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年
#%

月

一体化集气装置在苏里格气田的应用

摘 要
!

随着苏里格气田持续开发
!

集气站的数量日益增加
!

该气田采用单井来气汇入集气

站处理的常规集气方式
!

集气站地面建设中存在工艺流程复杂
"

施工周期长
"

占地面积大等问

题
#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

管理效率并快速建产
!

在气田地面建设中使用了一种新型的一体化集气

装置
$

该装置能有效地缩短施工周期
!

提升管理效率
$

根据一体化集气装置的新功能及特点
!

介

绍了该装置在采气工艺流程优化与简化改造中的应用效果
$

结合长庆油田苏
!"#$

集气站内实际

应用效果
!

分析该装置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

指出了今后的改进方向
$

关键词
!

苏里格气田
%

一体化
%

集气装置
%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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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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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气田的持续开发
%

相应的配套设备也不断增

加
%

气田的管理压力也随之不断地提升
&

一方面
%

原地面

设备与工艺流程高频次的改造对气田的生产效率带来

较大影响
'

另一方面
%

复杂的工艺流程所带来的运行维

护成本越来越高
&

简化工艺流程
(

降低改造风险
(

控制投

资成本
%

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
%

是当前采气厂持续发展

的客观要求)

(

*

&

为了安全快速地开发与管理气田
%

进一步优化简

化老气田的工艺流程
%

满足气田地面集气站快速建设

的要求
%

长庆油田第四采气厂引进了数字化橇装集气

装置
&

该装置集成了常规集气站的主要设备设施
%

有

效地减少了设备占地面积
%

缩短了建设施工周期
%

降

低了维护费用
%

提升了管理效率 )

2

*

&

由于气田生产的复

杂性
%

该设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少量不足
%

为

更好地开展数字化橇装集气装置的推广和应用
%

有必

要研究现状
%

分析存在的问题
%

为采气厂地面建设提

供经验
&

&

一体化集气装置简介

一体化集气装置又称集气橇
%

该装置将标准集气站

内的核心设备橇装化
%

集中在占地
36 8

2的底座上
&

装置

集成了进站阀组
(

汇管
(

分离器
(

闪蒸罐
(

流量计
(

自用气

分离器
(

疏水阀
(

放空系统
(

电仪系统
(

管线阀门及橇底

座等主要设备
%

见图
(

&

该集气橇设备型号为
9:;#1)#3*)#'(

%

装置参数见表

(

&

装置集成了进站远程截断
(

干管远程紧急放空
(

天然

气气液分离
(

流程远程切换
(

外输计量
(

清管
(

自用气供

气
(

采出水闪蒸
(

放空分液九大功能
%

实现了
+

独立运行
(

远程关断
(

自动排液
(

安全放空
(

动态监测
(

智能报警
$

的

目的
&

装置具备不动火装配和成橇工厂化制造的特点
%

与

图
&

集气橇模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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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集气站设备相比在选型规格
!

流程安装
!

自动化及

智能控制水平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

该装置优化了天然

气集输流程
#

降低了设备占地面积与施工周期
#

有效地

降低了现场员工巡检工作量
#

节约了人力和物力
#

提高

了工作效率
"

!

一体化集气装置的关键技术

与常规设计相比
#

一体化集气装置在设备体积上有

较大优势
#

为减少设备元件数量
#

缩小装置尺寸
#

需要研

发新型高效的设备以达到降低投资
!

方便拉运
!

减小占

地面积的目的
"

根据苏里格气田天然气低压集输工艺
#

设计了电动三通球阀
!

组合式分离闪蒸罐与新型电仪接

线箱等主要设备
"

!"#

电动三通球阀

常规集气站中进站流程包括生产
!

放空及截断三套

流程
#

流程的切换通过
!

个阀门控制来实现
#

装置占地面

积较大
"

而集气橇设备采用了电动三通球阀
#

集成进站

区多个控制阀门
#

减小了设备占地面积
"

三通球阀阀体有
!

个接口
#

其中水平方向为两出口
#

底部垂直方向为天然气进口
#

通过调整阀芯位置
#

实现

截断或者连通的流程切换
#

见图
"

"

通过在三通球阀阀体

上加装电动执行机构
#

在替代原进站机关设备的同时
#

实现了远程紧急截断和放空的功能
"

!"!

