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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张鹏志) 今年以来，孤东采油

厂开展“全员行动、助力保效”劳动竞赛活
动，引导干部员工立足岗位保效创效，员
工一个个金点子，变成了效益金豆子。

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维修液压钳，这
让孤东采油厂井下作业大队(南区)尝到了
甜头。这个大队在用大小修作业设备26台，
年交作业井约1100口。液压钳是作业现场常
用工具。以往，液压钳出现故障后，都由厂
家进行维修。维修时间长，维修成本高。今
年，这个大队盘活资源，组建多功能自主维
修站，自主维修液压钳。今年以来，该维修
站累计保养修理液压钳112台次，节约维修
费用18 . 6万元，有力地保障了作业施工。

自主研制专用扳手，省时省力省成
本。往复式柱塞泵是注聚生产的主要设

备。随着设备长时间运转，柱塞泵盘根漏
失量会逐渐加大，这就需要使用管钳或动
力杆等工具对柱塞泵盘根进行紧固或者
更换。现场操作时，原有工具无法达到精
确力度，用力过小，盘根起不到密封作用；
用力过大易造成盘根发热而过度磨损，缩
短其使用寿命，从而增加材料消耗。孤东
采油厂注聚大队技术人员研制出“柱塞泵
盘根专用扭力扳手”。今年4月上旬，“柱塞
泵盘根专用扭力扳手”在10-1#注聚站15台
注聚泵的生产维修中得到运用。通过近3

个月的配件消耗数据统计，单台柱塞泵盘
根由每月平均更换2组减少到目前1组，柱
塞由每月平均更换1 . 2根减少到目前1根。
10#-1站月配件费可降低2070元，同时还减
少了聚合物溶液的浪费。

换个思路，就有效益。导热油炉是孤

东准备大队油管厂的重要设备。目前油管
厂有油管、隔热管、抽油杆清洗池共4个，
导热油炉就承担着4个清洗池的供热任
务。为保证清洗池温度达标，该油管厂一
直采取双休日倒班连续生产运行模式，导
热油炉24小时正常开启运行。今年以来，
为降低导热油炉能耗，油管厂采取了导热
油炉定时启停措施，即从五一到十一，每
天下午四时停炉，晚上十时由夜间值班人
员点炉，每天停炉6个小时。经过一个月的
运行，晚上10点点炉到第二天上班时间，
清洗池温度可以达到90℃，不影响油管杆
清洗质量。经测算，5个月可节省电费2万
多元。

错峰用电挖潜能低谷用电见效益。集
输系统是采油厂的用电大户，仅孤东集输
大队一号联合站油外输岗每天用电量就

达6000千瓦时。如何在完成外输任务的同
时，把用电量降下来？油外输班班长肖桂
虎制作“四色节电表”带来好效益。他利用
挂在值班室墙上的钟表，将用电阶段“尖、
高、平、谷”分别用“红、橙、蓝、绿”四钟颜
色来表示。将白天12个小时用外圈来表
示，夜间12个小时为内圈表示，“7”点作为
昼夜的分界点。将钟表用醒目的颜色改动
后，每一个时间对应的用电阶段一目了
然。岗位员工根据表盘时间上的指示精确
调节油外输泵电机运行频率控制排量，充
分利用峰、平、谷电价差，错开峰时段，利
用谷时段，从而达到节约电费又不影响生
产的目的。据悉，该岗自4月份实施该方法
以来，用电调节误差由小时降到了分钟，
节电量每天减少误差约700千瓦时，预计一
年可节约电费约16万元。

员工金点子变成效益金豆子
孤东厂全员立足岗位挖潜每分钱

本报8月4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代
俭科) 近日，在973项目“中国东部古近系陆
相页岩油富集机理与分布规律”中期评估会
上，由勘探开发研究院承担的该项目中的2项
课题顺利通过科技部专家组评估。

据了解，“中国东部古近系陆相页岩油富
集机理与分布规律”是由国家科技部审定的陆
相页岩油研究基础项目，旨在通过研究寻求新
的油气资源和未来的资源接替领域。该项目
共设立“陆相页岩油形成演化与赋存机理”

“陆相页岩油储集空间与发育模式”“陆相页
岩油资源潜力与分布规律”等5个课题，其中
勘探开发院承担“陆相页岩油资源潜力与分
布规律”和“陆相页岩油储集空间与发育模
式”等2个课题。

