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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王东奇 王振国) 躺井是
油井生产的正常规律，就像生老病死一样不可避免，唯一能做的就是最
大限度地延长油井的生产周期，减少躺井意味着多产油，就是增效益。为
了延长油井寿命，海洋厂建立起“油井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加强钻井、
作业和生产全过程管理。

海洋厂生产技术科科长龚俊介绍，与陆地开发不同，海上石油开采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投入，平均单井检泵作业费用400万元，作业措施
少则700多万元，动辄上千万元。而海上油井高产，作业周期长，躺井后对
产量、效益影响较大。

具体的操作中，该厂从源头控制施工质量。钻井、作业阶段实施设计
与监督一体化管理，让设计人员到井上控制施工质量，并进行考核。“源头
施工质量好，就为后期的运行打下好基础。”龚俊表示。

油藏的状况随着生产在改变，如果不按照油藏情况进行合理注水则
会影响油井寿命。在油藏管理中，该厂技术人员按照日对比、周分析、月
例会的制度对油藏进行动态分析，实现油藏、水井、油井的联动管理，抓
细注水，恢复地层能量，为油井提供良好地层供液，延长电泵机组寿命。

工艺上，该厂应用电泵软启技术，降低电泵井启动瞬间电流过大造
成电缆绝缘下降导致电缆击穿而躺井的现象，提高油井寿命。推广使用
电泵变频器，满足不同生产阶段油井产液要求，解决下大泵提液与地层
工业恢复不同步的矛盾，延长低产井电泵寿命。

在生产过程中，海洋厂对油井进行分类管理，成立油井故障分析专
家组，对油井及关键点实施24小时实时监控，并建立躺井预警机制，把因
地质、工程因素而导致的躺井分门别类进行归纳，制定详细的分析模板，
力争对异常井早发现、早处理。油井出现波动、停井后，管理区通过调阅
模板迅速定位油井“病症”，对症下药，解决故障更加有的放矢。

上半年，该厂共对26口异常井进行了分析，采取合理措施稳定油井
生产。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实施调参挖潜44井次，增油3 . 2万吨。而躺井
数同比减少10井次，减少产量损失3000吨，减少产量损失650万元。

对症下药，“生病”油井要马上治
海洋厂躺井率创历史最低值，增效4650万元

今 年 上
半年，胜利油
田海洋采油厂
累计躺井 8井
次，同比减少10
井次，躺井率
为0 . 34%，创造
了 该 厂 历 史
最好水平。少
躺 井 带 来 的
结果是增效。
据统计，海洋
厂因少躺井，
使得油井管理
增效4650万元。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马俊松 孔明磊) 今年以来，现河采油

厂史127采油管理区应用信息化技术和手
段多措并举挖潜增效。1-7月份，这个管理
区用电 2 1 7 2 . 3 7万度，较去年同期减少
147 . 57万度，节省电费118 . 41万元。

电费一直是油井生产成本的大头。而
在史127采油管理区，注水用电更是占到总
用电量的近一半。“利用信息平台的远程
注水操控替代传统的人工旋转阀门进行

‘间歇注水’，能更加准确、便捷地实施削
峰填谷节约电费。”管理区副经理兼副书
记孙宇鹏介绍，谷期电价0 . 26元是峰期1 . 2

元的四分之一，他们利用信息系统，白天
远程关小注水井，降低注水泵电流，压减

高电费时段用电，晚上9点后远程开大注
水井，通过错开高峰时段，实现节约电费
的目的。

河二注水站是一座离心式注水泵站，
一台1600千瓦离心泵的耗电量就占到管理
区年度总用电量的37%，是第一用电大户。
从指挥中心远程调控注水量，把以往繁琐
的现场调控全部化解在网络指令中。在每
日3300方注水量不变的前提下，管理区技
术人员每天不到5分钟的操作，就可带来
年节13 . 9万元钱的效益。

