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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

苏Ǔ腾
中石化（天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Ǔ天津Ǔ300450

摘Ȟ要：文章阐述了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旨在契合市场需求演变及行业发展趋势，提升炼油

企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通过优化关键装置操作、调整原料结构、实施精细化管理等举措，围绕增航煤、控汽

油、减柴油的思路，加快推进油转化，以实现炼油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为炼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路与

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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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市场需求变动，炼

油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与机遇。汽油需求低迷、柴油需求

骤减，传统炼油产品结构已难适应市场对清洁能源及油

转化的需求。压减柴汽比，优化炼油产品结构，成为炼

油企业提升竞争力、顺应市场变化的关键所在。本文聚

焦探讨相关调整措施，旨在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产品结构

的优化转型，推动炼油行业可持续发展。

1��炼油行业的发展现状

炼油行业的发展现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和多元

化竞争格局。目前，全球炼油能力持续提升，而中国作

为世界最大的炼油国，其炼油能力已达到每年9.36亿吨，
稳居世界第一。从2016年至2023年，中国的炼油能力平
均增速为3.6%，并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呈现出高速增长
的态势。在中国，炼化行业通过规模化发展、炼化一体

化战略、市场开放引入多元资本及政策引导，已形成既

竞争又合作的多元化市场环境。民营企业的崛起，尤其

是新兴的大型民营炼化企业，如浙江石化和恒力石化，

通过高起点的一体化项目，显著改变了市场格局。外资

企业的积极参与，如埃克森美孚、巴斯夫、沙特基础工

业等公司的独资或合资项目，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国际

化。新型炼化一体化炼厂的迅速崛起，标志着石化行业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显著提升行业集中度。这些炼厂通

过采用先进的炼化一体化模式，不仅提高石油资源的利

用效率，而且增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国家

政策鼓励炼油行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优化产能结构

和生产力布局，进一步推动了行业的转型升级[1]。随着电

动汽车对交通用油的替代进一步加速，成品油需求量将

进入下行空间，部分前期规划的配套千万吨级炼油的多

数炼化一体化项目将取消建设炼油装置。未来中国炼油

行业将继续推进转型升级工作，包括淘汰落后产能、调

整产品结构、节能降碳等。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下，中国

炼油行业正加速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以满足更严格的

环保要求。绿色低碳发展也成为中国炼油行业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炼油行业将加

大节能减排力度，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2��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目标及原则

