。形成了四项配套技术，攻克了富集区

预测、气层评价，快速钻井，储层改造等关键技

术难题，并进一步明确了四川盆地龙王庙组地

层、灯影组地层天然气勘探资源潜力和勘探方

向。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比照“答案”追

寻新目标，放飞再获重大发现的新梦想，在川东、

川西北部署风险勘探，目前正实施钻井作业。“古

老碳酸盐岩勘探理论技术创新与安岳特大型气

田重大发现”项目已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因乐山—龙女寺古隆起勘探应运而生的

深层地震采集处理解释技术、测井关键评价

技术、“优快”钻井技术、储层改造专有技术，

将与当年的气田重大发现一样令人欣喜、为

之叹服，并在更多更广阔的领域熠熠生辉、大

展宏图。 （贺铭 李婕）

来自地层深处的革命 科技创新的典范
——中国石油勘探理论技术创新与安岳特大型气田重大发现纪实

在云南，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团队，他们数

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复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

效利用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方面

积极进取，攻坚克难，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结

出了丰硕成果，部分理论研究触及国际前沿，

多项技术国际领先。他们就是昆明理工大学

复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创新团队。

昆明理工大学在复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

高效利用研究方面拥有良好的文化传承与技

术积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张文彬教授

率先针对我国已探明的储量最大的氧化铜矿

资源——东川汤丹难处理氧化铜矿进行了深

入系统地研究，显著提高了氧化铜矿的资源

利用率。自本世纪初以来，文书明教授作为

团队带头人，持续开展了复杂难处理混合铜

矿高效选冶、有色金属共伴生硫铁矿资源综

合利用、锡石多金属硫化矿高效利用等项目

的技术攻关，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复

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创新团队。

该创新团队立足西南边陲和少数民族聚

集区，长期从事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利用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和人才培养

工作。形成了一支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云岭学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等在内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拥有复杂有色金属资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西部优势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云南省铜矿物加工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团

队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大型企业集团

科技攻关项目，开发成功了多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获得 2 项国家科学

技术大奖，6 项省部级科技特等奖和一等奖；

出版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其中被

SCI、EI 收录学术论文 150 余篇；获授权专利

70 余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件。这些

重大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我国有色金属

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行业的科技进步，产生了

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矿物浮选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为有色金属矿物浮选新技术的开发

提供了理论支撑。该创新团队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资助下，着眼于矿

产资源利用技术涉及到的科学本质问题，持

续系统地开展了理论和基础研究，首次发现

了矿物流体包裹体浮选效应，矿物表面弛豫

现象，发展了矿物浮选表界面化学；创新性

地提出了浮选计算化学和计算矿物学研究

新方向，丰富和完善了矿物加工工程学科的

理论体系。

针对东川汤丹难处理氧化铜矿，团队历

经二十年，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发明了

国内外首创的“难处理氧化铜矿资源高效选

冶新技术”。在难处理高钙镁氧化铜矿选冶

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整体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工业生产全流程铜的总回收率

达 75.20％，对同类矿石，回收率比原有技术

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新技术对促进我国氧

化铜矿加工技术进步的作用巨大，成果应用

经济效益显著，获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

该创新团队成功研发了复杂混合铜矿高

效回收新技术。我国铜矿资源中，一半以上

为混合铜矿，由于矿石性质复杂，回收难度

大，混合铜矿的高效利用一直是选矿冶金界

公认的世界性难题。该创新团队通过理论

研究和技术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开发了

复杂混合铜矿高效回收利用全新的成套技

术，于 2009 年成功应用于我国云南、四川等

省区。对于不同性质的混合铜矿，提高铜回

收率的幅度为 8—30 个百分点，节能 25％—

28％，成果应用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该技术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获云