和间歇注水一样，管理区利用信息化
手段跟踪优化油井间开方案，利用信息平
台每半小时采集一次的功图和大罐液位
等连续采集参数的实时监控，调整出保证

液量情况下的最优间开方案，再逐步将经
验推广到管理区其他油井。

河80-5井是一口间开井，初期的开井
方案是每天从0点到6点间开6小时。“借助
于四化平台的多参数采集监控，根据现
场、大罐液位监控发现该井每天开井2-3

小时就基本不出液了。”生产指挥中心技
术人员张学敏介绍，将间开方案优化为三
天开一次井，每次开井10小时，在液量保持
不降低的情况下，用电量大幅下降。

除了从大处着手，他们还通过消灭油
井电机‘负功率’，抓住细微处节约电量。
找到“倒发电”井，在跟踪分析电量变化的
基础上，根据上下行功率、位移和扭矩计
算出调平衡的方案。“有了全面的采集数

据，计算出的调平衡方案更为准确。”
河86-斜66井，6月16日调平衡后，平衡

率提高14%，周期内总有功功率平均值从
7 . 6千瓦降到6 . 3千瓦，日耗电量从134度降
到116度。从去年12月份以来，史127采油管
理区先后调整平衡率69井次，实现日节电
310度。

此外，管理区利用单井拉油罐监控系
统，在电费为谷期时，对拉油井实施远程
加温。“只要是第二天定好了计划要拉油
的，前一天晚上远程设定好开启时间，不
仅缩短了无效的电加热时间，还避免了员
工现场合闸的工作量。”孙宇鹏说。截止目
前，管理区共有31口单拉井实现了远程加
温功能，每月可节约电费6万余元。

史127采油管理区节电降耗点子多
前7个月同比减少147万度电，降本118万元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顾珍时) 3日7点多，井下作业公
司试油测试大队试油23队副队长刘广新从东营出发到青州，然后坐上9点多钟
的高铁到重庆涪陵，路途一共花了不到16个小时，就顺利到达项目施工现场，
比以往坐卧铺节约了近两天时间。

票价显示，从济南到重庆的硬卧车票是416元，而从青州到涪陵北的高铁
车票是636元，后者还多220元，似乎并不经济。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后者这一出
行方式呢？

井下作业公司试油测试大队副大队长张佃利告诉记者，显性的数字背
后，源于大队在大力开展全员降本增效活动的过程中，积极发动员工寻找成
本最优解，仔细核算每一笔成本支出，挖掘出了隐形的经济效益账。

以往，大队员工从东营来涪陵替班或者从涪陵回东营休息，一般选择往
返济南和重庆之间的火车。不巧的是，这两列火车开车时间均让大家很苦恼。
如，济南到重庆的火车是早上7点40发车，员工必须头一天下午就出发到济南
住宿，再经过近27小时的旅程到达重庆北站，转车到200多公里外的涪陵工区，
三天时间就耗在路上了，无形中增加了旅途的住宿费、生活费等费用，粗略一
计算，就发现比乘坐高铁费用高不少。

相关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该大队常驻涪陵工区的施工人员达130

余人，如果每人一年按坐8趟车计算的话，仅更改乘坐高铁交通工具这一项，预
计全年可节约成本费用25万元左右。更重要的是，员工早一天到达工区，就早
一天投入工作，既缓解了工区劳动力不足的状况，也为现场施工提速增加一
份力量，为后续赢得甲方信任增添新的砝码，从而增加了经济效益。

“不算不知道，一算就见效。”张佃利说，“虽然节约的不算多，但重要的
是，培养了广大干部员工的经营、效益意识，让更多的人关注生产经营，树立
效益理念，从身边的事做起，积极为公司挖潜增效、创效增效作贡献。”

独辟蹊径省成本，挖潜增效入人心
井下试油大队全年交通费省下25万元左右

近日，为提升民兵防汛和水上应急救援
能力，孤岛采油厂治安保卫中心组织采油管
理区、集输大队、井下作业大队(西区)等9个单
位的18名干部职工在神仙沟开展了为期3天的
冲锋舟驾驶、维护保养集训演练。集训过程
中，参训队员逐个在神仙沟水面上进行了高
低速驾驶和水上巡逻演练。

模拟演练在平日里也不少，7月8日上午在
孤六联合站举行的油罐爆炸着火应急演练；
原油泄漏演练；7月29日下午，孤岛厂在孤二联
举行的防恐处突应急演练等。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海鹰 摄
影报道

应急演练常态化

让隐患无处遁形

躺井：是指除对油气水井主动采取措施和非井筒和地面工程因素之
外，油气水井因工程因素关井，时间超过24小时、特殊工艺实验超过
3天，而未恢复正常生产，谓之躺井;它反映油气水井生产组织衔接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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