组合式分离闪蒸罐

为满足集气橇设备集成化的需求
#

将原集气站的分

离器及闪蒸罐流程进行优化组合
#

形成了组合式分离闪

蒸罐
"

该设备通过隔板将一个腔体分解为分离及闪蒸两

个腔体
#

见图
!

"

分离腔体综合重力分离
!

旋流分离
!

过滤分离三种

分离功能
#

分离精度完全满足气田集气管线的输送要

求
"

闪蒸分液腔体综合了放空分液
!

采出水闪蒸和放空

水封的功能
#

整体上减少了设备数量和占地面积
#

缩短

了装置长度
"#$ %

"

!"$

新型电仪接线箱

根据装置内的用电点
!

数据采集点
!

控制点的数量

和分布特点
#

定制了多功能配电箱和仪表接线箱
#

装置

接入电缆
&

路
#

配出
!'

路
#

减少电缆铺设
!"

路
#

数量减

少了
'(!

#

不仅减少了电缆长度和铺设的工作量
#

而且增

强了装置的集成度及美观性
"

$

一体化集气装置的应用效果

一体化集气装置相比于传统的集气站设备
#

在设备

选型规格
!

质量
!

自动化及智能控制水平等方面有很大提

升
"

通过标准化设计与模块化建设
#

不仅降低建设投资
#

同时有效地降低了人员作业风险$

!

%

"

通过工艺流程的优化

与简化
#

减少了土地占用面积
!

提高了建设效率
#

降低了

维护成本
#

为苏里格气田的有效开发提供了极大便利
"

$%&

优化工艺流程

原集气站工艺流程较复杂
#

流程切换及正常生产过

程中操作较繁琐
#

浪费较多人力物力
#

一体化集气装置

通过关键设备的研发
#

优化了场站内部天然气处理的工

艺流程
#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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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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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集气装置参数

图
!

三通阀三种流程状态

图
$

组合式闪蒸分液罐示意图

图
'

一体化集气装置应用前后地面工艺流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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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集气装置的应用不仅明显简化了场站流程
!

而且优化了气液分离工艺
"

分离器的传统排液方式为疏

水阀自动排液
!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会出现气井产液大
#

疏水阀阀芯堵等情况导致设备排液不及时
!

需要人员进

站手动排液
"

与原始排液方式相比
!

一体化集气装置在分离器疏

水阀旁通管线上加装了两处电动球阀
!

将其执行机构控

制点接入平台实现远程控制
"

同时
!

通过对平台添加智

能控制程序
!

实现球阀
$

高液位自动开启
!

低液位自动关

闭
%

的智能控制效果
!

保证了无人值守站中设备的正常

排液
"

&'!

减少设备占地面积

与常规设计相比
!

一体化集气装置在不影响天然气

处理效果的条件下
!

通过减小设备体积
!

缩短设备间距
#

简化工艺流程
#

优化安装方式等方法达到设备一体化的

目的&

!

'

"

通过对比苏
"#$%

集气站原始流程与橇装流程占

地面积表明
(

在天然气处理量相同的前提下
!

通过使用一

体化集气装置
!

能够减少占地面积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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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施工周期

以苏
"#$%

集气站为例
!

该站于
'&%"

年
(

月
'&

日扩

建
!

新增一体化集气橇
'

台
!

同年
)

月
'&

日完成扩建
"

扩建

总耗时
#&

个工作日
!

新增天然气处理量
%&&!%&

!

*

"

+,

!

相

比于同样规模的常规集气站建设用时缩短了
(&!

以上
"

一体化集气装置的制造全部在施工前期完成
!

现场

安装过程中
!

只需将设备接入相应的管网即可完成流程

连接
!

苏
"#$%

集气站
%-

集气橇橇体与管网连接共有

进
#

出口
%)

处
!

相对常规设计中
%&&

余处连接点
!

减少了

.&!

以上的现场安装工作量
"

&'$

集气站增产不增员

一体化集气橇的设计注重简化工艺流程
!

更注重智

能化
!

是数字化建设的有力支撑
"

该装置集机械技术
#

电

工技术
#

自控技术及信息技术于一体
!

具有智能化的特

点
!

能够实现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和自我保护
!

生产数据

自动上传并接受上级指令
!

达到无人值守
!

促进信息化

管理的目的&

(

'

"

一体化集气橇装置中含各类控制阀门共
('

个
!

其中

重点控制部位安装远程可控电动球阀
%!

个
!

占总控制阀

门
')!

"

这些远程可控电动球阀安装在进站机关
#

放空
#

排

污等关键部位上
!

