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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技术攻关成功降低油井能耗
技术检测中心创新成功获胜利油田科学进步一等奖

生产需求结合员工个性与兴趣爱好

河口厂井下大队因势利导培育多面手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顾松 通
讯员 代俭科) 日前，由胜利油田勘
探开发研究院承担完成的《东营凹陷
南部地层超剥带精细描述与目标评
价》项目，顺利通过中石化科技部专家
组验收，项目创新形成的多项成果为
油气勘探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东营凹陷南部地层超剥
带精细描述与目标评价》项目是勘探
开发研究院首次独立承担的股份公司
物探类项目。多年来，科研人员以东营
凹陷南部地层超剥带为解剖区带开展
地质地震联合攻关，创新形成了不整
合识别技术，开发了收敛地层储层预
测和基于密度投影的储盖组合评价方
法，建立了超剥带地层圈闭精细描述
技术流程及地质模型，实现了残留地
层精细对比划分、地层圈闭精细刻画
以及地层圈闭有效性的地质-地震联
合量化表征。

在应用课题研究成果中，科研人
员发现描述低级序不整合圈闭14个，
落实圈闭资源量4600万吨，部署探井
井位13口，上报控制储量1130余万吨、
预测储量2000余万吨，发现了草桥北
坡等2个千万吨级储量阵地。

中石化专家组一致认为，《东营凹
陷南部地层超剥带精细描述与目标评
价》项目真正做到了地震、地质和测井
技术的有机融合，研究成果与生产实
践紧密结合，在当前勘探形势下具有
良好的推广前景。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
员 苏惠峰 张宗凯) 近期，胜利油田河
口采油厂井下作业大队27队员工崔璐璐
对液压钳修理着了迷，施工间隙就缠着老
班长问东问西。队长王赞东得知这一情况
后，领着他向大队综合队维修班的朋友黄
玉鹏拜了师。以前施工时遇到液压钳“闹
脾气”的难题，现在现场就能解决处理。

作为专业化服务队伍，当好乙方，为
管理区服好务、增效益，是这个大队当前
的重中之重。在干部员工观念转变，积极
投入作业施工的同时，过硬的综合素质成
为他们的自发要求。为此，作业大队因势

利导，充分考虑员工的学习进取意识、兴
趣爱好和生产实际需要，为每个人打造个
性化的培养套餐，帮助大家尽快适应油公
司模式下的节奏和要求。

根据员工学习先进的热情和季节生
产特点，做好示范培养。该大队组织“劳模
讲学堂”活动，7位基层劳模充分发挥自己
的技术特长，组织相关岗位员工听课，因
此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厂劳模常希国准
备的《设备的维护与保养》，通过PPT课件，
详细讲解了夏季设备保养、容易出现的故
障及排查方法，深受基层小班司机欢迎。

根据员工自我提升的需求和大队发

展需要，做好全面培养。通过“周三夜校”
这个传统课堂，对形势任务教育、安全知
识培训、技术创新推广等内容开展有针对
性的“充电”。为了提升培训效果，这个大
队还在授课内容、方式和主讲人上做文
章。除了赵法武、宋卫东等“技术大拿”根
据施工需要，开展相应内容教学培训外，
一线优秀员工走上讲台交流经验，同样效
果不错。在今年大队组织的青工拉力赛中
获得笔试第一名的徐好同，就在讲堂上对
注灰配管柱计算题进行详细讲解，并把自
己在井场实际应用操作的体会同大家一
起分享。

根据员工个人兴趣特点和现场实际
需要，做好定向培养。兴趣爱好不同，对知
识的需求方向就不同，这个大队鼓励基层
队为有不同需求的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培
养。作业10队副队长黄文利近日就在施工
现场“被”当了一次老师，给刚当上班长张
春正传授调通井机刹车的绝活。一个愿意
学、一个乐意教。施工间隙，两个人在通井
机前一问一答、现场教学。经过反复实践
操作，张春正这个只会调节平衡梁的“菜
鸟”，很快学会了刹车系统上顶支点、拉簧
调节、刹带间隙的调节方法，又掌握了一
项提高作业时效的新技能。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文学 李炜)

