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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马莉 刘荻) 说起钻井运行一体化工
作，这是石油开发中心形成内部合力的新举措。今年以来，面对上半年钻井工作量不
足，下半年加快新井钻井的新形势，石油开发中心动脑筋、想办法，从提高钻井运行
效率上做文章。

在以往寻找井位的过程中，钻井协调与油地工作通常分开运作，钻井协调结束
后再协调油地关系，为了确定一个井位，往往需要两个部门反复多次修改方案，这无
疑延长了钻井运行周期。通过反复实践摸索，石油开发中心开创钻井运行“一体化”
新思路，油地工作提前介入，与钻井工作“一体化”同步运行。在寻找一个井位时，钻
井、油地工作人员及管理区相关负责人等一起到现场实地勘察，算好综合效益账，找
到最优结合点，现场确定钻井成本低、油地工作便于疏通的最佳井位。“这样一来，不
仅提高了运行效率，更便于我们做经济评价，时刻紧绷‘过紧日子’这根弦。”分管副
经理说。

为了让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更加及时，他们建立了每周两次的新井运行钻井工
农联席例会制度，钻井和油地部门及时掌握运行工作重点，保障重点区块钻机运行。
该公司科研所副所长周向东对例会带来的便利深有感触：“例会非常有必要，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面对面快速解决问题的平台，大大提高了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

在提高单位内部沟通效率的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同乙方单位的沟通力度，由原
先的钻井部门间单线联系形式，变成了钻井部门、油地部门同时与乙方单位相关部
门联系的形式。“两条腿”走路，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新井运行攻下有利的时间仗。

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方案编制、井位发放与钻机运行就像三个车头，任何
一个步骤的滞后都会直接导致新井运行步伐放缓。为此，他们改变了以往新井运行
单纯以钻机运行为主导的模式，将产能方案编制、新井井位发放纳入到新井运行工
作中来，树立方案编制、井位设计与钻机运行三者并重、深度融合运行的思路。

在方案编制过程中，他们同样运用“一体化”运行模式，推倒部门之间的墙，油
藏、钻井、采油、地面工程“齐头并进”。彻底改变了过去流水线式带来的下一道工序
等上一道工序，变“单线运行”为“多线并行”，缩短了方案编制时间。此外，他们更是
提前设计充足井位，为钻机运行留有余地，确保先易后难稳步推进钻井工作。

截至目前，该公司正运行钻机8部，已完钻65口井，新井运行效率显著提高。

钻井“一体化”加快新井运行步伐
今年以来，石油开发中心实现高质高效完钻65口井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守华 陈娜)

近日，由胜利油田油气集输总厂孤岛原油交接队自主设计的
流量计计量电子日报表系统应运而生。据了解，该报表系统主
体采用Excel表格，画面简洁，颜色搭配清新，具有先进的计算
功能，能够实现报表中数值四舍六入五单进，自动链接等复杂
计算，投入使用后计算精准度大幅提升。

据了解，随着岗位职工年龄不断增大，使用计算器人工计
算流量计报表，或多或少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账，往往一个尾
数就需要查账很长时间。对此，交接队科技攻关小组成员立足
岗位，研究探讨通过自主设计报表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难题。

在设计阶段，员工积极查阅各类网上和书籍资料，在设计
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难题，例如温度、压力、标体、扣水量、纯
油量等都需要四舍六入五单进，而且保留位数各不相同，这就
需要设计者仔细认真地做好每一个数据的自动计算，还要考
虑停输等特殊情况下的报表填写规范。这些难题在员工们的
不懈努力下都逐步攻克，最后简单明了、计算准确、画面清晰
的流量计计量电子日报表系统呈现在岗位职工面前。

经过一段时期的应用，岗位职工认为该软件使用方便，最
重要的是计算特别精准。

自主设计电子报表系统解难题
孤岛原油交接队加强攻关提高计量精准度

近日，胜
利油田石油开
发中心会议室
里已被热闹的
讨论声扫去了
冬日的寒冷。
走近一看，该
公司分管副经
理正与钻井工
作、油地工作
等负责人讨论
草 1 2 8-平 5井
钻 井 运 行 方
案。“这场每周
二、周五早7点
准时召开的新
井运行钻井油
地联席例会，
是我们钻井运
行一体化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
分。”分管副经
理介绍说。

