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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８４２３《石油天然气工业术语》分为６个部分：

———第１部分：勘探开发；

———第２部分：工程技术；

———第３部分：油气地面工程；

———第４部分：油气计量与分析；

———第５部分：设备与材料；

———第６部分：安全环保节能。

本部分为ＧＢ／Ｔ８４２３的第６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５）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

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强、梁林佐、徐秀芬、曹莹、王嘉麟、刘瑞霞、孙少光、牛更奇、丁毅、苏建国、

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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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术语

第６部分：安全环保节能

１　范围

ＧＢ／Ｔ８４２３的本部分界定了石油天然气工业中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的基本术语及其

定义。

本部分适用于石油天然气工业中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工作。

２　安全

２．１　安全管理

２．１．１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犮犺犻狀犪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犪犳犲狋狔犪狀犱犺犲犪犾狋犺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

企业通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

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

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ＧＢ／Ｔ３３０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１］

２．１．２

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　犎犛犈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

ＨＳＥ管理体系

为实现健康、安全、环境的方针和目标而建立的管理体系。

　　注：ＨＳＥ为健康（Ｈｅａｌｔｈ）、安全（Ｓａｆｅｔｙ）、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英文缩写。

２．１．３

安全生产　狊犪犳犲狋狔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消除或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２．１．４

职业卫生　狅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犾狋犺

是对工作场所内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估、预测和控制的一门科

学，其目的是预防和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影响和危险，使工作适应劳动者，促进

和保障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ＧＢＺ／Ｔ２２４—２０１０，定义２．１］

２．１．５

事件　犻狀犮犻犱犲狀狋

导致或可能导致事故的情况。

　　注：其结果未产生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损坏或其他损失的事件称为“未遂事件”，在英文中还可称为“ｎｅａｒｍｉｓｓ”。

２．１．６

事故　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造成死亡、疾病、伤害、损坏或其他损失的意外情况。

［ＧＢ／Ｔ１５２３６—２００８，定义３．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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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安全风险　狉犻狊犽；犺犪狕犪狉犱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性的

组合。

［ＧＢ／Ｔ３３０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８］

２．１．８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狊犪犳犲狋狔狉犻狊犽犺犻犲狉犪狉犮犺犻犮犪犾犮狅狀狋狉狅犾

通过识别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运用定性或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确定其风险严

重程度，进而确定风险控制的优先顺序和风险控制措施，以达到改善安全生产环境、减少和杜绝生产安

全事故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和规定。

　　注：风险分为蓝色风险、黄色风险、橙色风险和红色风险四个等级（红色最高）。

２．１．９

事故隐患　犪犮犮犻犱犲狀狋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２．１．１０

变更管理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犮犺犪狀犵犲

对机构、人员、管理、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等永久或暂时性的变化进行有计划的控制，以

避免或减轻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ＧＢ／Ｔ３３０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７］

２．１．１１

应急准备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狀犲狊狊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科学、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资

准备。

［ＧＢ／Ｔ２９６３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２］

２．１．１２

应急预案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狆犾犪狀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最大程度减少事故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应急准备。

［ＡＱ／Ｔ９０１１—２０１９，定义３．１］

２．１．１３

应急处置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对事故进行的紧急处理和善后安置措施。

２．１．１４

现场处置方案　狊犻狋犲犱犻狊狆狅狊犪犾狆犾犪狀

根据不同事故类别，针对具体的场所、装置或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注：现场处置方案主要包括事故风险分析、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处置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２．１．１５

应急响应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狆狅狀狊犲

针对事故险情或事故，依据应急预案采取的应急行动。

［ＡＱ／Ｔ９０１１—２０１９，定义３．２］

２．１．１６

应急救援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狉犲狊犮狌犲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防止事故扩大，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或行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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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９６３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４］

２．１．１７

应急演练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狓犲狉犮犻狊犲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依据应急预案而模拟开展的应急活动。

