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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四区”实现单井挖潜最大化
如今，每天打开“效能评价网络平台”查看单井位置及轨迹变化，已成为采油管理七

区注采704站副站长王增敏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
从2015年年初起，704站根据采油厂“三线四区油井效能升级”管理系统，构建不同开

发方式下的分析模板，推动了单井效能的“实时化预警”。
N32P303井是一口稠油井，在“三线四区”模板中位置高于临界成本点。技术人员对该

井可控成本展开分析，发现电加热产生的电费偏高，日耗电高达1000千瓦时/天。在不影
响该井正常生产的前提下，2015年6月份，技术人员对其电加热的输入电流由60A逐渐降
低至38A，此时电加热耗电降至550千瓦时/天，后来由于气温降低，油井载荷增大，又优化
至41A，耗电保持在630千瓦时/天。目前，该井日油保持在9 . 6吨/天，累计节省电费41250

元。
王增敏介绍，全站47口稠油井中，效益区井数36口，占到总井数的77%，较年初增加5

口，低效区减少3口，吨液耗电下降0 . 35千瓦时/吨，实现节电12 . 99万千瓦时，可控成本较
进度预算节省35 . 66万元。

这是孤岛采油厂坚持将“三线四区”经济模型逐步缩小到注采站直至单井的一个缩
影。

2015年，孤岛厂以维护成本、操作成本、完全成本为基准，较为准确地量化出“0 . 35吨/

天、1 . 03吨/天、2 . 42吨/天”三条采油厂主要单井产能平均效益临界线，以及主要措施项目
的边际效益增油点，并在油田率先实现“三线四区”评价信息平台上线。

运用“三线四区”这一效益开发的新模型，采油厂坚持事前针对重点生产性投入落实
投入产出效益评价；事后，以三条产能经济线为标尺分析单井效益分布，为后续产能调整
及成本优化指明了方向。

2015年，采油厂无效单井由年初186口压减到144口，资金投入产出质量有了大幅度提
高。

“工况管理”确保每口油井高效运转
渤21-4N14井摇身一变“油娃娃”，原来日产油仅有2 . 1吨，现在是日产油13吨的高产

井，作业后开抽60天就累积产油800吨。说起渤21-4N14井的嬗变，采油管理五区注采506站
副站长李沁泽满是欣喜。

李沁泽说，2015年11月中旬，他们为渤21-4N4制订了检泵下绕丝和高充挤降黏剂的
方案，把泵挂加深200米，换70泵为57泵，冲次从2 . 5次提至3次，泵效由22 . 6%提高到78 . 5%，
开抽后液量增加15立方米，油量峰值达到15 . 33吨/天，工况优化增油效果十分明显。

工况就是油井生产工作状态。孤岛厂每天油井开井保持在2700口左右，它们的高效
运转是提升质量和效益的基础。2015年以来，孤岛厂以专业化的注采管理班组为主体，将
提质增效落细落小，开展“工况管理进班站”活动，引导干部员工从原油生产过程抓起，切
实提升油井管理效益。

为指导各班站对所辖油井实施分类治理、分段优化，孤岛厂运用不同手段进行摸索，
坚持量体裁衣，根据不同单元开发方式、工况运行特点制定针对性配套措施。

GDGZ1P1是注采408站的一口油井，油井供液严重不足。自2015年4月份以来，根据四
化监控平台上每天48张功图量油数据，对该井供液能力进行不断分析，按照“峰谷电价”，
摸索出关3天、开14天的间开制度，实现了油量不减，月节电911KWh，工况由参数偏大到
合理区。

“像这样的低液低渗区块，地层供液能力差，无法保持良好的供排平衡，目前区块油
井已大部分推行‘峰停谷开’的间开措施。”生产技术科干事郑向峰介绍。

对注聚单元和高含水单元，孤岛厂不断加强参数优化设计，特别是对东区南二元驱
见效单元实施地面流程改造，打破常规采取将集油阀组由计量站向单井转移，外输管线
串联集油阀组的设计思路，缩短单井集油管线8km。工程投产后，平均单井回压将降低
0 . 2MPa，平均井口温度提升5℃，平均单井吨液耗电降低2kwh/t，区块油井日增油50吨以
上。

相比2014年，2015年孤岛采油厂油井工况合格率在上图率保持在93%以上的情况下，
提高了9 . 36%，检泵周期延长了57天，百米吨液耗电下降了0 . 01kwh/t100m。

孤岛采油厂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

精准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贾新青 李海鹰 刘珊珊 张伟

员工正在分开发单元、油井类型精细工况分析。 本报通讯员 李超君 摄

2015年，面
对低油价、新常
态带来的严峻
生产经营形势，
孤岛采油厂坚
持以质量效益
为中心，精准挖
潜，保效创效，
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目标，以负
责任的态度递
交了一份完美
答卷。

“短距离”注汽带来“长效益”
蒸汽驱油是目前稠油开采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手段。对

于活动注汽锅炉来说，蒸汽从锅炉出口经管线到达井口会
产生热损失，管线越长热损失越大。

2012年开始，孤岛厂通过实施“短距离注汽”，实现了单
井平均注汽管线长度由460米缩减到300米。三年后，面对低
油价带来的严峻形势，采油厂再出重拳提出“短距长效”工
作法，进一步缩短注汽空间距离，办法实施后，单井管线安
装长度平均224米，全年总安装长度同比缩减11515米，全年
可增加61 . 2吨原油发热量，节约操作成本57 . 58万元。

为了优化每一个环节的潜力，孤岛厂通过现场勘查、解
剖分析等形式，从节能、安全、成本、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多
维度改进，制定了《注汽“短距长效”运行分工及办法》，明确
了各口对应的主体责任。小组人员通过不定时现场检查对
管线优化不合理、整改率高的井追究相关方责任，每月对管
线安装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及时查找长度波动原因，并找出
制约因素加以改进。

在整个“短距长效”工作运行过程中，孤岛厂坚守一个
原则：注汽管线距离短的方案优先，成本超出预算的方案就
次选。一次GD10P428井需要安排注汽计划，经分析4号站距
离注汽井最近井场大小也适合，但该站排量较小，注汽成本
高。11号站注汽排量适合，但距离井场较远，注汽管线距离
长。正在大家左右为难时，“短距长效”组成员通过排查，发
现2号站距离、排量都非常适合该井，只需等两天时间该站
就能结束上一个注汽任务。最终他们从源头介入，安排2号
活动注汽站与该井匹配，提高了蒸汽注入速度，降低了热损
失率。

技术和办法仅仅是手段，人的意识才是根本。为充分调
动注汽管线安装队伍干部员工的积极性，采油厂注汽大队
推出“阶梯台阶激励”法，单井注汽管线长度每缩短10米，增
加效益工资1000元。

激励办法推动干部员工纷纷打起“小九九”。只要安装
任务一到，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井场线路、画出最优
路线，相继设计出“L”型摆放法，缩短注汽管线20余米。随后
该大队根据注汽现场形状，又设计出“T”型和“V”型摆放方
式，实现了注汽管线最短。

过去在注汽安装施工中受地形影响，遇到沟、渠时大家
都会绕路施工。“短距长效”管理法实施后，他们秉承“两点
之间线段最短”的原则依靠支撑直接跨沟、渠的方式，保证
锅炉和井口之间呈直线连接。方法实施后，单井管线安装长
度平均缩短5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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