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

术发明一等奖。

该创新团队在硫铁矿中铁的高效利用方

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开发了有色金属共

伴生硫铁矿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该团队

以利用硫铁矿中铁资源为目标，产学研紧密

协同，转变学术思想，创新关键技术，经过十

多年的理论研究和持续攻关，解决了一系列

重大技术难题，形成了以“多晶型硫铁矿同步

回收—表面疏水性控制深度精选—高温过氧

焙烧脱硫制酸—直接联产铁精矿”为核心的

全套新技术。该技术于 2009 年逐步在云南、

江西、安徽、江苏、广东等省份得到广泛应用，

使硫铁矿烧渣全部成为合格铁精矿。成果应

用几年来，累计新增经济效益近百亿元。该

技术将硫铁矿从化工矿产拓展为铁矿资源，

据地质专家测算，潜在资源价值超过 1.2万亿

元。鉴定专家认为，“有色金属共伴生硫铁矿

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总体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已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7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锡石多金属硫化矿高效利用新技术方

面，该创新团队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的资助下，通过理论研

究与技术攻关，创新性地研究了多晶体界面

作用、浮选介观化学等；开发了低品位铜锡矿

综合利用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复杂难处理锡

石硫化矿的高效利用，为复杂共伴生多金属

矿产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重要示范。

未来，该创新团队将牢记使命，努力成为

西南边疆地区国际有影响力的矿物加工研究

高地和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集成区的优秀

名片。 （王新华）

扎根七彩云南 情系有色矿产
——记昆明理工大学复杂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创新团队

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甲型 H1N1 流

感、H7N9 流感……“一旦疫病不能有效控

制，养殖者将面临倾家荡产，对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优雅知

性的“巾帼精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金梅林 30 多年来，从未懈怠、勇担

重任、迎难而上，主攻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项

目，勇攀了一座又一座科技高峰。

酷暑严冬不懈攻关
奋战一线成果斐然

预防兽医学，对于女性而言并不那么“时

尚和潮流”，然而在金梅林的心中，它却拥有

耀眼的魅力。

金梅林凭借过人的毅力，坚持奋战在动

物疫病防控科研一线，每个项目攻关都少不

了“八年抗战”。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她坚定

的在崎岖山路中前行，克服重重难关，迎来缕

缕曙光。

36 年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金梅林，看

到动物传染病流行十分猖狂，急需防控新

产品，然而当时的动物疫病防控研究基础

非常薄弱，没有安全、实用的产品，农民束

手无策。

“那时起坚持将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努

力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金梅林说。

酷暑严冬几十载，从第六个国家五年计

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她毫不松懈攻关、攻

关、攻关，终获得了斐然的科研成果。

金梅林先后自主创新 49 项授权发明专

利 。 研 发 畜 禽 新 型 疫 苗 和 诊 断 试 剂 30 余

种。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7

项，参与完成相关研究获新兽药注册证书 14

项，均实现产业化并成功转化。她先后获得

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其他省部级

科技奖励 8 项，其中 6 项为湖北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心怀苍生勇挑重担
天道酬勤勇建功勋

首次被确认人感染禽流感是在 1997 年

和 1999 年分别由 H5N1 及 H9N2 导致香港 6

人死亡及两名儿童感染。

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合作研究的金

梅林受到深深震撼，她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提

早结束合作协议，1999 年底回校投身于禽流

感的防控研究。

彼时，自主开发的免疫学技术诊断禽流

感病毒商品化试剂盒在国内还是空白。

“有诸多关键技术瓶颈尚待突破”，金

梅林和她的团队争分夺秒、埋头苦干，获得

了具有型及亚型特异性的诊断标识，开发

出具有自主产权的商品化试剂盒，最终研

发出了 20 余种适合我国国情快速准确、现

场使用、系列配套、简便易行、经济适用、基

层及养殖单位用得起的技术和产品。研究

成果“禽流感检测试纸条”获国家四部（局）

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获 2007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1 年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5 年 7 月，四川“神秘疫情”引发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致使 204 人感染 38 人

死亡。

作为农业部专家组成员，金梅林冒着被

感染的风险，第一时间深入到疫区，迅速判断

出感染病原为猪链球菌，参与指导疫区综合

防控，该次猪链球菌病突发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而在随后 10 余年的研究中，她分离出

2000 余株链球菌等相关病原，成功研制出我

国首个猪链球菌三价灭活疫苗，首个猪链球

菌 2 型抗体检测试剂盒，获批国家新兽药注

册证书 2 项并产业化。相关基础和应用研究

2013年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09年初，病原微生物“兴风作浪”，在全

球引发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大流行。

金梅林她带领团队开展了猪流感防控技

术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个猪流感病毒

H1N1 亚型灭活疫苗和猪流感病毒 H1N1 亚

型检测试剂盒，获批国家新兽药注册证书并

产业化。相关致病机制和防控研究 2015 年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多年来，面对一轮又一轮的疫情及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金梅林还针对鸭瘟、鸭肝