［ＧＢ／Ｔ２９６３９—２０１３，定义３．５］

２．１．１８

应急演练评估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狓犲狉犮犻狊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围绕演练目标和要求，对参演人员表现、演练活动准备及其组织实施过程作出客观评价，并编写演

练评估报告的过程。

［ＡＱ／Ｔ９００９—２０１５，定义３．２］

２．２　生产作业

２．２．１

安全标志　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

［ＧＢ２８９４—２００８，定义３．１］

２．２．２

作业许可　狑狅狉犽狆犲狉犿犻狋

为控制生产作业过程的风险，对作业过程申请及施工条件确认、批准及确定风险控制措施的工作

程序。

２．２．３

动火作业　犺狅狋狑狅狉犽

直接或间接产生明火的工艺设备以外的禁火区内可能产生火焰、火花或炽热表面的非常规作业，如

使用电焊、气焊（割）、喷灯、电钻、砂轮等进行的作业。

［ＧＢ３０８７１—２０１４，定义３．２］

２．２．４

受限空间作业　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狋犮狅狀犳犻狀犲犱狊狆犪犮犲

进入或探入受限空间进行的作业。

［ＧＢ３０８７１—２０１４，定义３．５］

２．２．５

高处作业　狑狅狉犽犪狋犺犲犻犵犺狋

在距坠落基准面度２ｍ及２ｍ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ＧＢ３０８７１—２０１４，定义３．７］

２．２．６

起重作业　犾犻犳狋犻狀犵狑狅狉犽

利用各种吊装机具将设备、工件、器具等吊起，使其发生位置变化的作业过程。

２．２．７

临时用电　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

正式运行的电源上所接的非永久性用电。

２．２．８

动土作业　犲狓犮犪狏犪狋犻狅狀狑狅狉犽

挖土、打桩、钻探、坑探、地锚入土深度在０．５ｍ以上，使用推土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进行填土或平

整场地等可能对地下隐蔽设施产生影响的作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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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

交叉作业　犮狉狅狊狊狑狅狉犽

两个及以上的工种在同一个区域同时施工且相互影响的作业。

２．２．１０

盲炮　犿犻狊犳犻狉犲；狌狀犲狓狆犾狅犱犲犱犮犺犪狉犵犲

因各种原因未能按设计起爆，造成药包拒爆的全部装药或部分装药。

［ＧＢ６７２２—２０１４，定义３．２９］

２．２．１１

殉爆　狊狔犿狆犪狋犺犲狋犻犮犱犲狋狅狀犪狋犻狅狀

当爆炸器材爆炸时，由于冲击波的作用引起相隔一定距离的另一爆炸器材爆炸的现象。

２．２．１２

溢流　狅狏犲狉犳犾狅狑

井口返出的钻（修）井液量大于泵入量，或停泵后井口钻（修）井液自动外溢的现象。

２．２．１３

井喷　狑犲犾犾犫犾狅狑狅狌狋

地层流体（油、气、水）无控制地进入井筒，并喷出作业面２ｍ以上的现象。

２．２．１４

井喷失控　狅狌狋狅犳犮狅狀狋狉狅犾犳狅狉犫犾狅狑狅狌狋

井喷发生后，无法用常规方法和装备控制而出现地层流体（油、气、水）敞喷的现象。

２．２．１５

弃置　犱犻狊狆狅狊犪犾

石油天然气生产设施在终止一切活动后或有其他特殊要求时，对其进行拆除或改作他用的处置。

　　注：弃置可分为原地弃置、异地弃置和改作他用三种方式。

２．２．１６

海洋弃井作业　犿犪狉犻狀犲犪犫犪狀犱狅狀犿犲狀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为了防止海洋污染、保证油井和海上运输安全而对油井采取的防止溢油和碰撞的一系列措施。

　　注：弃井作业分为以下两种：

———永久性弃井作业：对废弃的井进行封堵井眼及回收井口装置的作业；

———临时弃井作业：对正在钻井，因故中止作业或者对已完成作业的井需保留井口而进行的封堵井眼，戴井口

帽及设置井口信号标志的作业。

２．３　设备设施

２．３．１

安全设施　狊犪犳犲狋狔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危险、有害因素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以及减少、预防和消除危害所配备的装