2.1  调整目标
在炼油产品结构调整中，压减柴汽比（即柴油与汽

油产量之比）关键在于降低柴油产量，并加快推进油转

化，以适应市场与行业发展需求。

（1）短期目标（1-2年）：目标柴汽比压减值：计划
在未来1-2年内，将现有柴汽比从当前值逐步调整，重点
降低柴油产量，使柴汽比向更符合需求的比例靠近（具

体比例依市场、技术及企业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柴油

产量调整幅度：预计减少约15%-20%，通过调整加氢裂
化、柴油加氢精制等装置的操作参数，减少柴油产出，

增加化工轻油产量，同时探索将部分柴油组分转化为更

高价值的化学品或燃料等，加快油转化进程。

（2）中期目标（2-4年）
目标柴汽比压减值：在短期目标基础上，进一步降

低柴汽比，使柴油产量持续减少，以更好适应市场变

化。柴油产量调整幅度：继续减少20%-25%，同时深入
探索柴油的替代用途或深度加工，如转化为航空煤油、

生物柴油等，进一步推动油转化，减少对柴油市场的直

接供应。

（3）长期目标（4年及以上）
目标柴汽比压减值：长期目标是达到一个更契合未

来能源消费趋势的柴汽比，实现柴油产量的大幅降低，

直至达到相对稳定的低产量水平。柴油产量调整幅度：

持续减少，重点转向开发柴油的高附加值转化路径，如

生产润滑油基础油、特种燃料等，加速油转化，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



107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2025� 第7卷�第5期

2.2  调整原则
产品结构调整需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化，尤其关注

新能源汽车发展等因素对汽柴油需求的影响，以及新兴

市场需求，确保调整后的产品结构能满足市场需求，

提升市场份额；要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分析，涵盖原料采

购成本、加工成本、销售价格变动等，保证调整后的产

品结构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和排放，增强企业竞争力；调

整措施应基于现有或可获取的先进技术，确保在实际生

产中顺利实施，采用先进炼油工艺、催化剂、设备及智

能化管理系统，提高生产过程灵活性和效率，降低技术

风险；产品结构调整要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注重资源

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通过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减少

污染物排放、开发低碳产品和技术，推动炼油行业向绿

色、循环、低碳方向发展，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贡

献力量，积极探索可再生能源和生物燃料的利用，促进

能源结构多元化和清洁化。

3��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

3.1  降低柴油产量潜力分析
柴油加氢精制装置在炼油过程中对于柴油的产量与

质量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当下，市场对柴油的需求呈

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要想有效降低柴油

产量，首要任务便是对柴油加氢精制装置的负荷及原料

构成展开深入分析。一方面，需要全面评估该装置的运

行效率以及负荷率状况，仔细查看是否存在过度生产的

情形。通过对装置运行各项数据的监测与分析，精准把

握其实际生产能力与当前生产任务的匹配度，以便发现

可能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进而为后续的调整策略提供

准确的判断依据。另一方面，要对柴油加氢精制装置的

原料来源进行细致追溯，其原料涵盖直馏柴油、催化裂

化柴油等多种类型。针对每一种原料，都要深入分析其

供应的稳定性以及成本效益情况。了解原料供应是否稳

定可靠，是否会因供应波动而影响生产安排；同时，权

衡不同原料在成本与所能带来的效益方面的表现，以便

在后续调整中能够做出更为合理的选择，为降低柴油产

量的整体举措奠定坚实基础[2]。

在明确了上述分析要点后，降低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负荷可通过以下多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直接调整生

