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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文学 刘璐) 近日，由胜利油田技术

检测中心承办的“2016年中国油气田注采
输系统节能减排与防腐一体化治理技术
交流会”在东营召开，来自国内有关企业、
高校的3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
旨在开启石油石化行业节能减排防腐一
体化治理工作新篇章，为胜利油田低油
价、新常态下求生存谋发展寻求低成本技
术支撑。

据了解，本次会议针对石油石化企业
节能减排与防腐一体化治理方面所面临
的技术难点，通过开展跨系统、跨专业的
学术交流，以期实现资源共享、联合攻关
及成果推广应用。与会专家汇报交流了相
关领域最新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20余项，

论文交流80余篇。技术检测中心杨冬平博
士、杨勇博士、孙东博士、周海刚专家、王
晓慧博士分别在会上作了专题技术报告。

其中，杨冬平博士作的《海洋石油工
程结构检测评估与安全保障技术》报告，
针对埕岛油田20余年的油气开发现状，系
统全面地阐述了适宜于埕岛油田开发的
关键装备及设施检测评估与安全保障的
工程技术与理论体系。成果被写入多项石
油石化行业标准，并成为国家海洋石油安
全生产监管达标分级及海上油气开发安
全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

杨勇博士作的题为《胜利油田管道检
测中新型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报告，对技
术检测中心管道创新团队研究的基于金
属记忆、单边磁共振新型检测技术进行了

详细介绍。金属磁记忆技术首次在国内解
决了隐蔽泄漏点的检测技术难题，单边磁
共振解决了复合材料构件的缺陷的现场
检测难题，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孙东博士发布的《抽油机电机交变负
载下的能效测试技术》报告，介绍了关于
电机在抽油机特殊工况下的能效测试技
术，提出了相关软硬件系统创新性研究思
路，最终基于能效测试技术探讨了抽油机
电机针对特殊工况下的优选方法。

周海刚专家作了题为《低污泥量的水
质改性净化技术在油田采出水上的应用》
报告，针对胜利油田水质改性站污泥量
大，处理成本高的问题开展了药剂配方优
化研究并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研发的

“低污泥量的水质改性净化技术”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在纯梁首站应用一年
来，在保障井口水质稳定达标的基础上，
降低污泥产量70%，降低药剂成本30%，年
节电19万度，为采油厂年节约投资近500万
元，节能减排效果显著。该技术将在滨南
和临盘采油厂继续推广应用，应用后将大
幅降低污水站污泥产量和药剂处理成本，
是当前低油价形势下油田地面系统节能
减排重点推广技术。

此次大会不仅拓展了节能减排与腐
蚀防护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空
间，也推动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院
校之间的成果共享，为推进节能减排与腐
蚀防护业界技术合作和交流互融，提高石
油石化节能减排与腐蚀防护技术水平和
管理创新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专家学者齐聚胜利油田，共话节能减排防腐一体化治理

科技创新助力低油价下战寒冬

推行全员油水井工况分析提高采油时率

孤东厂让真实数据“会说话”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马俊松
秦月) “没投大钱，却效益喜人，依靠超前注水

有的放矢地培养潜力，就让油井日产量增了10多
吨！”近日，现河采油厂油井河60-侧斜29井的低成
本“复活”让地质研究所的开发技术人员津津乐道。

据了解，河60-侧斜29井井位于河60区块的南
部，原开发层系沙一4-沙二5，日油不足3吨。2015年6

月，开发技术人员对沙二1(3)层提前注水1 . 3万立方
米培养潜力，待能量恢复后适时对油井补孔。目前，
河60-侧斜29井日油一直稳定在14吨。

“其实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的关键就是精准
水驱补充地层能量。”现河厂油田开发主任师张戈
说，低油价下油田投资成本大幅度压缩，采油厂可
操作成本捉襟见肘。对此，技术人员从2014年下半
年起开始探索低成本开发战略，把目标对准地质储
量2 . 5亿吨，占全厂总地质储量三分之二的水驱油
藏，通过动态分析寻找注水能力不均衡的井组，依
靠调参等“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方式指挥“水军”高
效趋替油藏，实现效益开发。

对水的认知与运用，开发技术人员从以往的
“怕水”、“堵水”，逐步转变为现在“引水”、“治水”。
一些注采井网完善、注采敏感性较强的井组，由于
地层非均质性存在明显水窜方向。“有的油井一注
水含水就上升，有的油井又没动劲。”地质技术人员
通过动态分析，有意识地通过调节水井、油井参数
调配地下水流线，进一步补充欠注井能量。2015年，
该厂在35个井组实施后，自然递减下降0 . 23%，累计
增油6230吨，增加可采储量2 . 1万吨，增加效益1265 . 5

万元。
对注水的调节不能一概而论，要联系地层、井

况的不同采取不同措施。针对注水井点比较多，注
采井距差异比较大，敏感性也有差异的井组，根据
不同井距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参数调节，进而改变地
下水流场。2015年，现河厂在河50、河31、河68等区块
75个井组实施精细注采调配工作量223井次，见效51