置（设备）和采取的措施。

２．３．２

安全装置　狊犪犳犲狋狔犱犲狏犻犮犲

设备设施上使用的一种本质安全化附件，通过其自身的结构功能限制或避免事故的发生。

２．３．３

井架安全逃生装置　犱犲狉狉犻犮犽狊犪犳犲狋狔犲狊犮犪狆犲犱犲狏犻犮犲

当遇到井喷、着火等特殊情况时，井架二层台工作人员能安全快速地下落到地面的装置。

２．３．４

防坠器　狆犪狉犪犮犺狌狋犲

能在限定距离内快速制动锁定坠落物体的装置。

４

犌犅／犜８４２３．６—２０２０



２．３．５

防碰天车　犮狉狅狑狀犫犾狅犮犽狆狉狅狋犲犮狋狅狉

用来防止游动滑车上行与井架天车相碰的安全装置。

　　注：防碰天车包括重锤式，过卷阀式和数码智能式。

２．３．６

爆炸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犳狅狉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狊

在规定条件下不会引起周围爆炸性环境点燃的电气设备。

［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５—２００８，定义４２６０１０１］

２．３．７

井下安全阀　狊狌犫狊狌狉犳犪犮犲狊犪犳犲狋狔狏犪犾狏犲；犛犛犛犞

当生产设施发生火警、管线破裂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冰情、强台风等）非正常情况时，

在油气井内能紧急关闭，防止井喷、保证油气井生产安全的井下工具。

２．３．８

井口安全阀　狊狌狉犳犪犮犲狊犪犳犲狋狔狏犪犾狏犲；犛犛犞

当生产设施发生火警、管线破裂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冰情、强台风等）非正常情况时，

在采油树上能实施紧急关闭，防止井喷、保证油气井生产安全的井口工具。

２．３．９

海洋石油专业设备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海洋石油开采过程中使用的危险性较大或者对安全生产有较大影响的设备。

　　注：海洋石油专业设备包括海上结构、采油设备、海上锅炉和压力容器、钻井和修井设备、起重和升降设备、火灾和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及控制系统、安全阀、救生设备、消防器材、钢丝绳等系物及被系物、电气仪表等。

２．３．１０

海洋石油作业设施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用于海洋石油作业的海上移动式钻井船（平台）、物探船、铺管船、起重船、固井船、酸化压裂船等

设施。

２．３．１１

海洋石油生产设施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以开采海洋石油为目的的海上固定平台、单点系泊、浮式生产储油装置（ＦＰＳＯ）、海底管线、海上输

油码头、滩海陆岸、人工岛和陆岸终端等海上和陆岸结构物。

２．３．１２

滩海陆岸石油设施　犪犾狅狀犵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最高天文潮位以下滩海区域内，采用筑路或者栈桥等方式与陆岸相连接，从事石油作业活动中修筑

的滩海通井路、滩海井台及有关石油设施。

２．３．１３

安全仪表系统　狊犪犳犲狋狔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犲犱狊狔狊狋犲犿狊；犛犐犛

由传感器、逻辑控制器及终端元件组成的系统，其目的是出现故障时，将过程处于安全状态。

２．４　检测检验与评价

２．４．１

发证检验　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由政府海洋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在海洋石油生产设施的设计、建造、安装以及生产的全过

程中实施的质量检验。被授权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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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选定的技术标准实施审查、检验，并对审查、检验结果负责。

　　注：发证检验是我国政府对海洋石油生产设施采取的本质安全管理方法。

２．４．２

发证检验机构　犮犲狉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由安全生产政府主管部门认可或授权的，从事海洋石油天然气生产设施发证检验的机构。

