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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李婷婷) GO7-36X5215是
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采油
管理三区302站的一口油
井，2006年7月作业开井后
生 产 至 今 ，免 修 期 达 到
3733天。在采油管理三区
运行的434口油井中，免修
期在730天以上的长寿井
就有133口。

采油管理三区生产指
挥中心负责人苗立君说，
近年来，该管理区结合区
块特点，通过改善油井工
况，使每一口油井保持“年
轻态”，预计到今年年底前
长寿井将达到140口。

受地面、井筒、地下
三方面的影响，一口井出
现问题往往是多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为及时发现
并解决油井工况问题，该
管理区定期组织地质、生
产、作业系统召开油水井
工况提升措施讨论会，对
油井工况管理一体化“会
诊”，避免管柱和生产参
数不合理导致躺井数量

增加。
在日常管理中，该管

理区各注采站利用机采
效率评价软件，对进入预
警范围的油井进行全面
分析，做好群扶挖潜和参
数优化工作；基层技术人
员定期开展油水工况分
析，督导员工取全取准第
一手资料，摸清影响工况
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
同时，通过洗井、除垢、更
换地面管线、作业换管柱
等措施强化水井治理。

苗立君说，注采305站
地处管理区最东部，受空
气湿度、海风、海浪等因素
影响抽油机等地面设施侵
蚀严重，直接影响到油井
寿命。采油工武启涛通过
每天检查电机接线盒包
扎、电表箱、自控箱并及时
加固做防锈处理，每周检
查抽油机各连接部位螺丝
紧固润滑、调节抽油机五
率，每旬检查油井水泥基
础和土基础，让他负责的5
口油井中的3口免修期超
过730天。

孤东采油管理三区：

三成油井免修期超两年

面对连续两年来的低油价冲击，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全力
聚焦质量效益，因势利导明确将长停井恢复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工作中，地质科研人
员立足长停井修复与井网完善相结合、单井措施挖潜与油藏综合治理相结合，优选
出复产潜力大、投产产出比高、经济效益有保障的潜力井治理，实现效益最大化。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被“唤醒”的长停井有51口，日增油117吨，年增油1 . 75万吨。

这51口长停井何以起死回生？孤南152-斜33井向我们讲述了生命轮回的经历与
感动。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东宁

沉睡
辉煌与落寞都不曾被遗忘

10月31日，地质所开发室副
主任王超再次来看望我时，我激
动不已。自从今年10月份重新“上
岗”，我的精神头还不错，日产油
5 . 5吨。回想这12年的风雨，梦境
一般。苏醒的那一刻，我知道我的
未来不再是梦。

依稀记得1993年晚秋的一个
黄昏，我出生在孤南152块布满苍
黄色蒿草的荒野上，被命名为孤
南152-斜33井。当时我年轻力壮，
每天产油50吨，当之无愧“高产
井”的头衔。这样的辉煌持续了整
整一年，后期产量逐年递减，在高
含水状态下蹒跚前行了一年半
后，2004年3月8日我被关掉了。从
那之后，荒原上只剩风吹雨打，不
见人来人往。

抽油机被吊走了，采油树也
不翼而飞，我只是剩下一个光秃
秃的套管头。周围的蒿草青了又
黄，黄了又青，越来越高、越来越
密，将我深深地掩埋在岁月中。我
在寂静的荒野上渐渐睡去，渐渐
绝望。

一个残霞满天的傍晚，曾经
熟悉的红色身影穿过人高的蒿草
走来，低头凝望着我的残影自言
自语：“这是孤南152-斜33井。”那
句低喃的话语，如暖流一般，将重
生的欲望注满我的全身。那一刻，
我坚信，我没有被遗忘。

复活
新常态新作为新生机

原来，今年年初，地质技术人
员勇于面对低油价压力，以“不靠
油价靠作为”的精气神，从“以产
量论英雄”向“以效益论英雄”转
变，通过开展长停井修复与井网
完善相结合、单井措施挖潜与油
藏综合治理相结合，分析长停井
成因及剩余油分布，并结合开发
效果预测和经济效益评价等措
施，大力推进长停井恢复治理工
作。在即将被拯救的名单中，孤南
152-斜33井榜上有名。

可是，从沉睡到重生，并不像
眼睛一闭一睁那么简单。为了让
我重获新生，地质技术人员不但
对我的身体进行细致的“体检”，
而且认真调查周边井的生产历
史，在密密麻麻的井位图上耐心
地梳理和布控，制定了补孔单采
Ng101小层的措施。在措施方案
实施过程中，“红工衣”们在我身
边不停地穿梭，他们加强跟踪监
督，及时分析处理异常情况，确保
措施实施达到最优。

我在充满期待的日子里静静
守候。

9月20日，沉睡12年之后，我
终于“满血”复活了。经过两天的
排液，日液18 . 9吨/天，日油4 . 7吨
/天，综合含水74 . 9%。一切都来
得那么突然，又奇妙无穷。我真切
地听到“红工衣”们的忙碌与欢呼
声。梦醒时分，心潮澎湃！