机采系统是油田生产中的用电大户，而电机作为机采系统的动
力核心，一直是节能改造的重点。对此，2013年以来，技术检测中
心积极开展抽油机电机动态性能测试与优选技术研究，目前已
经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直接高效的改造方法就是更换节能电机或者加装节能控
制柜。”据了解，由于节能电机通常是针对抽油机特殊工况进行
设计，种类繁多，节能原理也不尽相同。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相同节能电机在不同油井工况下的表
现与节能效果往往具有较大差异，由于选配不合理，或者井况发
生变化，致使相当一部分节能电机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节能
效果。因此，如何合理评价抽油机节能电机品质，并将其与抽油
机具体工况进行合理匹配，以充分挖掘其节能潜力，是选择抽油
机用节能电机所面临的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技术检测中心能源监测站积极开展科研攻
关，经过反复调研论证，确定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在电机
投入使用前对电机各参数及性能进行测试，根据实验结果对电
机节能效果进行预测。由于实验室难以对抽油机井的实际工况
进行模拟，因此需要对电机试验系统进行改造，使之能够模拟抽
油机真实载荷变化过程；二是针对某一具体井况和在用抽油机
类型，对节能电机进行优选，实现电机与抽油机的最佳配合，使
整个机采系统处于最优节能状态。

根据这一研究思路，项目组进行了两年的技术攻关，经过反
复试验、验证，研发了能够根据抽油机负载曲线实时控制测功机
输出，进而实现电机载荷周期控制的抽油机电机动态性能测试
仪，以及能够分析评价在不同工况下电机效率的抽油机动态载
荷模拟加载系统控制软件，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抽油机电机与
抽油机优选评价体系。该研究成果在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河口
采油厂进行了现场试验，对21口油井拖动电机进行了优化选型，
根据测试结果，所优选的节能电机在现场更新安装后均能顺利
启动且平稳运行。根据安装前后的对比测试，油井电机降容
83kW，平均综合节电率达到10 . 66%，具有非常好的应用效果。

研究成果的取得，使技术检测中心具备了检测与评价抽油
机电机在各种复杂工况下能效与性能的能力，将为油田节能电
机评价与使用，以及当前“模块化设计”建设提供有效参照依据，
同时也能使机采系统节能改造更具针对性，为油田更好地实现
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加
快科技创新已
经成为胜利油
田技术检测中
心在“低油价”
下提升发展质
量与效益，助力
油田降低能耗
实现绿色发展
的重要举措。据
了解，日前由技
术检测中心开
展的《抽油机电
机动态性能测
试与优选技术》
研究已通过专
家组验收，并荣
获油田科技进
步一等奖、申报
3项国家专利。

外省船舶东营遇险

胜利船舶成功救援
11月18日凌晨4时45分，东营港2

号锚地附近有一艘浙江台州籍船
只——— 富日运398船因双锚锚链断
裂，主机失灵，船舶无法控制。胜利油
田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251船经过
近2小时的航行，火速开展救援。

“事发时海上东北风达6级，浪高
达3米。”涌浪太大曾一度导致船舶横
摇严重无法带缆，当时遇险船舶上的
柴油已基本耗尽。对此，胜利251船利
用风流起伏的时机挂拖遇险船舶，于
当天上午10时，成功将该船舶拖到指
定码头。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
舰亭 吴晓敏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吉民) 四季度以来，胜利井下修井作业大
队抓住采油厂井位逐步释放、工作量饱满的有
利时机，加快队伍结构调整，合理分配市场布
局，严抓安全监督和生产组织运行，全力提速
增效。

工作量逐步充实后，修井干部职工倍加珍
惜井位。第一时间组织召开了生产运行会，对
队伍施工能力和可运行的井位进行周密分析
论证、部署运行，逐级压实责任、强化执行。

他们牢固树立“口口井都是重点”的思想，
强化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制，分管领导全部派驻
到施工现场，对现场勘查、工农关系协调、井位
搬迁、开工验收、工序衔接等各个环节加大现
场指挥衔接力度。同时，要求各职能部门协调
联动，不间断跑井巡视，确保生产运行中出现
的问题立时得到解决，切实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抓好生产运行的同时，该大队严格执行
单井考核机制，对上修的井位所消耗的工具、
材料、人工、外协等成本费及挖潜增效数据进
行精确统计，用详实的数据对各单位的盈利能
力进行排名，作为年终综合考评依据，从而更
好地激发了各基层单位创新创效的工作热情。

侧钻3队在冀东市场面对高含硫、高难度、
高风险的堡古2井，从安全措施制定、施工设计
编制、应急预案演练等各个环节精心部署，最
终使身患重症的油井重现生机，得到了甲方的
高度认可。在新疆市场，大队根据工作量情况
把队伍从1支加强到3支，驻守新疆施工的干部
职工自我加压，全天候驻井生产，自8月份进驻
以来已经成功交井26口，在新疆市场再次打出
了修井速度，打响了胜利井下品牌。

胜利油田一物探类项目

通过中石化验收

胜利井下修井作业大队:

把握市场机遇
全力提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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