２．４．３

海洋石油专业设备检验机构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

从事海洋石油天然气专业设备检验的机构。

２．４．４

安全评价　狊犪犳犲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

险、有害因素，预测发生事故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

施建议，作出评价结论的活动。

２．４．５

安全预评价　狊犪犳犲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狆狉犻狅狉狋狅狊狋犪狉狋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实施之前，根据相关的基础资料，辨识与分析建设项

目、生产经营活动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的符合性、预测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作出安全评价结论的

活动。

　　注：改写ＡＱ８００１—２００７，定义３．２。

２．４．６

安全验收评价　狊犪犳犲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狌狆狅狀犮狅犿狆犾犲狋犻狅狀

在建设项目竣工后正式生产运行前，通过检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到位情况，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情况，检查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情况，审查确定建设项目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

性。从整体上确定建设项目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作出安全验收评价结论的活动。

　　注：改写ＡＱ８００１—２００７，定义３．３。

２．４．７

安全现状评价　狊犪犳犲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犻狀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事故风险、安全管理等情况，辨识与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审查确定

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

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作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的活动。

　　注：改写ＡＱ８００１—２００７，定义３．４。

２．５　人员、防护

２．５．１

石油作业人员　狅犻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

从事石油天然气生产活动的人员。

２．５．２

现场作业人员　狅狀狊犻狋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

在石油天然气作业现场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员。

６

犌犅／犜８４２３．６—２０２０



２．５．３

出海人员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

从事海上石油天然气现场作业的人员。

２．５．４

长期出海人员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犾狅狀犵狋犲狉犿）

每次在海上作业１５ｄ以上（含１５ｄ），或者年累计在海上作业３０ｄ以上（含３０ｄ），负责海上石油设

施管理、操作、维修等作业的人员。

２．５．５

短期出海人员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狊犺狅狉狋狋犲狉犿）

每次在海上作业５ｄ（含）到少于１５ｄ，或者年累计出海时间在１０ｄ（含）到少于３０ｄ的海上石油作

业人员。

２．５．６

临时出海人员　狅犳犳狊犺狅狉犲狅犻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

每次出海在５ｄ以下，或者年累计１０ｄ以下的人员。

２．５．７

现场作业监护人　狅狀狊犻狋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犵狌犪狉犱犻犪狀

负有对现场作业活动、作业环境、作业人员进行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

２．５．８

硫化氢环境　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含有或可能含有硫化氢的生产区域。

　　注１：未采取任何人身防护措施，不会对人身健康产生伤害的硫化氢气体的最高浓度值为１５ｍｇ／ｍ３（１０×１０－６）。

　　注２：８ｈ内未采取任何人身防护措施，可接受的硫化氢气体最高浓度值为３０ｍｇ／ｍ３（２０×１０－６）。

　　注３：采取任何人身防护措施，对人身健康会产生不可逆转或延迟性影响的硫化氢最低浓度值为１５０ｍｇ／ｍ３

（１００×１０－６）。

２．５．９

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犪狋犿狅狊狆犺犲狉犲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气体或蒸气可燃物质与空气混合物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出现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

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预防措施的区域。

　　注：改写ＧＢ５００５８—２０１４，定义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５．１０

硫化氢应急撤离区域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犲狏犪犮狌犪狋犲犪狉犲犪犳狅狉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

根据硫化氢泄漏源的压力、流量，结合气象、地理等环境因素进行模拟，计算出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

区域。

２．５．１１

安全防护措施　狊犪犳犲狋狔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犪狊狌狉犲

避免员工在作业时身体的某部位误入危险区域或接触有害物质，而采取的隔离、屏蔽、安全距离、个

人防护、通风等措施或手段。

２．５．１２

个体防护装备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护品的总称。

　　注：在生产作业场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劳动防护用品也称个体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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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２９０３—２００８，定义３．１］

２．５．１３

个人防护用品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犱犲狏犻犮犲

为使员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免遭或减轻职业危害因素的伤害而提供的个人保护用品，直接对人体

起到保护作用。

３　环保

３．１　通用类

３．１．１

企业边界　犳犪犮犻犾犻狋狔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企业或生产设施的法定边界。若难以确定法定边界，则指企业或生产设施的实际占地边界。