产计划，依据市场对柴油需求的减少情况，合理减少

柴油产品的生产计划量，如此一来，装置的负荷便会自

然降低，这是一种最为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其二，优化

生产流程，通过对上游装置的操作参数进行精细调整，

例如改变反应温度、压力等参数设置，从而减少进入柴

油加氢精制装置的原料量，从源头上控制柴油产量。其

三，实施装置间的灵活调度，将部分原料转移至其他更

有需求的加工单元，比如把部分催化裂化柴油转作其他

高价值产品的原料，这样不仅能够降低柴油加氢精制装

置的负荷，还能实现原料的更高效利用，提升整体生产

效益；在原料替代方面，积极探索使用低硫、低氮等易

于加氢处理的原料来替代传统的高硫柴油原料。这类新

型原料在加氢处理过程中，能够有效减少能耗与催化剂

消耗，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更环保的生

产目标。在质量控制方面，通过对加氢精制工艺条件进

行优化，比如适当提高反应温度、压力，合理调整氢油

比等操作，能够显著提升单位原料的柴油产出质量。这

样一来，便可以在保持或提升柴油产品品质的同时，减

少原料的投入量，进一步推动柴油产量的降低，实现炼

油产品结构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调整。

3.2  其他相关措施
除了上述针对柴油产量调整的具体措施之外，为了

进一步优化炼油产品结构，还可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

从多个维度助力炼油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

展。第一，加强生产调度与协调至关重要。通过建立跨

装置的生产调度机制，能够将原料、能源及产品进行最

优配置，打破各装置之间可能存在的信息壁垒和生产不

协调问题。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这种机制可以实时监控

各装置的生产状态、原料需求以及产品产出情况，根据

市场需求和整体生产目标，合理调配资源，确保原料能

够精准地输送到最需要的环节，能源得到高效利用，产

品能够按照计划有序产出。如此一来，便能够有效减少

生产过程中的浪费与瓶颈现象，保障各个生产环节之间

能够高效协同运作，为炼油产品结构的调整提供有力的

支持与保障。第二，推进技术创新与研发是提升炼油企

业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的关键举措。鼓励企业内部以

及整个行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加大对新型催化

剂、工艺技术与设备的研发投入。新型催化剂的开发能

够显著提高炼油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效率，降低反应条件

要求，从而在降低柴油产量的同时，提升其他产品的产

出质量和附加值。创新的工艺技术则可以为炼油生产带

来更高效、更环保的工艺流程，例如实现更精准的原料

转化、更低的能耗以及更少的污染物排放。第三，实施

精细化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借助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

理。通过在生产设备上安装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

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然后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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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精准掌握生产过程的实时状态。基于这些分析结

果，可以对生产参数进行实时监控与优化调整，确保装

置始终运行在最佳状态，提升装置的运行效率；精细化

管理还能够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

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推动炼油产

品结构调整能够顺利进行，满足市场对高品质炼油产品

的需求[3]。第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炼油行业顺应时代

潮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产品结构调整过

程中，企业要注重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积极推广

低碳技术与产品。

4��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实施效果评估

4.1  炼油产品质量改善
实施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后，炼油

产品的质量显著改善。通过优化催化裂化装置与连续重

整装置的操作条件，以及增加高品质原料的使用，汽油

的辛烷值、清净性等关键指标均有提升，满足市场对高

品质汽油的需求。同时，柴油加氢精制装置的负荷调整

与原料优化，使得柴油的硫含量、芳烃含量等环保指标

大幅降低，符合更严格的排放标准，通过实施精细化管

理，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减少不合格产品的产

生，提高产品的一次合格率，进一步增强了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4.2  生产成本降低
在压减柴汽比的产品结构调整过程中，生产成本得

到了有效降低。一方面，通过优化原料结构，选用成本

效益更高的原料，化工轻油“宜烯则烯、宜芳则芳”，

减少对高成本原料的依赖，并优化中间物料流向。另一

方面，通过提高装置的运行效率与负荷率，减少能耗与

物耗，如通过优化催化裂化装置的催化剂再生技术，延

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减少更换频次，降低催化剂成

本。实施精细化管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优化生产参数，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进一步降低

生产成本。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提高企业的经济效

益，还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3  社会环境效益

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不仅带来显

著的经济效益，还产生积极的社会环境效益。首先，通

过减少柴油产量，增加汽油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产

量，适应市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变化，有助于推动能源

结构的优化与升级[4]。其次，通过提升炼油产品的质量，

特别是降低柴油的硫含量与芳烃含量，减少机动车尾

气排放中的有害物质，对改善空气质量、减少环境污染

具有积极作用。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推广低碳技术

与产品，如生物柴油、氢能等，进一步减少炼油行业的

碳排放，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通过优化原

料结构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石油资源的过度依

赖，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结束语

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调整措施是炼油企业应

对市场变化、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实施这些措

施，不仅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还促进资源节

约与环境保护，为炼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的持续变化，炼

油企业需继续探索创新，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调整

产品结构，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曹正凯,姚斌,李鹏,等.压减柴汽比的炼油产品结构
调整措施[J].广东化工,2022,49(9):48-49,72.DOI:10.3969/
j.issn.1007-1865.2022.09.018.

[2]韩冰,丁少恒,原诺亚.中国柴油市场格局演变及趋
势[J].油气与新能源.2021,33(6).DOI:10.3969/j.issn.2097- 
0021.2021.05.004 .

[3]周立进,秦煜栋.渣油加氢与催化裂化组合优化提
高炼油总体效益[J].能源化工.2017,(3).DOI:10.3969/j.issn. 
1006-7906.2017.03.008 .

[4]柳伟,杜艳泽,秦波,等.FRIPP新一代加氢裂化催化剂
的研发及应用[J].炼油技术与工程.2017,(12).DOI:10.3969/
j.issn.1002-106X.2017.1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