项目自2014年1月正式启动以来，勘探开
发院科研人员以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为重点，
完成了资源评价方法优选及页岩中可动烃量
和滞留烃量等关键参数研究，建立了页岩滞留
烃中的气态烃和轻烃恢复、重烃确定等全烃组
分定量的系列分析技术，厘定了不同组分、不
同演化阶段页岩的留烃能力，确定了页岩油富
集成藏的地化、储层边界条件；同时，突破了传
统的“构造+成分”泥页岩分类模式，建立了考
虑成分、构造、结构、有机碳等多因素的综合岩
相划分方案，并将常规手段和非常规研究方法
相结合，建立起“多级分层网络储集空间模
型”，实现了页岩油储集空间从宏观到微观的
全息表征，有力提升了中国东部古近系陆相页
岩油的研究水平。

专家组对勘探开发院承担的两项课题取
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课题研究工作的
创新性及计划任务完成情况等均达到了预期
要求，两项成果被评定为“优秀”。

油田电网负荷突破百万千瓦
电力管理总公司发动全员打响电网平稳运行攻坚战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雷晓庆 刘金萍 陈萍

入伏以来，
胜利油田电网
负荷持续高位
运行，7月27日、
2 8日连续两天
突破百万千瓦
大关，29日中午
1 2时 0 4分达到
109 . 5万千瓦，再
创2015年新高。

均衡电网线路负荷，主要设备负载率控制80%以内

“当前应对电网负荷高位运行，最主要是通
过调整运行方式，使电网主要设备负载率基本控
制在80%以下。”富豪表示，“用‘倒负荷’的方式均
衡各个线路负荷，是确保电网运行整体平稳，居
民正常生活用电能够得到保障的最佳方案。”

近日，电力调度中心区域调度室启动夏季应
急预案，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负荷控制在有效的范
围内。加大对城区电网监控力度，控制好重点变
电站和大负荷线路的负荷总量，对负荷特别集中
的城南、兴河变等变电站的负荷进行“疏导”和

“微调”，尽量减少因负荷过重造成电网设备发
热；做好城区负荷统计，悉心平衡电力负荷，采取
分段运行、调整配电室和环网柜等方式减轻变电
站和线路压力，避免设备过载等异常情况发生。

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他们在做好正常
负荷预测工作的同时，将负荷预测工作周期调整
为日，并根据天气情况和当日负荷曲线走势与前
一日的曲线对比，做好负荷预测。他们对所辖电
网上的机加工负荷进行了全面摸底统计，与各采
油厂等大用户提前沟通，制定好限电拉路顺序
表，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最后拉路”的
原则，对限电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力争把对用户
的限电影响降到最低；按照油田电力负荷性质实
施优先保民生、保能源生产用电的原则，有序开
展限电保供工作，对机加工负荷、公共设施、霓虹
灯等采取避峰用电措施，减轻电网压力。在夏季
负荷高峰期间将积极引导油田相关单位每天进
行错峰用电，预计移峰3万千瓦左右。

严测温、密巡视，多举措保电网平稳运行

针对电网薄弱环节，电力管理总公司进一步
加强了重负荷期间电网设备状态评估和治理，开
展设备和线路的特殊性巡视，并要求各枢纽变电
站加强巡视测温，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全力
保障电力供应和用电秩序。

各区域供电公司加强对所辖变电站、输配电
线路的全面测温，特别是发生负荷调整和方式变
化的重负荷变电站、线路，彻底摸清运行现状。

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岗位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抢修人员和应急发电车随时待命，确保第一时
间消除设备缺陷、隐患，夯实电网运行基础。

截至目前，东区供电公司九分场变电站迅速
启动高温天气应急预案，加大设备接头测温力
度，把全站458台设备、4865个接头分别承包到班

组、个人，负责人在当班期间做好设备巡视的同
时，对自己所承包的设备加强测温，实现全站设
备四天一个轮回、值班人员与设备负责人的双
重监控。中区供电公司各变电站和线路严密进
行设备巡视，加密远红外线测温次数，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辛七变利用红外线测温仪，对站内设
备进行测温记录，发现6862-2刀闸A相发热，和
6885-1刀闸C相发热，都及时进行了处理，确保
了安全供电。

另外，公司对220kV胜九线和110kV胜西线和
辛七线万辛线等线路进行加密测温未发现异常，
对10kV辛11北线和套管厂甲线进行负荷调整再
分配，保障线路负荷平稳，确保城区电网安全稳
固可靠运行。

电力管理总公司职工正在酷暑中巡线，确
保高温环境安全供电。

勘探开发研究院

两项“973项目”课题
通过国家科技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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