３．２　水污染防治

３．２．１

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废水　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狑犪狊狋犲狑犪狋犲狉

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注：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废水包括油气田采出水、钻井废水、井下作业废水、压裂返排液、油气处理工艺废水、储罐

清洗废水、循环冷却水排污水、化学水制取排污水、蒸气发生器排污水、锅炉排污水、生产区生活污水、污染雨

水等。

３．２．２

油气田采出水　狅犻犾犳犻犲犾犱犪狀犱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狆狉狅犱狌犮犲犱狑犪狋犲狉

油气田采油、采气过程伴随油气一起从地层中采出经分离出的水。

３．３　大气污染防治

３．３．１

挥发性有机液体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犾犻狇狌犻犱

任何能向大气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ｓ）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有机液体：

———２０℃时，真实蒸气压≥０．３ｋＰａ的单一组分有机液体；

———２０℃时，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０．３ｋＰａ的组分总质量分数≥２０％的有机液体。

　　注：挥发性有机液体一般包括原油、天然气凝液、液化石油气、稳定轻烃等。

３．３．２

原油稳定　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从原油中分离出轻质组分，减少原油蒸发损失的工艺过程。

３．３．３

油罐烃蒸气回收　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狏犪狆狅狉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犳狉狅犿狋犪狀犽

回收油罐中油品蒸发形成的气态烃的工艺过程。

３．３．４

浸液式密封　犾犻狇狌犻犱犿狅狌狀狋犲犱狊犲犪犾

液体镶嵌式密封

储罐浮盘的边缘密封接触储存物料液面的密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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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机械式鞋形密封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狊犺狅犲狊犲犪犾

通过弹簧或配重杠杆等使金属薄板紧抵于储罐罐壁内表面的密封形式。

３．３．６

双重密封　犱狅狌犫犾犲狊犲犪犾狊

储罐浮盘边缘与储罐内壁间设置两层密封的密封形式。

　　注１：双重密封又称双封式密封。

　　注２：下层密封称为一次密封，上层密封称为二次密封。

３．３．７

气相平衡系统　狏犪狆狅狉犫犪犾犪狀犮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在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设施与储罐之间或储罐与储罐之间设置的气体连通与平衡系统。

３．４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３．４．１

钻井废物　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狑犪狊狋犲

从开钻至完井过程中排出井筒和来自钻井液系统的废弃钻井泥浆、岩屑，以及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废

水和无法回收利用的残液。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１］

３．４．２

一般钻井废物　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狑犪狊狋犲

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不具有危险特

性的钻井废物。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３］

３．４．３

Ⅰ类一般钻井废物　犮犾犪狊狊Ⅰ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狑犪狊狋犲

对于按照ＧＢ５０８６．１，ＨＪ／Ｔ２９９，ＨＪ／Ｔ３００，ＨＪ５５７的规定方法进行浸出试验而获得的钻井废物浸

出液中，任何一种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ＧＢ８９７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且ｐＨ值在６～９之内的一般钻井

废物。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４］

３．４．４

Ⅱ类一般钻井废物　犮犾犪狊狊Ⅱ犵犲狀犲狉犪犾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狑犪狊狋犲

对于按照ＧＢ５０８６．１，ＨＪ／Ｔ２９９，ＨＪ／Ｔ３００，ＨＪ５５７的规定方法进行浸出试验而获得的钻井废物浸

出液中，存在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污染物浓度超过ＧＢ８９７８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或者ｐＨ值在６～９之外

的一般钻井废物。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５］

３．４．５

危险钻井废物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犱狉犻犾犾犻狀犵狑犪狊狋犲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

钻井废物。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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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含油污泥　狅犻犾狔狊犾狌犱犵犲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井下作业、集输、油气及废水（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油与泥沙等固体颗粒形

