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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采油厂地质所技术骨干高阳：

肩挑“先导试验”孜孜探索
科学数据促进油井精细管理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东宁

对孤岛采
油厂地质所的
高阳来说，每天
上班的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电
脑，登录“开发
数据库通用查
询”软件，挨个
查询中一区馆3
先导试验区 4 0
口油水井的各
项生产数据，通
过对生产现场
各个数据的采
集与分析，精细
管理每一口油
井达到提高采
收率的目的，这
样的习惯他已
坚持了近五年。
作为一名年轻
的地质技术人
员 ，能 够 肩 扛

“先导试验”的
重任，高阳凭借
的是一股子坚
韧、耐心和对地
质工作孜孜以
求的探索精神。

孤岛油田中一区馆3先导试验站，是胜利
油田第一座注聚站。从上世纪90年代，它便被
赋予了历史的光环，强势揭开了胜利油田注
聚开发的序幕，因油井注聚开发方式为前人
未研究领域被誉为“先导试验”。不负众望，在
2005年收官之年，此区块累计增油20 . 6万吨，
提高采收率12 . 5%。然而，转后续水驱开发之
后如何提高采收率，将直接影响到孤岛油田
23个化学驱单元日后的产量效益。2010年10

月，中一区馆3再次站在了历史的舞台，开始
实施井网调整非均相复合驱先导试验，承担
起孤岛油田挑战60%采收率的历史重任。

高阳的接手不是出于偶然。2009年7月，大
庆石油学院毕业的他来到孤岛采油厂。先后
经历作业、工程岗位的锻炼实习后，2011年5

月，竞聘来到孤岛地质所，成为一名区块长。
跟着师傅边学边干的四个月间，对工作严谨、
执着和坚韧的态度，使他很快在年轻区块长
中脱颖而出。2011年9月，义无反顾地挑起了中
一区Ng3先导试验管理工作的重任。

“先导”，顾名思义，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
可以借鉴。26岁的高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
力和挑战。面对“三高、一难、两无”的开发窘

境，高阳首先的目标就是摸清每口油、水井的
脾气，为此他从基础做起，详细了解试验区每
一口井的井史资料，每天坚持跑现场数次，详
细记录每口油、水井生产环节中各个数据的
变化，通过长期实践积累和对数据用心分析，
高阳终于掌握了每口井的运行状况。通过长
期的研究和提炼，高阳从培养试验区见效井
入手，总结出一套“差异化调整”的思路，针对
每口油井的运行诧异“调、治、提”的管理模
式，即通过调剖、治理、提高产液量以此精细
管理单井，达到增产增效的目的。

2012年3月，中11检11井区见聚浓度达到
1300毫克每升以上，含水由94%上升到99 . 8%。
高阳综合利用吸水剖面、产液剖面等资料，结
合生产动态判断来聚方向，对窜聚注水井制
定了调剖措施。调剖后见聚浓度下降到400毫
克每升，含水下降到68 . 2%，重新呈现见效态
势。紧邻油井中11斜3012井也间接受益，含水
由97 . 2%下降到86 . 3%。

“调、治、提”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一区
Ng3先导试验区的潜力。到目前为止，中心井
10口井中已有9口见效，见效率达到了90%，日
油从见效前4 . 5吨最高上升到75吨。

近日，为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锦华第一党员服务社开展了“和谐胜东·温馨家园”诗歌朗诵会，20

多位老年朋友齐聚一堂，演绎了一场精彩的诗会。郎诵会上，老党员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
歌，有的歌颂美好生活，有的赞美志愿服务，还有的表达了对家园深厚的情感。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生活
的热爱与感恩，讴歌了为推动社区发展默默奉献的胜东人。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贵媛 摄影报道

和谐社区
温馨诗会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谭
双华) 种植花卉扮靓社区环境是物业管理公司
的一项重要职能。2010年以来，面对如何丰富花
卉品种美化环境和如何精细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的问题，胜北社区景安物业管理公司就积极探索
建设花卉基地的模式，提高花卉品种、降低生产
成本。统计数据显示，5年来，该基地已自主培育
出8个花卉品种10万余株，节约成本1万余元。