炎对水禽业的影响；禽流感的变异；鸭坦布

苏病新发；猪丹毒的老病再现、副猪嗜血杆

菌病的泛滥等 10 余种动物疫病危害，探索

并开发了新型防控技术。她还经常深入一

线解决养殖场、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疫苗制

造企业的问题，参与突发疾病的科学处置

及综合防控。

不忘初心执着耕耘
科产融合喜结硕果
“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两手抓”

的想法是金梅林的初心，无论是她率领学生

们在前沿探索，还是进行成果孵化，金梅林都

心系成果产业化。

金梅林的 11 项研究成果和产品，已向 5

家生物制品企业成功转化。她研发的新型疫

苗和检测试剂盒，在 30 个省市区应用推广，

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同时降低了

病原向人传播的风险。为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她还时常深入养殖户，进行宣讲推广、答

疑解惑。

“5 加 2，白加黑”，从专注做科研、教学的

学者，到成果产业化开发及推广应用的“创业

导师”，金梅林都乐在其中。

她的研究生感叹：“实验室 F108 总有金

老师忙碌的身影，她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最

后一个熄灭，即使节假日也如此”。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16

年，她本人获得湖北省“荆楚楷模”奖章。

“面对有限的时间和想做的研究，我只有

加倍付出，高强度投入。”这就是金梅林的勤

奋和踏实做事风格。作为在艰苦行业奋斗的

卓越女性，背后承载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放弃

和割舍，对家庭、对生活、对个人……

然而金梅林明白，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

有通过付出才能实现。“了解疫病带来的困

苦，才能与企业、农民零接轨，实现科研成果

落地、生根、发芽并结出果实”。心怀科研报

国、产业报国、科技兴国的梦想，金梅林扎根

沃土、勇于创新，唱响着新时代的女性科研工

作者之歌。 （富正林）

金梅林：坚守在疫病防控一线的“巾帼精英”

2012 年 10 月 5 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组织，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牵头、大庆石

化等单位联合攻关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百

万吨级乙烯成套工艺技术、关键装备研发及

示范应用”和中国石油重大科技专项“大型乙

烯装置工业化成套技术开发”成果，在“大庆

石化 120 万吨/年乙烯改扩建工程”中获得应

用并一次开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

宣告大型乙烯装置工业化成套技术开发工作

圆满成功。

这不仅仅是中国石油的成功，更是中国

乙烯产业的成功，标志着一直依赖欧美专利

技术的中国化工界已经自主掌握大型乙烯的

成套技术，成为世界上第 4 个拥有大型乙烯

成套技术的国家。

这是一个量变积累、质变跨越的“科技逆
袭”。

新中国的乙烯工业发展史，就是一部科

技突破史。自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开始建设

乙烯以来，老一辈石化人从最初由外国人整

个装置交钥匙，逐步学会自己进行小型乙烯

装置设计，再克服大型乙烯装置工程化难题，

直到最终攻克核心成套工艺技术。

多年来，寰球公司致力于乙烯技术的创

新，积累了丰富的工艺、工程设计及建设经

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老中青技术梯队。为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率先进行了大

型乙烯成套技术开发，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确保研发工作顺利推进，把科技创新工作推

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多年攻关，由外引到自创,寰球公司大步

跨越，为中国石油重大科技专项“大型乙烯装

置工业化成套技术开发”捧出了一连串可喜

的成绩，同时，寰球公司横向联合、内外结合，

与大庆石化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清华大学

和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

机制的优势，为技术开发工作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大胆开拓，勇于实践的精神超越。
乙烯装置处于石化“金字塔尖”，几乎涵