成的混合物，以及在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岩屑。

　　注：改写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１。

３．４．７

化学热洗　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犺犲犪狋狑犪狊犺犻狀犵

通过化学药剂及热水共同作用于含油污泥，实现油、水、固体三相分离的处理过程。

　　注：改写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５。

３．４．８

溶剂萃取　狊狅犾狏犲狀狋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

常温条件下，利用系统组分在萃取剂中溶解度不同，而实现矿物油与油基钻井液和污泥等颗粒分离

的处理过程。

　　注：改写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１０。

３．４．９

固化　狊狅犾犻犱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在钻井废物中加入固化剂，使其转变为非流动性的固态物或形成紧密固体物的过程。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６］

３．４．１０

稳定化　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将钻井废物中的有毒有害组分转变为惰性组分，或降低其溶解性、浸出率、迁

移性、毒性的过程。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７］

３．４．１１

固化／稳化物　狊狅犾犻犱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犫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经固化／稳定化处理后的钻井废物。

［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８］

３．４．１２

燃料化　犳狌犲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含油污泥加入处理剂后经干燥制成燃料的处理过程。

［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６］

３．４．１３

焚烧　犻狀犮犻狀犲狉犪狋犻狅狀

焚化燃烧含油污泥，使其中的废矿物油得到分解、无害化的处理过程。

　　注：改写 ＨＪ６０７—２０１１，定义３．７。

３．４．１４

热处理　狋犺犲狉犿犪犾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对钻井废物采用高温氧化分解、焚烧、热脱附、热洗等方法，实现废物资源化或无害化过程。

　　注：改写ＳＹ／Ｔ７２９８—２０１６，定义３．９。

３．４．１５

热解　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

在隔氧加热条件下，含油污泥中有机物发生裂解，从而实现油气回收和污泥无害化、减量化的处理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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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７］

３．４．１６

蒸汽喷射　狊狋犲犪犿犼犲狋

将超热蒸汽经特制的喷嘴高速喷出，在高温及高速所产生的冲量作用下将含油污泥中石油类和水

分迅速蒸出，实现污泥和油气分离的处理过程。

［ＳＹ／Ｔ７３００—２０１６，定义３．８］

３．４．１７

生物处理　犫犻狅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利用微生物代谢作用消减含油污泥中石油烃等污染物的过程。

　　注：改写ＳＹ／Ｔ６８５１—２０１２，定义２．０．６。

３．５　生态保护

３．５．１

绿色矿山　犵狉犲犲狀犿犻狀犲

在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实施科学有序地开采，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和矿区社区和谐化的矿山。

［ＤＺ／Ｔ０３１７—２０１８，定义３．１］

３．５．２

矿区绿化覆盖率　犵狉犲犲狀犮狅狏犲狉犪犵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狋犺犲犿犻狀犻狀犵犪狉犲犪

矿区土地绿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百分比。

　　注：改写ＤＺ／Ｔ０３１７—２０１８，定义３．２。

４　节能

４．１　节能节水管理

４．１．１

石油企业用节能产品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犻狀狆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符合有关的质量、安全和环境标准要求，在油气田和输油（气）管道耗能系统（设备）应用时，与同类

产品或完成相同功能的产品相比，能效或节能率指标达到相关规定，增加的投资具有合理回收期的

产品。

４．１．２

油气田企业节能量　犲狀犲狉犵狔狊犪狏犲犱狅犳狅犻犾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油气田企业统计报告期内能源消耗量与按比较基准计算的能源消耗量之差。

４．１．３

油气产品节能量　犲狀犲狉犵狔狊犪狏犲犱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狅犳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

用统计报告期单位油气产品产量能源消耗量与基期单位油气产品产量能源消耗量的修正值之差乘

以统计报告期油气产品产量计算得到的节能量。

４．１．４

油气产值节能量　犲狀犲狉犵狔狊犪狏犲犱狅犳狅狌狋狆狌狋狏犪犾狌犲狅犳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

用统计报告期单位油气产值能源消耗量与基期单位油气产值能源消耗量的修正值之差乘以统计报

告期油气产值计算得到的节能量。

４．１．５

油气田企业节水量　狑犪狋犲狉狊犪狏犲犱狅犳狅犻犾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油气田企业统计报告期内实际新水用量与按比较基准计算的新水用量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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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