“每逢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物业公司
都用花卉扮靓环境，而这几年的花卉都是花卉基
地自己种的。”景安物业公司公园管理站站长刘
毅说，为了给居民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2010年
以前，物业公司每年都有专项资金采购花卉，但
是由于冬天花卉无法在室外过冬，因此该成本逐
年增加。为此，公园管理站决定探索通过建设花
卉基地的模式，购买种子自行培育花卉。

据了解，2009年，公园管理站员工在小区的
花园开辟出1000余平方米荒地后，通过采取网上
查询和咨询园林专家等方式，购买了适合盐碱地
生长的4种花卉品种。然而，由于第一年种植经验
不足和撒种过于密集等原因，花卉成活率没有达
到预想的结果。“虽然第一次种植没有成功，但站
上的员工却扬迎难而上的精神，反复总结经验和
外出学习，结果在2010年的种植过程中取得全面
胜利，居民对我们评价也很高。”刘毅说。

2010年起，尝到甜头的公园物业站花卉基地
发展开始逐步迈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花卉成活率
也在逐渐提高，种植经验不断累积。刘毅说，2015

年，为了丰富花卉的品种，最大程度上实现美化
环境的效果，公园管理者将花卉种植品种提高到
8种，并悉心看护新增的花卉品种，将花卉基地转
移到物业公司院内，并将5000余平方米的土地分
为7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专人承包管理。

在刘毅看来，公园管理站应该更加注重该基
地的精细管理水平和花卉循环利用。他说，对于
美人蕉一类的花卉，职工在花败后及时收集根
系，经过简单处理可以在第二年继续栽植，花卉的
循环利用也为公司节约了一笔资金。“我们想进一
步扩大花卉种植面积和品种，也许有一天在市场
上就能购买到我们培育的花卉了。”刘毅说，公园
管理站的职工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好花卉的种植工
作，“美化环境、降低成本是开展工作的初衷，今后
这或许也将成为公司效益提升的增长点。”

自主培育花卉扮靓环境

实现降本增效双丰收

景安物业节省万余元，将扩大种植

摸清每口油、水井的脾气
“调、治、提”的管理模式提高单井采收率

A10

为1500口油水井建立“网络身份证”
提升工作效率、促单井精细管理

在与“先导”共同成长的4年里，高阳不仅
通过无数次勘察现场与数据对比分析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遇到问题，独辟蹊径解决问题成
为了高阳的习惯。在先导试验初期，工作人员
经常会遇到设计油井钻井位置等问题，每次
职工都需要一遍遍从档案室借来油井档案进
行梳理，一次为了对区块1500口油水井进行
地层对比，高阳整整耗费了近2个月。

随着开发手段和技术的推陈出新，数模
建模软件被广大地质技术人员所青睐，并广
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开发工作。为了方便自己
和同事的工作，高阳自学了数模建模技术，提
出“关于精细油藏数模研究，提高油田开发效
果的建议”，并建立了以“中一区Ng3先导试验
区”为中心，逐步覆盖整个中一区1500多口油
水井的地质建模体系，成功为千余口井制作
了“网络身份证”。

这是一个异常繁琐和繁重的工作，前期

需要导入每一口油水井的各项基本数据，
1500口油水井涉及单井基础数据、井轨迹数
据、测井数据、砂体数据、分层数据、射孔数据
等共计一万余项。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高阳
夜以继日，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逐项、逐数、
曲线对比，凡是能呈现的数据全部认真核对。

中一区建模的成功创建，如今职工通过
数模建模软件就可轻松查询每口油水井的身
份信息，原需两个月完成的任务现在仅需两
周，现已成为孤岛油田信息最完备、数据最精
确、图件最标准的建模体系。

2015年，在孤岛采油厂地质所全体员工
的努力下，中一区Ng3先导试验已突破“采收
率60%”的高目标，这让大家兴奋不已。而在与

“先导”共同成长的过程中，高阳积极发挥年
轻人的灵活的思维与创新能力，短短五年间，
他参与厂级科技进步2项，QC成果、现代化管
理成果6项，合理化建议10项，创新成果3项，
成为年轻地质技术人员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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