个井组，井组稳升率达到6 8 . 6%，自然递减下降
1 . 3%，累计增油量3501吨，增加可采储量3 . 96万吨，
增加经济效益约733万元。

据了解，所谓注重效益、注重管理，就要最大限
度利用好水驱能量，实现油藏的科学开发。史6-16

井组的史更6井地层能量充足，针对单井提液由抽
油机改电泵，日产由4 . 2吨上升到10 . 8吨。技术人员
没有就此满足，而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井组能量还有
潜可挖，于是对井组实施放大压差均衡提液技术，
把同井组的临井史6-43井参数上调，使地下提液水
线更均衡，该井产量由1 . 7吨上升到8 . 7吨。

“不再是单纯拿产量，而是更加注重水驱的均
衡性，更加科学合理的开发油藏。”张戈介绍，今年
以来，采油厂启动了水驱油藏注采耦合、不稳定注
水、流线调整、间歇采油等低成本开发技术应用及
推广项目，在新的研究中开发工作侧重于水窜水淹
的提前预警，旨在利用水军的力量发挥积极作用，
多采效益油。

现河采油厂:

科学指挥“水军”高效驱油

“取全取准
资料数据，既是
践行严细实，又
能 带 来 大 效
益。”孤东采油
厂采油管理四
区403站115计量
站采油员工李
红燕称，过去一
口井一年要作
业好几次，但从
去年到现在，没
有见到过作业
队的影儿。谈及
变化的原因，那
就是让过去枯
燥的数字变鲜
活了。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庞
世乾 尹永华 王世涛) “真实的数据就是效
益，基层员工取全取准资料就是创效。”在孤东
采油厂注采工程专家、生产技术科科长魏启忠
看来，基层变化来自采油厂强力推行的全员油
水井工况分析，“要让采油员工会用、用足、巧用
第一手真实数据，当好油水井的保健大夫。”

都知道油水井资料的重要，也更知道取全
取准资料的重要，但受员工责任心和录取周期
的影响，资料难以做到完全真实和及时。一直以
来，许多一线员工也认为，资料是给别人录取
的，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有件事情让魏启忠印象深刻。一口注水井
注不进水，于是上作业，可作业结束还是注不进
水。魏启忠到现场把井口放空后发现水流小，判
断是地面管线堵了，除垢后该井恢复正常。

这不得不引起反思——— 根子在于没有取全
取准资料，导致盲目上作业造成浪费。但是话说
回来，即使取全取准了资料，员工能根据数据判
断原因在哪里吗？站上一名干了十多年的员工
坦诚地承认：“不能。”

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在低油价持续的形势
下，持之以恒抓好基础才是王道。对此，孤东采
油厂强力推进全员油水井工况分析，根据资料
动态变化做好油水井预警，通过保健与治疗的
结合，降低躺井率、提高采油时率。

该厂相继制定出台了《注采站油井单井工
况分析管理制度》、《抽油机油井不同工况下油
井示功图及生产特点》、《油井躺井预警标准及
管理对策》等制度和办法，迅速扭转了资料录取
存在的不全、不准、不及时现象。“过去一套资料
用好几天，现在是一天一套数据，想造假都不好
做了。”李红燕说。

与此同时，采油厂还组织专家和经验丰富
的员工编写相关教材，逐区逐队逐人进行培训，
并利用员工自己管理的油水井数据进行分析，
让技术人员和一线员工用好身边的宝贝，做到
会分析、会应用。

注采402站技术员高宁，大学里学习的是环
境专业。一开始，面对大量枯燥的数据他无从下
手，不知道数据是干啥用的。自从接受培训后，
他感觉“数据会自己开口说话了”。

高宁说，书本上的知识针对性不强，也比较
笼统，专家们来授课讲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井，更
贴近实际，“现在一看数据就知道井上发生了什
么。”2月27日，高宁通过耗电量减少，判断出GO4
-5-15井杆断，并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

孤东厂要求，油井动液面、示功图资料的录
取要在同一天内完成，当天必须录取日液、含水、
回压、套压、电流、日耗电量、井口温度等资料。水
井在录取井口油压、套压时，必须同时准确录取
配水间干压、配水间油压、日注水量等资料。

单井工况分析每旬分析一次，每月综合分
析一次。油井动液面、示功图、日耗电量等资料
录取后，要在2天内完成综合分析，并制定出措
施意见。本月数据要与上月数据进行对比，找出
问题及时进行分析和制定措施进行调整。

会说话的数据让李红燕更有底气，“过去汇
报只有结果，现在根据自己的判断，有原因、有
分析。不仅如此，现在向上汇报的次数也少了，
有些问题知道原因自己也可以处理，过去一年
漏油好几次，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祁胜葵认为，数据会说话、说真话，促使每
一名采油员工把工作干得更好、更快、更细致。
推行全员油水井工况分析以来，孤东厂耗电指
标大幅下降，减少躺井100多井次。

近日，鲁胜公司鲁庆采油管理区金9南站职工对油井进行地下液面动态监测，为精
准间开做准备。据了解，今年以来，面对“战严寒，求生存”的严峻形势，鲁胜公司在节
电降费上采取“双优”措施，不但有效降低了用电量，而且用电费用大幅下降。目前，鲁
胜公司已经实施“双优”间开井37口，并在以后的时间里增加更多的间开井，为公司“求
生存 谋发展”增添活力。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时维涛 陈军光 李庆安 摄影报道

精准间开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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