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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虽然关了，但比以前更忙了”
河口厂上好“三门课”，力争关出效益油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玉龙 包正伟

受低油价带
来的生产经营影
响，河口采油厂
埕东油田的效益
亏损油井面临暂
时关停。“井虽然
关了，但比以前
更 忙 了 。”按 理
说，作为埕东油
田的地质研究技
术人员，油井暂
时关停后曹永波
应该省心了，但
他不这么认为。
他说，关井不等
于封井，关井后
有更多的事情要
做，要趁关井的
功夫给油层“补
补课”，争取关出
效益油。

近日，海洋石油船舶中心举行滩涂
溢油应急处置演练，本次演练包括应急
装备快速装车、岸滩围油栏布控、两栖
收油车及收油机模拟溢油回收三个科
目。据了解，通过演练为应对滩海溢油
处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了新进的
滩海溢油处理设备，增强了滩海溢油应
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崔舰
亭 王丹 摄影报道

滩海溢油
应急演练

新胜利一号全员“一盘棋”，一切围绕井口“转”

高标准施工赢得反承包项目开门红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廖婉婷 袭润祥) 4月7日，随着CDX井
组最后一口井73P的一开开钻，标志着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与马来西亚云顶反承包
合作项目进展顺利，此举也为整个项目赢
来开门红。

“这7口井如同棋子，稍有不慎将满盘
皆输。”谈到如何确保平台施工有序、高
质、高效，新胜利一号平台经理赵忠生说，
该平台根据CDX井组的设计，制定了详实
的施工方案，在施工过程中全员精心操
作、精细施工，并且对重点施工井段加强
技术保障，做到了钻进全程的实时监控，
复杂情况提前预判。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胜利一号平台
发动全员树立“一盘棋”的意识，一切工作
围绕井口“转”。为保持高标准，他们探索
推行“001管理法则”，即零等待、零衔接，一
个“问题集中营”；日常工作不等不靠，施
工工序无缝衔接，现场问题集中提出、集
中解决。

赵忠生说，在CDX井组每次开钻前，
平台对所需用料进行统计，分为重要且急
需、重要但不急需、急需但不重要和不急
需且不重要四个等级，按生产合理安排供
井，确保生产不停待，工序紧密衔接。

同时，他们集中技术人员广纳全平台
人员视野，发现难题，逐一攻克，让发现问

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串联，成立
“一岗多能技术攻关小组”，下沉到班组，
主要负责对难点问题的创新解决。在CDX
-59HP井下隔水管施工中，平台技术小组
提前分析隔水管本体自重以及气动绞车
的实际工作载荷，变在钻台切割吊耳为先
切割吊耳再上钻台，下隔水管的时间由8

小时缩短至2 . 5小时，省力省时。
“在工作中，擦亮钻具的每一道丝扣

不是为了干净，而是为了检查丝扣是否有
损伤。”新胜利一号平台见习技术员张瑞
卿说。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其实是提升
标准化操作的一个缩影。

为了保障平台施工安全，他们推行

《岗位交接班细则》，“存在问题不交接，工
具不全不交接，卫生搞不好不交接”，队长
和班组长负责对日常巡检、交接班、岗位
履职、现场三标等严格把关；实行闭环管
理，做到每一项工作有安排、有标准、有验
收，将现场三标常态化。平台增设了安全
主任监督，实施“HSE月历”工作法，每日
运行一项安全工作内容，制定安全责任监
督日检查表，由责任监督牵头对现场发现
的隐患，逐一落实到岗位进行整改。同时
通过交流沟通、违章曝光、培训教育等方
式杜绝员工违章行为，对甲方安全监督查
出的隐患问题进行联岗联责处罚，得到了
甲方的高度评价。

上好“算术课”，技术人员变会计

前一阵子，曹永波感觉自己变成了会计，天天算账。据了解，埕东油田为整装油藏，其中
东区是岩性构造油藏，西区属于边底水油藏。投入开发已40余年，两个区块都进入高含水
期。低油价形势下，效益大幅下滑，关井是必然。

曹永波要做的就是拿着“三线四区”这把尺子，一口井一口井的去算效益帐。测算发现，
埕东油田完全成本近2000元。尤其是高液量生产，造成电费成本占了运行成本的77 . 8%。

