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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代俭科) 日前，在全国新增油气探明

储量备案工作会议上，由勘探开发研究
院完成的胜利油田2014年度新增油气探
明储量备案工作顺利通过国土资源部专
家组审查，为油田2014年度新增油气探
明储量有效开采提供了“法律依据”。

据了解，新增油气探明储量备案就
是对每年油田上报的探明储量进行“合
法”登记，备案内容主要包括储量备案申
请函、评审意见书及其附件、油田矿权证
书、报告编写单位地质勘查资质证、探明
储量报告等13项必备材料。

为确保备案成功，勘探开发研究院
科研人员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等相关
文件要求，从资料名称、文件格式、报
告规范等方面对备案材料进行统一规
整，经过近4个月的努力，圆满完成了工
作任务。

专家组认为，胜利油田2014年度新
增油气探明储量备案基础工作扎实，材
料准备充分且符合规范，一致同意通过
备案审查。

据悉，此次备案的新增油气探明储
量共计2012 . 24万吨，涉及青南、金家、
垦西等18个油田，其中可采储量在25万
立方米至250万立方米的小型油田3个，
可采储量小于25万立方米的特小型油
田15个。

工作人员操作刻码机和识别系统，为新油管制作“身份证”。

户籍式信息化管理
让每根油管杆都有永久“身份证”
滨南厂首创油管杆、井下工具信息化管理模式，提升油藏精细管理水平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近日，随着
刻码机在一根
新油管上刻下
身份标识码，滨
南采油厂第一
根持有终身“身
份证”的油管正
式诞生。

在扎实推
进精细管理方
面，采油厂创新
推行油管杆、井
下工具“户籍”
式信息化管理，
实现了从入库、
发放、入井、回
收、修复、直至
报废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为
油藏的科学开
发提供了强力
支撑。

精细管理无止境
在油田开发中，油管、抽油杆、井下工具是连接井口与油层的通道。

作为油水井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水平直接关系着油水井免修期
长短和作业成本的高低。

“对每家采油厂来说，油管杆的数量都很庞大”，滨南采油厂副厂长
舒华文说，“以滨南厂为例，油管杆的花费占全厂材料费用的21%，占作业
主材费用的55%。而与此不相称的是，受技术、设备等因素制约，油管杆的
管理、使用还处于相对粗放、无序状态，急需推进精细化管理”。

2008年以来，滨南厂创新实施油管杆“分单位、分年限、等寿命”管
理，对管杆分采油单位、分油藏类型、分特种井进行管理，对在用管杆按
照一年、二至三年、三年以上进行管理，较好解决了各单位混用、新旧混
用带来“短板”效应，影响油井免修期等问题，极大促进了管杆管理水平
的提升。2011年，该管理模式获得中国石化第二十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一等奖，在集团公司推广。

舒华文说，虽然油管杆管理走在了前列，但是还不够精细。比如，同
样是使用一年的管杆，由于所处油井工况不一，其失效程度会有所差别，
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等寿命”。

“精细管理无止境，创新创效无极限”，舒华文表示，“遇到问题，就要勇
于破题，思路是着眼于建立数字井筒，为每一根油管杆和井下工具制作终
身‘身份证’，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让数据支撑有标准，提质增效再深化”。

3年多来，这个厂紧紧咬定目标不放松，克服管杆投入批次多、数量大，
在油水井内和转运中环节多，身处磨损、污损、腐蚀、震荡等井下恶劣复杂
工况的诸多难题，牵手相关科研院所，矢志不渝地开展了反复攻关试验。

“不论你在哪里，都能找到你”
4月7日，滨南准备大队油管厂里，一根新油管在距离接箍500毫米处

被刻码机刻下了0 . 3毫米深的唯一身份标识码。通过识别系统后，这根油
管包括生产厂家、类别、材质、使用单位、用途、投产年月、长度、序列码在
内的详细信息被录入了滨南厂油管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

滨南厂第一根持有终身可识别“身份证”的油管诞生了。
“身份标识码采用二维码回形定位和条形码相结合的方式，具有易

制作、易清理、易识别，且信息量大、比对性好的特点，识别准确率基本达
100%”，准备大队副大队长姜文峰介绍。

“这根油管入井一个检泵周期后，回收修复过程中，同样可对壁厚、
试压、接箍更换等各项参数进行信息采集，通过信息识别还可实现油管
分单位、分规格、分年限自动排管分检”。

有了“身份证”的管杆改变了传统的油井作业方式。油管杆来到井上
后，作业员工用手持终端识码设备，按顺序逐一对下井油管编码进行信息
采集，存储后，自动生成该井的油管使用管柱图，建立起数字化井筒。接下
来，可以利用无线或可移动存储卡将每根油管的编码信息传至油管杆“全
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对某一根油管位置和信息的实时查询。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对每根油管接下来回收、修复直至报废“全生
命周期”信息的数据采集，还可实现对全厂管杆投入总量、目前完好数量
和报废数量的实时查询，为优化管杆投入、深挖管杆价值提供准确的数
据支持。

数据有助提升

管理效率和效益
现在，滨南采油厂都在期待着

油管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系统
里数据的逐步积累。

因为，大数据带来大效益。借助
大数据，可进行偏磨分析、质量追
踪、免修期统计、管杆失效原因和油
藏状况、作业效果等分析，为油藏精
细化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工艺所副
所长李宏忠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最关注的是作业井现场描述
模块的信息积累。一口油井进行作
业维修时，作业员工对起出的管柱、
工具，按照腐蚀、偏磨、结垢、出砂、
油稠、杆断等类型，对油井存在的问
题进行程度、部位、长度等方面的详
细描述，并附上不同角度的照片，传
至数据库。

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可是宝。
“能改变以往多部门、多单位人员跑
现场的情况，大家在网上就能对一
些井进行远程‘会诊’，提高工作效
率”李宏忠说，“更重要的是，数据库
把以往不全面、片段性、不连续的信
息串联完善起来，为区块和单井的
诊断分析提供井下管杆、工具的数
据支持”。

此外，提高油管厂等单位操作
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对管杆工
具的成本投入和使用周期、对物料
管理和转送效率、对工艺措施方案
的科学评价，也将大大提升管理效
率和效益。

今后，管理和技术人员将可以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横向实时分析各
油田、区块的管杆、井下工具使用状
况、失效原因，优选管柱组合、工艺技
术措施；纵向上可以了解每一口井、
每一个深度、每一个层位的管杆使用
情况，使有针对性地优化成本投入，
延长油水井免修期成为可能。

胜利油田2014年新增油气

探明储量备案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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