节能监测限定值　犾犻犿犻狋犲犱狏犪犾狌犲犳狅狉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犻狀犵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耗能设备或系统运行时节能监测指标所允许的最低保证值。

４．１．７

节能监测节能评价值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狀犵狏犪犾狌犲犳狅狉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狋犲狊狋犻狀犵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耗能设备或系统达到节能运行的节能监测指标最低保证值。

４．１．８

油气田生产能耗定额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狀狅狉犿犳狅狉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犳犻犲犾犱

油气田用能单位或者生产系统、耗能设备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或完成单位工作量所规定消

耗的能源数量。

４．２　钻井生产

４．２．１

单位钻井进尺生产综合能耗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狅狋犪犵犲

统计报告期内，钻井生产综合能耗与钻井进尺的比值。

４．２．２

单位钻井进尺柴油消耗　犱犻犲狊犲犾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狅狋犪犵犲

统计报告期内，钻井生产消耗的柴油量与钻井进尺的比值。

４．２．３

单位钻井进尺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狅狋犪犵犲

统计报告期内，采用网电进行钻井生产用电量与钻井进尺的比值。

４．３　油田生产

４．３．１

单位油田油气生产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综合能耗与原油和伴生气当量产量的比值。

４．３．２

单位油田油气生产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用电量与原油和伴生气当量产量的比值。

４．３．３

单位油田液量生产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综合能耗与产液量的比值。

４．３．４

单位油田液量生产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用电量与产液量的比值。

４．３．５

单位油田油气生产用新水量　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犳狉犲狊犺狑犪狋犲狉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

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用新水量与原油和伴生气当量产量的比值。

４．３．６

单位油田液量生产用新水量　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犳狉犲狊犺狑犪狋犲狉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狅狌狋狆狌狋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生产用新水量与产液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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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

油田注水系统经济运行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在满足油田注水要求、安全运行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使注水系统在高

效、低耗状态下运行。

４．３．８

泵出口阀节流损失率　犲狀犲狉犵狔犾狅狊狊狉犪狋犲狅犳狋犺狉狅狋狋犾犲犻狀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狏犪犾狏犲狅犳狆狌犿狆

泵输出液体功率与泵出口调节阀后液体功率之差与泵输出液体功率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９

注水系统输入功率　犻狀狆狌狋狆狅狑犲狉狅犳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注水系统内驱动注水泵和增压泵的电动机输入功率之和。

４．３．１０

注水系统输出功率　狅狌狋狆狌狋狆狅狑犲狉狅犳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注水系统内单位时间注入到注水井中的水在井口所具有的能量和与各注水泵入口处水的能量和

之差。

４．３．１１

注水系统效率　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注水系统输出功率与注水系统输入功率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１２

单位注水量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注水用电量与注水量的比值。

４．３．１３

单位压力注水量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狀犱狑犪狋犲狉犳狅狉狑犪狋犲狉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

单位注水量电耗与平均注水压力的比值。

４．３．１４

机械采油系统经济运行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在满足采油生产工艺要求、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设计、技术改进和科学管理，使机械采

油系统在高效、低耗状态下运行。

４．３．１５

机械采油系统电动机功率利用率　狆狅狑犲狉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狅犳犿狅狋狅狉犳狅狉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狊狔狊狋犲犿　

机械采油系统电动机平均输入功率与其额定功率之比，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１６

机械采油系统输入功率　犻狀狆狌狋狆狅狑犲狉狅犳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拖动机械采油设备的电动机的输入功率。

４．３．１７

机械采油系统输出功率　狅狌狋狆狌狋狆狅狑犲狉狅犳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将井内液体输送到地面所需要的功率。

４．３．１８

机械采油系统效率　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机械采油系统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１９

机械采油系统平均系统效率　犪狏犲狉犪犵犲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被测单元机械采油系统的总输出功率与总输入功率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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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０