可通过二级监控平台直接控制
"

通过安

装各类变送器共
%%

台
!

保证调控中心可以通过平台直接

监控装置上各部位的压力
#

温度等实时数据
!

达到独立运

行
#

远程关断
#

自动排液
#

动态监测
#

智能报警等目的
"

苏
"#$%

集气站扩建前
!

站内处理量
(&!%&

!

*

"

+,

!

站

内维护人员
'

人
)

扩建后站内处理量达到
%(&!%&

!

*

"

+,

!

站内维护人员
'

人
"

通过应用一体化集气装置
!

实现地

面集输系统优化调整后
!

现场管理点大幅下降
!

由原来

"'

个点减少为
%'

个点
!

在提升集气站处理量的同时保

持用工总数不变
!

达到了增产不增员的目的
"

$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在生产过程中
!

通过对场站内集气橇装置的构成
#

功能
#

应用效果等方面分析
!

发现该装置存在以下不足
"

$'(

排液优化不足

集气橇所采用的分离器为卧式双筒分离器
!

属于重

力分离
"

该工艺流程对橇体自带集液包体积有一定要

求
!

充足的体积能保证游离水流出分离器前在积液区有

足够的停留时间
!

以便气泡有足够的时间上升至液面并

进入气相&

#

'

"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单井产液量大
!

疏水阀排液不及

时
!

分离器经常出现液位高的情况
!

多数时候需要通过

电动球阀辅助排液
!

疏水阀使用效率较低&

)

'

"

设备排液后

液位最低值保持在
(&"#& /*

!

这部分存液无法通过疏水

阀排出
!

而积液包顶部对应的液位值为
#) /*

!

这种设计

导致了积液包的有效利用容积大幅减小
!

影响了分离效

果
!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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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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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设备占地面积

图
)

集气橇排液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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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
!

设备积液包有效利用空间仅为
!"!

!

对高

产液气井来气处理缓冲能力不足
!

容易因疏水阀排液不

及时造成液位快速上升
"

虽然电动球阀智能控制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辅助排液
!

但未能从根本上优化设备自动排

液问题
"

对于该设备的优化不足
!

可通过降低疏水阀进液口高

度
!

增大集气橇积液包有效利用空间
!

提高分离效果
"

!"#

排液系统相互干扰

当分离器腔体通过旁通电动球阀排液时
!

产出液会

通过闪蒸罐疏水阀阀嘴反窜至腔体中
!

导致闪蒸罐疏水

阀腔体中的浮球剧烈碰撞
!

影响闪蒸罐排液#

#

$

"

通过分析设备流程发现
%

分离器腔体的排污系统与

闪蒸罐排污系统共用
$

根排污管线
!

且接入节点间距较

小
&

! %

'!

采用的排污干管管径较小
"

由于设备间距小
!

管

径小
!

排液时缓冲作用较弱
!

加上闪蒸罐在日常生产中

无压力
!

导致排污过程中相互干扰
"

对于该设计不足
!

可以在分离器与闪蒸罐排污管线

之间加装单向阀
!

在保证闪蒸罐正常排液的同时
!

消除

分离器腔体排液造成的影响
"

!"$

空间分布密集

由于集气橇装置一体化集成度高
!

为了减小装置的

整体尺寸和占地面积
!

设计时将各部件之间的距离缩减
!

一体化集气装置设备空间分布
!

见图
&

"

集气橇上疏水阀

腔体与积液包的距离不足
"' (%

!

在日常设备检修过程中

拆卸十分困难
!

对日常生产检修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

在

套上保温棉后
!

各设备间的空间更小
!

甚至有部分控制球

阀被保温套阻挡无法正常操作
!

建议在装置设计时考虑

保温棉所占空间
!

合理安排各设备间距离
!

为设备检修保

留合理的操作空间
"

%

结论

一体化集气装置优化了气田地面生产中的工艺流

程
(

减少了设备占地面积
(

缩短建设施工周期
(

降低了维

护费用及生产定员
!

促进了管理效率的提升
"

通过对排

污系统中电动球阀添加智能控制程序
!

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设备的正常排液
!

有效避免了因设备液位高导致的异

常生产状况
"

集气橇积液包的实际利用空间不足
(

排污

系统相互干扰
(

日常检修困难是该设备在生产中依然存

在的问题
!

需要在以后的设计中从气田生产实际出发
!

结合生产规模
(

功能需求继续改进
!

确保其在气田地面

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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