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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22日02:11，加
注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空煤油的
海南航空HU497航班波音787型
客机，跨越太平洋，平稳降落在
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
号生物航煤首次跨洋商业载客
飞行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继2013年技术验证试
飞、2015年国内商业航班首次应
用飞行之后的又一创举，表明我
国生物航煤自主研发生产技术
更加成熟，对我国生物质能源研
发应用和绿色航空具有重要意
义。

“绿色”航班
飞越6100海里
本次用于跨洋商业载客飞

行的生物航煤由中国石化下属
镇海炼化公司生产，以餐饮废油
为原料，并以15:85比例与常规
航煤调和而成。

11月21日12:00，中国石化1
号生物航煤产品加注到波音787
型飞机上。11月21日 14:31，由
海南航空总裁、本次航班机长孙
剑锋驾驶的这架“绿色”航班由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共搭载
186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航
班全程6100海里，飞行11小时
41分。

飞行结束后，孙剑锋说，海
航再度联手中国石化、波音，执
飞国际航线生物燃料航班，全程
飞行都很顺利，跨越太平洋，顺
利抵达芝加哥，意义非凡。

中国民用航空局适航审定
司司长徐超群表示，生物航煤是
全球航空燃料发展的重要方向，
发展绿色可替代清洁能源，推动
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生物航煤的
研发和应用，是我国切实打造绿
色低碳航空的一次重要创新。
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是中国民
航局适航批准的首个生物航煤
产品的跨洋应用，飞行成功标志
着我国在生物航煤的研发生产
和商业化应用方面取得又一个
重大突破。北京-芝加哥航线亦
是中美两国政府确定的两国间
一条绿色航线，中国航空业减排

之路又迈出重要一步。希望中
国石化继续做好生物航煤的研
发和应用，进一步推动生物航煤
的商业应用。

“地沟油”
变废为宝
生物航煤是以可再生资源

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原料主
要包括椰子油、棕榈油、麻风子
油、亚麻油等植物性油脂，以及
微藻油、餐饮废油、动物脂肪
等。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
比，在全生命周期中碳排放可减
少50%以上。

为确保民用航空器和乘客
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国民航局将
生物航煤作为航空零部件进行
管理，把对航煤生产过程及质量
保证的要求提高到航空器及发
动机制造的标准，进行全面监督
和管理。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
鹏表示，中国石化在生物质燃料
的研发应用方面始终走在国内
前列，自主研发的1号生物航煤
更是代表了我国生物质燃料研
发应用的最高水平。生物航煤
低碳环保，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同时，还有可能改变餐饮废
油流向餐桌的扭曲走向，探索其
变废为宝的绿色通道。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副
总经理陈燕斌表示，为使生物航
煤既“绿色”又安全，镇海炼化严
格管理，确保生物航煤生产、调
和、出厂等环节质量全程受控，
苛求每一个细节，把工作做到极
致。经中航油采样分析，生物航
煤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质量标准
要求。

中国石化生物航煤生产技
术适应的原料范围广泛，不但可
以用菜籽油、棉籽油、棕榈油、酸
化废油、微藻油、FT合成油等为

原料，还能以餐饮废油为原料，
解决了餐饮废油科学、合法、高
效应用的难题，走出了一条餐饮
废油资源化绿色应用的新路。

十年磨一剑助力
航空业减排增效
中国石化多年来一直努力

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推进科技创
新,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致力于节能减排、生物质燃料技
术开发和应用。

2006年，中国石化启动生物
航煤研发工作。2009年，中国石
化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在此
基础上，2011年9月，中国石化镇
海炼化在下属生产基地改造建
成一套生物航空煤油工业示范
装置及调和设施。2011年12月，
该装置首次生产出合格生物航
煤。2013年4月24日，中国石化
1号生物航煤在上海虹桥机场由
东航成功完成技术试飞，中国成
为继美国、法国、芬兰之后第四
个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发生产
技术的国家。2015年3月21日，
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由海航执
飞上海至北京首次商业飞行成
功。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
提出，国际航空碳抵消机制的建
议。对于航空业来说，生物航煤
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之一，可以实
现自2020年起碳中和增长。中
国民航局出台的《民航节能减排

“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
行业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与二
氧化碳排放五年平均比“十二
五”下降4%以上，行业运输机场
单位旅客吞吐量能耗五年平均
值较“十二五”末下降15%以上。
1吨石油基航煤排放3.2吨二氧
化碳，我国目前的航煤消费量约
3000万吨,如全部以生物航煤替
代，每吨生物航煤至少减排30%，
一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3300万
吨，相当于植树近3亿棵、近2000
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中国石化将进一步拓展生
物航煤原料来源，持续提升技术
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为航空业减
排增效提供可靠的油品解决方
案。

