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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信息化管控让节能降碳出奇“智”胜
胜利油田为石油石化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示范

搭建信息化管控平台

胜利油田生产呈现点多、线
长、面广的特点，有采、注、输、
热、供配电、后勤辅助等多个耗
能系统，存在电力、天然气等多
能源品种，缺少有效的动态监控
手段，运行效率低、能耗高。

基于信息化基础上建设的
这套系统，改变了传统线下统计
分析、节能优化的管理方式，实
时收集油田所有用能设备的耗
能与排放数据，形成“数在转、云
在算、人在干”的能耗“管+控”新
模式，改善了传统模式下区域分
割、职能分散等问题，促进了信
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打造了智慧
能源管理样板。

为推动双控工作高效运行，
平台设定了55个关键监测指标，
从效率指标、效益指标、数据质
量指标三个方面，横向对16家开
发单位开展评比，纵向对开发单
位自身进步情况开展评价分析，
形成横纵联动、科学全面的考核
体系。

正是依靠这个平台，2023年
胜利采油厂在低效井治理上尝
到了甜头。以前一年用了多少度
电，只知道一个总量，对于如何
省电没有抓手。自从有了这套能
源管控系统，胜利采油厂不仅能
够直观地查看能耗指标变化情
况，还能看到与兄弟单位的差
距，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节能降
耗。

大家重视并感觉到压力，还
因为胜利油田将能耗、碳排放结
果与绩效挂钩，每节/超部分按
200元/吨标煤、100元/吨二氧化
碳进行奖励或者扣罚绩效，有效
提升直属单位节能降碳积极性。

“生产过程中有增量不要
紧，用什么样的减量来消化增
量 ，就 是 双 控 运 行 的 价 值 所
在。”胜利油田安全环保质量管
理部副经理兼能源环境办公室
经理李增强说，聚焦低效能单
位或高耗能井、设备，将直属单
位能耗情况、异常指标、报警指
标纳入日督导，对节能难点、疑
点，开展“一对一帮扶”，组织专
家技术交流和专题研究，共同
制定节能术方案。

智慧能源管控见成效

2016年，中国石化在郝现采
油管理区开展能效倍增试点，这
正是能源与碳排放管控系统的
雏形。这套系统，让员工坐在办
公室，就能通过电脑上的各种曲
线和数值，清晰地知道每口油
井、每台设备的用能情况。

以前，想要知道一天的用电
情况，得先给变电所打电话要值

码，再利用公式计算出当天的电
量。即使发现电量波动，也只能
凭经验分析哪里可能出现问题，
或是挨个打电话询问每一个基
层站用电情况，再作出判断。

现河采油厂生产管理部副
主任单如意说，建设能源管控平
台，主要还是成本压力，电费则
是成本的大头，“很多项目跨管
理区运行，用电分配不清晰，同
时管电的不用电，用电的不管
电，出现‘两张皮’现象。”

作为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
术建立的一体化能源集中管控
系统，主要在节能目标管理、计
量、潜力识别、能效分析、优化等
方面发挥节能降耗的作用。

该系统上线后，当年，郝现
采油管理区节电211 . 3万千瓦时，
被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发
改委评为2018年全国重点能源资
源计量服务示范单位。

尝到甜头的现河采油厂，于
2019年开始在全厂推广应用，短
短一年时间，这个厂的耗电量从
130余万千瓦时/日降至90万千瓦
时/日，年节约电费1994万元。

作为能源的生产者同时也
是能源消耗大户，彼时的胜利油

田正面临着巨大的“双控”压力。
2 0 2 3 年 中 国 石 化 发 布 了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低碳发展白皮书 ( 2022 )》，
明确用“互联网+”的方式提升
企业能源管理、碳排放管理水
平，通过“典型示范+全面推广”
模式建立覆盖生产型企业的能
源管理平台。

从总体的用能趋势看，随着
胜利油田进入“三高”开发时期，
油藏含水上升加速，产液规模持
续加大，稠油热采、低渗透压驱
等低品位高能耗产能逐年增加，
产量结构矛盾突出，老油田面临
高生产难度、高产量任务、高成
本压力、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现河采油厂的
探索实践，在全油田开发单位推
广应用。胜利油田成立能源管控
中心建设运行专班，成员由安全
环保质量管理部、信息化管理中
心、经营管理部、工程技术管理中
心、生产运行管理中心、油气开发
管理中心、现河采油厂、技术检测
中心等多部门和单位的业务分管
负责人组成，共同推动能源管控
系统在油田推广和应用。