圆梦
磨难阻挡不了前进的路

然而，好景不长。刚刚收获
重生喜悦的我，在生产10天后出
现“心脏供血不足”(供液不足)，
头晕耳鸣(抽油机载荷变大，电
机异响)，只能走两步歇三步(间
歇开井)才能勉强维持生命，一
天的液量只有1 . 6吨/天，油量仅
仅0 . 5吨/天。

换作以往，或许我可以勉强
维持。但两年的低油价为油田生
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算效益帐、
产效益油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
重。像我这种情况，从经济效益上
来看，会一直亏损下去；从生产管
理上分析，这种间开的方式大大
增加管理困难和各种安全风险，

“赔了夫人又折兵”。面临诸多磨
难，地质人员与现场管理人员陷
入了深深的思考，我的生死谜团
重重，再度陷入僵局。

我是幸运的。因为地质人都
有一股不服输的心气儿，王超认
为“绝不能放弃！”随后，他主动联
系采油管理区和现场工作人员，
所、区联合为我“会诊”，从生产数
据到液面功图，从电机电流到井
口温度层层把关核查。诊断结果
是生产层Ng101结蜡，外加油井
液量低，天气日渐转寒，井口温度
下降导致井口段原油流动困难，
生产无法正常运行。查明病因就
开始“对症下药”，所、区集思广益
制定了“热洗加井口加清防蜡剂”
的措施，实施后，我逐渐恢复活
力，目前日液14方/天，油量5 . 5吨
/天，生命体征平稳。

从复活到再度重生，我的生
命经历了百转千回。但我始终相
信，我的未来不再是梦。这份坚定
的信任源自地质人为油而战的初
心不改，行无止境。

一口沉睡12年老井的重生自述

“百转千回，石油地质人帮我圆梦”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刘海霞
李俊)去年以来，胜利油

田临盘采油厂集输大队加
强科技攻关，通过对联合
站工艺流程改造，既提高
安全环保水平又实现年创
效118万元。

集输大队大队长孙岩
军说，为充分利用能源、全
过程安全环保，该大队组
织技术人员开展科技攻
关，并在联合站建成集管
网回收系统、压缩机系统、
分离冷却系统、控制仪表
系统为一体的原油储罐抽
气装置，实现油水罐区密
闭管理。

此外，他们还在缓冲
罐、净化油罐、沉降罐等存
在挥发天然气的储油罐上
建立气回收管网，并将回收

的天然气经过压缩机加压、
分离冷却进入站内供气管
网缓解区域用气紧张。

由于该装置是全自动
仪表闭环控制，因此当油
罐压力高于设定值时安全
抽气，气压低于设定值时
设备停机，再次回到设定
值以上就会自动启动运
转。据了解，经过一年多时
间的运行，该装置的压缩
机和自动系统均处于安全
环保经济运行状态。

“现在这套抽气装置
明显降低油气挥发损耗，
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工作
环 境 、降 低 员 工 中 毒 风
险。”孙岩军说，经过数据
测算，原油储罐抽气装置
运行以来，每天可回收天
然气1800立方米，年创造
经济效益118万余元。

临盘厂集输大队：

科技攻关，实现创效上百万

“看到同事绘制的安全作品，感觉学习起来更形象、更亲切。”近日，在胜利海洋钻井公司新胜利一号
平台的钻台值班房、工衣房、生活区走廊等处，多名有绘画爱好的员工动手绘制的安全警示宣传画被张贴
在墙壁上，这是该平台创新开展“我为安全做诊断”活动的内容之一。据了解，为提升安全本质化管理水
平，新胜利一号钻井平台创新实施HSE月历、安全工况提示牌、人员POB动态管理等一系列新措施、新方
法、新制度，从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行为自觉出发，动员全体员工主动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消除安全风
险，引领全员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全力以赴构建平台安全管理常态化、长期化机制，从严从
实确保平台长周期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为 何恒波 摄影报道

绘出心中的安全

胜利油田两项发明

获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厚毅
郭慧) 近日，由胜利油

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申
报的“酰胺基磺酸钠作为
油田用添加剂的新用途及
其组合体”和“一种构建油
藏驱油微生物群落提高原
油采收率的方法”荣获第
十八届中国专利奖。

胜利工程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中国专利奖是我
国对授权专利给予奖励的
最高政府部门奖，评奖标
准不仅强调专利的技术水
平和创新高度，也注重其

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
情况，同时还对其知识产
权保护和管理状况等方面
要求颇高。

自2014年被授予“山
东省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单
位”以来，胜利工程院开展
专利质量提升工程，优化
专利布局，助推深层次技
术创新，通过中石化专利
战略项目和分公司专利实
施项目，不断提高知识产
权创造和转化水平。今年
该院还获得首届山东省政
府专利奖3项、胜利油田专
利实施一等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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