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高原唯一炼油厂通过铁路向西藏运送航煤超3万吨

2024年9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格尔木炼油厂以下简称“格尔木炼油厂”宣布，截至9月底
，该厂今年共销售航空煤油航煤131万吨，其中038万吨通过青藏铁路运往拉萨，累计向西藏市场供应航煤超过3万吨。
这一成就标志着格尔木炼油厂在保障青藏高原航空燃料供应方面的重大突破，为西藏民航业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持，同时彰显了
青藏铁路在能源运输中的重要作用。格尔木炼油厂副厂长叶行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航煤运输的成功得益于炼油厂生产装
置的优化升级和青藏铁路的高效运力，显著降低了以往依赖远距离运输的高成本问题。 格尔木炼油厂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
是青藏高原唯一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达150万吨，承担青海和西藏两省区的成品油保障任务。过去，青海和西藏所需的
航煤主要依赖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和玉门炼化公司供应，由于运输距离长、路况复杂，成本高且保障难度大。近年来，格尔
木炼油厂通过多次技术改造，优化航煤生产装置，使其达到民航领域严格的安全和性能标准，成为青藏高原唯一能够批量生产
民用航煤的企业。自首次实现航煤铁路外销以来，该厂通过青藏铁路向西藏市场稳定供应航煤，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还提升
了供应的及时性与可靠性。 青藏铁路作为连接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的战略通道，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
路最长的铁路。自2006年全线通车以来，它不仅促进了西藏的旅游和农牧业发展，还在能源运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
21年，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通过青藏铁路向西藏调配成品油突破100万吨，创历史纪录。2024年，格尔木炼油厂利
用铁路运力，将航煤从青海格尔木直接运抵拉萨，单次运输可达数百吨，相比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成本降低约20，且受天气
影响较小，保障了西藏民航旺季的燃料需求。 航煤运输的成功对西藏民航业意义重大。拉萨贡嘎机场作为西藏最大的航空枢
纽，2023年旅客吞吐量超过500万人次，航煤需求持续增长。格尔木炼油厂的航煤供应有效缓解了拉萨及周边机场的燃
料短缺压力，支持了旅游旺季和重大活动期间的航班运营。例如，2024年国庆假期，拉萨机场航班量同比增长15，航煤
的稳定供应为这一增长提供了保障。此外，铁路运输的低碳特性也契合了西藏生态保护的需要，相比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每吨
航煤可减少约30的碳排放，为青藏高原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此次成就也引发了社会和行业的广泛关注。社交媒体上，网友
称赞格尔木炼油厂和青藏铁路为“高原生命线”，认为航煤运输的突破不仅提升了西藏的航空联通能力，还为当地经济注入了
新动力。部分评论指出，铁路运输的成功得益于中国石油与铁路部门的紧密协作，体现了国企在关键领域的高效执行力。然而
，也有声音担忧，随着西藏民航业快速发展，航煤需求可能进一步攀升，格尔木炼油厂的产能和铁路运力需持续扩容以应对未
来挑战。从经济角度看，航煤铁路运输的常态化降低了西藏民航业的运营成本。据估算，格尔木至拉萨的铁路运输费用较公路
运输节省约100元吨，累计3万吨航煤的运输成本节约超过300万元。这为航空公司优化票价、提升服务质量提供了空间
，间接促进了旅游业发展。2024年，西藏旅游收入预计突破800亿元，航空运输的便利性功不可没。同时，格尔木炼油
厂的航煤外销也带动了当地就业，2023年该厂直接和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5000个，助力青海经济多元化发展。未来，
格尔木炼油厂计划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航煤产量，同时探索绿色航煤的研发，以适应全球航空业向低碳燃料转型的趋势
。青藏铁路的运力也在持续提升，2025年计划新增货运专列，以满足能源和物资运输的增长需求。专家建议，未来可通过
数字化调度和智能物流系统，进一步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确保航煤供应的稳定性。此外，格尔木炼油厂还计划与西藏地方政府
合作，建设航煤储备库，增强应急保障能力。格尔木炼油厂通过青藏铁路向西藏运送航煤超3万吨，不仅是能源供应的里程碑
，也为青藏高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注入了新动能。这一成就展现了中国在高海拔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领域的综合
实力，为西藏的航空联通和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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