（上接第十三版）中国石化新闻发
言人吕大鹏建议道，在提升塑造海
外形象的过程中，企业“走出去”，
品牌要先行，传播要精准，文化要
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际竞争
日益激烈的强势来袭，中国企业

“走出去”以规模论英雄的时代正
在远去，规模庞大但盈利能力偏弱
成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核心问
题，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究部主任赵萍表示，这与创新、国
际化等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不足，
以及冗员严重、效率低下等因素相
关。

那么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全
球的竞争力，赵萍给出了五条建
议：一是必须学会抓住机遇。要找
到适合特定产业发展的国家，进入
之后，对其相应的法律法规、市场
竞争等情况必须做出深入的了解；
二是中国企业要树立全球视野；三
是要进行合理并购；四是加快国企
改革；五是更多地了解东道国的法
律法规和行业惯例。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
要积极响应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
益共同体的号召，深入研究和遵守
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强化依法合
规、守法经营意识，突出合作共赢，
尊重所在国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
惯，重视提高当地社会责任水平。”
彭华岗建议，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
企业要继续参与社区建设，保护当
地环境，尊重和维护当地人的合法
权益，力所能及地支持所在国社会
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同时重视与
所在国相关方和社会各方的沟通，
提高与当地政府、媒体、非政府组
织等方面打交道的能力。

“地沟油”上天
跨洋越海11小时顺利抵美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生物航煤出厂 万里/摄

（上接第十三版）
“洛河大桥是蒙华铁路重难点

工程。”中铁五局蒙华铁路项目部党
工委书记刘建良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施工场地狭窄、
交通不便，两岸皆为高峡，没有平
地，也没有任何运输通道；钢管拱安
装吨位超大，一次吊装重太空220
吨，而以往施工吊装重量最大纪录
为140至150吨；洛河大桥设计为提
篮拱，线型复杂。要把每根有弧度
的钢梁一一精准对接，不能有丝毫
差错，难度可见一斑。

除此以外，由中铁五局四公司
承建的蒙华铁路15标卢氏车站是
蒙华铁路全线最高的开挖边坡，也
是全线重难点控制工程。

“作为新的国家战略运输通道，
蒙华铁路的建设，对形成点网结合、
铁水联运的大能力、高效煤炭运输
系统，为鄂湘赣等华中地区能源供
应提供有力保障。”刘建良告诉记
者，蒙华铁路项目还开创了铁路领
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模
式，开放了线路经营权，创新建设和
运营管理方式。

从2015年8月开始，股份公司
提出以蒙华铁路为载体，全面开展
项目管理实验室活动。刘建良向记
者介绍，在项目管理实验室活动中，
项目部明确了建成三个样板工地，
不断探索精益成本管理模式,为行
业发展提供新的模式参考。

蒙华以“节点”探索
重载铁路建设新模式

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产品加注到波音787型飞机上 胡庆明/摄

中铁五局隧道二衬施工
有了新“神器”

在中铁五局太焦铁路项目承建的襄垣隧道中，传来泵机的轰鸣
声，工人正在进行隧道的二次衬砌工序，奇怪的是，现场只看到四个
工人。原因是项目部新研发改装了一台隧道二衬施工台车，叫做隧
道二衬逐窗浇筑的新“神器”，有了它现在施工不仅省时省力省钱，
还能够提高施工质量。项目部还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创效活动，自
主研发和改进施工工艺和工装设备，以科技创新作为推动施工生产
的强大动力。在9月下旬召开的管理与技术研讨会上，经理部公布
了有关隧道开挖、二衬、防水、爆破等12项工艺工法。目前，这些工
艺工法已在隧道施工中逐步运用。 (谢永彬 任梅)

中铁五局自制“五防”大棚
解决城市施工绿色环保困惑

在中铁五局贵州公司贵阳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标麦架隧道明挖
基坑施工现场，工人们在一座防扬尘、防噪音、防日晒、防寒冷、防降
水的“五防”大棚内，顺利实施了基坑的明控施工工作。该工程施工
基本未对外产生扬尘和噪音，标志着该项目员工自主研发的移动式

“五防”大棚有效帮助施工现场实现了绿色环保作业，同时也为工人
们营造了舒适的作业环境。据项目经理陈云介绍，这座投资约26万
元的“五防”移动式大棚，长63米、宽21米、高3米，覆盖面积大约
1300余平方米。该大棚就像个“金钟罩”，将整个明挖基坑包裹起
来，保证了施工的连续性。 (谢永彬 任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