近日，由胜利油建公司
承建的“胜利作业新三”平
台在东营桩西海港顺利下
水。目前，该平台已进入桩
腿接桩、悬臂梁安装、直升
机平台安装以及后续的系
统试验等工作，预计2016年
4月底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 顾松 通
讯员 王明月 摄影报道

胜利作业新三平台

桩西海港顺利下水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
员 尹永华 白宁) 近日，孤东采油厂
测试大队试井队在回放热采四参数资料
时，无法正常读取数据。在排除回放软
件、连接线路等问题后，确认为仪器故
障。由于生产急需，而仪器厂家技术人员
短时间内又难以赶来。这个大队联系仪
器生产厂家快递元件后，自己组织技术
人员成功修复了仪器。据统计，近两年
来，孤东测试大队已自主维修热采四参
数测试仪器4次，既节约了大量维修费
用，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适应新常态、应对低油价，孤东采
油厂测试大队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创
新，解决生产难题。该大队目前在用的钢
丝、电缆、马笼头投产后没有相应的拉力
试验数据。由于不同设备的型号和施工
工艺的不同，对于钢丝、电缆、马笼头所
能承受的最大拉力只能靠经验，容易出
现拉断电缆或拉脱马笼头的情况。针对

这一问题，该大队技术人员通过查阅大
量的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讨论，完成了多
功能拉力装置的设计加工。分别对电缆
马龙头和张力计进行了5次测试，准确获
取了张力数据。该项技术的应用，减少了
外部拉力测试费用，降低了解卡施工的
风险。

外磁式电磁流量计在套管井流量测
试中灵敏度和可靠性较高，但由于传输信
号与目前的测井系统不兼容，无法配套使
用。为此，该大队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攻关，
设计制作了遥传接口，重新编制编码程
序，实现在套管井找漏和剖面测试的同步
施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料质量。

近年来，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油田
动态监测项目越来越多。孤东测试大队
针对不同区块、不同井况，配套使用不同
的找漏工艺技术，找漏成功率达100%。
GO8-35N8井作业前含水突然上升，技术
人员分析发现该井出现套损情况。他们

采用组合找漏技术，测试时使用泵车注
水，在超声波流量计不稳定的情况下，通
过井温、涡轮流量等曲线进行综合分析，
发现该井1105 . 7米—108 . 7米，1109 . 7米—
1110 . 7米存在漏失。通过实施封隔器卡封
漏点，该井恢复了正常生产。“每种验漏
工艺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注重‘联合作
战’，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释放出

‘拳头效应’。”该大队主管技术的副大队
长孙荣德如是说。

抽油井压力恢复资料主要应用于评
价油层的边界位置、油井增产的措施(如
防砂、压裂、酸化等)效果及掌握井下工具
的工作状况。压力恢复资料对油田开发
很有用，但却受制于录取困难、成本高。
以往，孤东采油厂主要采用环空测试技
术录取抽油井恢复资料。由于该技术受
多种条件限制，测试工作量偏少。

在现有油井管柱条件下，能否录取
油井压力恢复资料呢？这个大队技术人

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利用
井下液面深度可折算压力的原理，引进
了自动液面监测技术。针对孤东油田井
下地质特点，开展了泡沫段消除、精细折
算压力方法等技术研究。经过现场测试，
成功录取了合格的连续液面监测资料。
利用精细压力折算方法，绘制出了井下
压力变化曲线，通过分析解释成功取得
了表皮系数、渗透率等地层参数，为抽油
井制定合理有效地增产稳产措施提供了
科学依据。

孤东采油厂油藏工程专家杜晓村
说，该技术的应用，不用上作业即可取得
油井动态监测资料，单井可减少作业费
用1万多元。目前，利用连续液面监测是
扩大资料录取规模最有效的方法，加大
抽油井动态监测资料的录取量，可以更
准确掌握油井区域及整个区块的动态状
况，为指导孤东油田的后期开发提供了
技术支撑。

技术创新贴近生产实际
孤东厂测试大队自主维修仪器降本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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