2020年10月，系统在胜利油

田1 6家开发单位全面推广，当
年就实现节能10%的目标；2021
年3月，完成局级层面用电管控
功能建设，实现分公司、采油
厂、管理区三级电能运行的精
细化管理，油田能源优化管控
关键技术荣获2021年中国石化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经过不断升级和完善，能源
管控平台早已今非昔比，从一个
井到一个站，再到一个厂，到全
油田；从过去只管一个电，到如
今综合能耗、电能监控、天然气
监控、新能源监控、甲烷减排、碳
排放、系统管理7个方面，能耗品
种做到了全覆盖，能耗管控实现
了全过程。

2023年，胜利油田累计实施
优化22494井次，节电4121万千瓦
时；2024年上半年，胜利油田累计
实施参数调整、平衡度优化11442
井次，节电1372 . 47万千瓦时。

形成可复制能源管控样本

5月份就停运全部三台公用
锅炉，在毛红艳的记忆里，还是
第一次。

毛红艳是中原油田普光天

然气净化厂的节能主管。去年，
来自胜利油田的专家帮她们安
装了能源管控系统，从此不用再
依赖人工核对三台公用锅炉的
运行数据。

“停运一台公用锅炉，日节
天然气10万立方米。”毛红艳对
能源管控系统赞赏有加，其中的
蒸汽优化模块，清晰展现了锅炉
的运行数据，并可以根据天气预
报，准确判断蒸汽需求，及时优
化压力和负荷。

在中原油田节能高级主管
马珺看来，之所以引入胜利油田
的能源与碳排放管控平台，一方
面是中国石化要求上游企业推
行能源管控中心的部署，胜利油
田具有成熟经验，适合借鉴使
用。另一方面是出于降本增效的
需要，因为点多、线长、面广，油
田的能源管理难度比较大，希望
能有一套系统实现在线管控和
优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其实早在2022年，胜利油田
的能源管控系统就已经推广到
江汉油田和江苏油田。

胜利油田用电总量和强度
持续下降，就是这套系统最好的
广告。在开井数增加310口、稳产
2340万吨的前提下，2020年同比
2019年节电2 . 28亿千瓦时。2023年
大力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
控转变，胜利油田分公司能耗总
量、强度同比下降1 . 9%、2 . 2%，碳
排放总量、强度同比下降8 . 1%、
8 . 5%，实现增产不增能、增能不
增碳、增能不增费。

“各企业应用的情况比较
好，由此证明，这套系统具备全
面推广的条件。”中国石化油田
事业部地面工程和信息管理室
副经理张志强说，像胜利油田这
样，从一个基层管理区发起逐步
推广到油田层面的系统是有生
命力的，是适合基层也能发挥出
效果的。

张志强表示，之前的能管中
心是依托胜利油田建设的，但是
胜利以油为主，关于气田的能源
管控，涉及的功能不是很多。这
次项目里，他们一方面提升系统
原有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想补足
补齐气田能源管控的相关需求
和功能。

7月9日，“关于PCS能源与碳
排放管控功能一级部署及推广
实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中
国石化批复，计划利用一年半时
间，在中石化上游11家油气企业
开展PCS(油气生产信息化平台)
能源与碳排放管控功能的部署
与推广。

李增强很期待功能完善和
提升后的系统，他相信这套系
统未来一定能为更多企业在能
源与碳排放管控方面发挥更多
作用。

8年前，现河采油厂郝现采油管理区成为中国石化能效倍增试点，2019年现河采油厂全面推广应
用，2020年油田全面推广应用；2021—2022年，油田在电能管控基础上，开展天然气、新能源管控建设；
2023年，油田完善甲烷减排、碳排放等功能，在国内油气田行业率先建成了基于“双碳”目标的能源与
碳排放管控中心，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降能耗、减损耗、控物耗、减排放”，扭转了能耗和碳排放总量
持续上升态势。

胜利油田能源与碳排放管控中心的建设运行得到多方关注，国家发改委、山东省节约能源办公室
以及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多次到现场考察交流。专家认为，油田能源与碳排放管控中心建设，解
决了传统模式下反复对接、效率低下的弊端，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有价值、能见效的“胜利”品
牌，为石油石化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示范。

大众新闻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于佳

在郝现采油管理区，轻点鼠标键盘，就能掌握油区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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