光杆功率　狆狅犾犻狊犺犲犱狉狅犱狆狅狑犲狉狅犳狆狌犿狆犻狀犵狑犲犾犾

抽油机采油系统光杆提升液体并克服井下各种阻力所消耗的功率。

４．３．２１

抽油机井地面效率　狊狌狉犳犪犮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狆狌犿狆犻狀犵狑犲犾犾

光杆功率与机械采油系统输入功率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２２

抽油机井井下效率　狊狌犫狊狌狉犳犪犮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狆狌犿狆犻狀犵狑犲犾犾

抽油机采油系统的输出功率与光杆功率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３．２３

平衡度　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犫犪犾犪狀犮犲

抽油机采油系统中电动机上、下冲程做功的均匀程度。

４．３．２４

单位采油液量生产电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狅狌狋狆狌狋犳狅狉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狊狔狊狋犲犿　

机械采油系统生产用电量与产液量的比值。

４．３．２５

单位油田液量集输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犻狀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统计报告期内，原油集输系统综合能耗与所集输处理的采出液量的比值。

４．３．２６

单位原油集输量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犮狉狌犱犲狅犻犾

统计报告期内，原油集输系统综合能耗与原油产量的比值。

４．３．２７

集中处理站单位液量处理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犾犻狇狌犻犱犻狀犮犲狀狋狉犪犾

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集中处理站综合能耗与所处理的采出液量的比值。

４．３．２８

集中处理站单位原油生产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犻狀犮犲狀狋狉犪犾

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狊狋犪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集中处理站综合能耗与原油产量的比值。

４．３．２９

油田采出水回注率　狉犲犻狀犼犲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狅犻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狑犪狋犲狉

统计报告期内，油田注入的采出水水量与采出水总量的比值。

４．４　气田生产

４．４．１

单位气田气生产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气田生产综合能耗与天然气和凝析油当量产量的比值。

４．４．２

单位气田气采集输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犪狀犱犵犪狋犺犲狉犻狀犵　

统计报告期内，气田在采气、集输和预处理等过程中的综合能耗与天然气产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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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单位气田气处理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犵犪狊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

统计报告期内，气田天然气处理过程中的综合能耗与天然气处理量的比值。

４．４．４

单位气田气生产用新水量　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犳狉犲狊犺狑犪狋犲狉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气田生产用新水量与天然气产量的比值。

４．５　油气管道输送

４．５．１

输油管道系统经济运行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狅犻犾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狊狔狊狋犲犿

输油管道工艺、配电、动力和热力等系统在满足管道生产要求、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

理和技术进步，使管道系统在高效、低耗状态下运行。

４．５．２

单位输油周转量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狅犻犾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狋狌狉狀狅狏犲狉狏狅犾狌犿犲

统计报告期内，管道输油生产综合能耗与输油周转量的比值。

４．５．３

单位输油周转量电（气／油）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犵犪狊／狅犻犾）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狅犻犾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狋狌狉狀狅狏犲狉狏狅犾狌犿犲

统计报告期内，管道输油用电（气／油）量与输油周转量的比值。

４．５．４

天然气输送管道系统经济运行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狊狔狊狋犲犿

在满足天然气用户需求和管道系统运行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使系统在高

效、低耗的状态下运行。

４．５．５

压气站能量利用率　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狅犳狀犪狋狌狉犪犾犵犪狊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狅狉狊狋犪狋犻狅狀

统计报告期内，压气站输出能量与消耗能量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４．５．６

单位输气周转量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犵犪狊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狋狌狉狀狅狏犲狉狏狅犾狌犿犲

统计报告期内，管道输气生产综合能耗与输气周转量的比值。

４．５．７

单位输气周转量电（气／油）耗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犻狋狔（犵犪狊／狅犻犾）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狌狀犻狋犵犪狊狆犻狆犲犾犻狀犲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狋狌狉狀狅狏犲狉狏狅犾狌犿犲

统计报告期内，管道输气用电（气／油）量与输气周转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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