“现在，是按照30美元的标准去测算油井的效益。”曹永波说，按照“三线四区”经济运行
模型，逐井分析固定成本、增量成本和运行成本，保证不“冤枉”效益井。

在最终敲定的无效井里，既有普通抽油机井，也有电泵井，更有自喷井。比如，自喷井埕
18-10井，虽然在举升电费上成本为零，但其日液量高达200方左右，一天的运行及处理费用
就要2000多元，而其产值只有800多元，算下来每天亏1200多元。

上好“理疗课”，调理地下油层

“我们的地下工作才刚刚开始。”曹永波说，地面上的井是停了，地下的油层调理却一
直在进行。

在埕东油田东区，经过长时间的水驱采油，注入通道基本固定，注水波及效率降低，部
分油层无注水能量补给。曹永波要做的就是分析关井后的注采井网，适当调整后，改变注
水流线，把更多的油驱出来。

原来，埕9-J82井组有6口水井，3口油井。关停2口油井后，技术人员又适时关停了一口
水井，并下调配注500方，通过调整井网、井距，扩大注入水波及体积，提高驱油效率。曹永波
还介绍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井组。埕17-3井组油水井数比高达3 . 2，井距小，注采比达1 . 1，长期
高压开发导致微观空隙中的油滴难以运移出来。对此，他们实施降压开采，即在关停5口无
效油井后，再关停2口水井，并下调配注，让注采比降至0 . 8，释放开采空间。

目前，他们已经对31口油井实施了改流线和降压开采措施。

上好“选修课”，优选低成本采油措施

“埕东油田的油井是很有潜力的。”曹永波称，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里，东区35口油井仅
靠放套，就出了6500吨油，并且个别井还大幅增产。埕19-81井在放套前，一年产液8 . 7万方，
产油219吨；关井放套后，产液300方，套油却有689吨。

井关了，但是对有潜力的井，还得优选低成本采油措施。目前，技术人员已经为12口自
喷高液油井定出了关停放套措施。

低成本采油，放套不是唯一的“选修课”。分析发现，西区边底水油藏易让油井水椎、水
窜。但关停一段时间，油水重新分异后，实施周期采油能有效降低油井含水，仍有效益油可
采。现在，7口日油在0 . 3吨以上的油井，已被纳入周期采油计划。

让曹永波觉得欣慰的是，区块里只是关停了部分无效井，整个区块仍在效益可控范围
内。并且，通过给油层上“理疗课”，没关的井，效益会越来越好；关了的井，通过“选修”低成
本措施，仍可采出效益油。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任厚毅
周娜) 低油价下，技术彰显“英雄”本色。近日，胜利
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稠油所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稠油井低成本高效举升技术取得成效。该项名为泵下
旋流降黏的技术在20口井上成功应用，累计增油2304

吨，实现效益300余万元。
据了解，稠油井存在井筒流体流动难、杆柱阻力

大、泵效低等问题，开发难度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
采取添加降黏剂等井筒降黏措施，才能正常生产。而
现用的降黏剂由油套环空添加，无法实现泵下搅拌，
导致降黏剂与原油混合均匀性差、降黏效果不稳定、
泵效低等问题，既耗本又减效。在低油价形势下，为实
现稠油降本增效开采，科研人员开展了稠油井过泵旋
流降黏高效举升技术研究。

该技术的核心是一种旋流混合装置，降黏剂通过
地面注入系统与过泵系统在泵下得到均匀释放，且旋
流混合系统还可随柱塞运动产生搅拌作用，使泵下原
油与降黏剂充分混合，从而有效降低泵下原油黏度，
提高泵效。

WZZ365P7井是滨南采油厂的一口稠油热采生产
井，原油黏度高达3万毫帕秒，措施前分别采用过油套
环空添加降黏剂、电加热等井筒降黏措施，均无明显
增产效果。实施泵下旋流降黏技术后，经过138天正常
生产，与上周期相比，生产周期延长19天，日增油2 . 2

吨，周期产油量由412吨增加至786吨，平均泵效由24%

提高至39%，其中生产初期最高泵效达到96%。
截至目前，该技术共在胜利油田滨南、孤岛等采

油厂应用20口井，平均泵效提高11%，平均日增油0 . 8

吨，累计增油2304吨，日节约降黏剂达30%,累计节约降
黏剂3 . 2吨，实现效益3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井筒原
油黏度大提液难的问题，为低油价下稠油井降本增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胜利工程院：

泵下旋流降黏技术

应用20口井增油2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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