盖了石油化工的所有操作单元，生产流程

长，集高温、高压、深冷等多种苛刻条件于一

体，并具有裂解原料构成多样、裂解反应机

理复杂、反应和分离工艺条件变化大、介质

易燃易爆且有毒、设备数量多且种类庞杂、

控制变量多且关联性强等技术难点，难度堪

称世界级。

困难压不倒中国石油人。从百万吨级乙

烯分离工艺包开发，到大型裂解炉装备和相

关设计技术，从石油烃裂解产物预测系统

（HCPC），到大型乙烯工程关键技术开发，以

及乙烯装置配套催化剂的研制……科技工作

者们孜孜以求，奋力前行。

工艺包设计是技术开发中最核心的部

分。开发过程中，仅一项模拟计算就需要建

立多达 800 个模块的计算模型及上万次的反

复迭代，全部模型一次计算生成的完整报告

超过 8000 页，每步演算的工作量则是平常工

程设计的 3 至 5 倍。寰球公司杨庆兰、吉京

华、李锦辉、孙长庚、辛江等科技工作者发扬

“白加黑”“五加二”精神，废寝忘食、迎难而

上，技术研发团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成功完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裂解技术和前脱

丙烷前加氢分离工艺技术的研发工作，形成

了具有中国石油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乙烯装

置工业成套工艺包，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掌

握了多项关键技术。

在工艺技术研发方面，有机整合关键技

术，开发出自主裂解炉工艺，完成前脱丙烷前

加氢流程的大型乙烯装置分离工艺，打破了

长期以来国外专利商在乙烯领域的垄断，填

补了国内空白；在关键设备国产化方面，设计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5 万吨/年乙烯石油

烃蒸汽裂解炉，投入工业化运行后操作平稳，

其双烯收率高、热效率高、操作周期长；实现

了关键装备国产化；在关键工程技术突破方

面，成功实现电介质技术、冷箱工艺技术、大

口径管道应力分析、大型塔器、HAZOP 分析

等技术在乙烯装置中的工程化应用，进一步

丰富和深化了成套乙烯装置工艺包技术；在

石油烃裂解产物预测系统方面，以裂解原料

等效分子组成计算模型、裂解反应网络模型、

结焦动力学模型及裂解过程模型，开发出了

国内首套可供商业应用，并且具备设计功能

的石油烃裂解产物预测系统。

这是一个团结奋进、榜样辈出的高效团队。
“上下同欲者胜”，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大

庆乙烯项目部地处我国东北部，气候寒冷，

且改扩建工程在老厂中进行，施工场地狭

窄，在这样的气候环境和场地限制条件下，

在三年时间内建设工程量庞大的乙烯装置

实属不易。

大庆乙烯项目建设期间始终得到寰球公

司领导的高度重视，作为研发项目的项目长，

公司副总经理张来勇经常驻扎现场，带领项

目人员解决技术开发和工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项目团队的工程师们大力弘

扬石油精神，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

烈的使命感，他们践行寰球公司“业主项目的

成功就是寰球所求”的企业理念，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与中石油大庆石化公司、中石油化

工研究院等联合开发团队以及其它参建单位

密切合作，实现了技术开发、设计、设备材料

供货和现场施工各环节的里程碑节点进度，

取得了工程建设阶段性的胜利。

经过攻关，大庆乙烯装置突破了重大关

键技术瓶颈，实现了国内首套裂解和分离全

流程的大型乙烯装置成套工艺技术的工业化

生产，实现了大型乙烯装置工业化成套技术

开发的历史性突破。通过独山子乙烯、大庆

石化乙烯、抚顺石化乙烯、四川石化乙烯等多

个 EPC 总承包项目的执行，乙烯项目团队掌

握了乙烯装置的设计、采购、施工以及投料试

车的全部核心技术，成为我国乙烯领域的工

程主力军，特别是独山子石化乙烯被评为新

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项经典建设工程”，各项

指标先进，能耗之低位于全国之首。

大型乙烯装置工业化成套技术的国产化

艰难突破，从无到有，突显了中国石油的技

术开发能力，彰显了寰球公司团队的合作精

神和科技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与水平。大型

乙烯装置工业化成套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

石油在国际乙烯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合作话语

权，正是这奋力一跃，谱写了大乙烯国产化的

新篇章。 （赵璐）

谱写大乙烯国产化新篇章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百万吨级乙烯成套工艺技术、关键装备研发及示范应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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