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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像牙膏一样挤着用
孤东采油管理四区员工立足岗位挖潜增效

1日上午，在
孤东采油厂采油
管 理 四 区 注 采
4 0 3站1 1 5#计量
间，班长李令团
带着班员老刘清
洗掺水水表。记
者 与 其 交 谈 得
知，因目前掺水
水质较差，导致
水表短时间内会
附着一层水垢，
这些水垢必须及
时进行清理，否
则会覆盖电子探
头，造成水表探
头损坏，这样整
个 水 表 就 报 废
了。为了延长掺
水 水 表 使 用 寿
命，他们要每周
定期分批清洗一
遍水表。

胜利钻井院：

钻井施工降本增效再添利器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梁子波 李闪) 近日，胜利钻
井院研制的175℃高温MWD仪器在胜利油田营12-更斜246井成功完成系
统功能完整性试验，标志着胜利钻井院打破了国外高温MWD仪器垄断，
为钻井施工降本增效再添新的利器。

据了解，随着勘探开发技术的进步和勘探程度的提高，国内深井、超
深井日益增加，而深井、超深井井底温度大多超过150℃，由于井底温度
高、压力大，目前国内原有的MWD测量仪器难以满足井下高温、高压和
控制井眼轨迹的要求。

为了攻克高温高压环境下随钻测量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胜利钻
井院在“十二五”攻关成功150℃MWD仪器基础上，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复杂结构井钻井配套技术”开始了抗高温高压MWD关键技术研究工作。
由于国内高温元器件加工技术及能力有限，胜利钻井院由中石化高

级专家杨锦舟牵头，组织筹建休斯顿研发中心，在美国招聘技术人员与胜
利钻井院建立联合项目组，形成了国际范围、跨院所互动的中石化井下测
控仪器研发团队，充分利用休斯顿中心在美国当地的研发和设计加工能
力、核心元器件供应、检验检测标准等便利条件，从175℃高温MWD电路
模块研发入手进行仪器研发，历时1年攻关研发，成功掌握了175℃电路设
计、加工和175℃高温传感器的标定等实验技术，制作成功175℃高温
MWD仪器样机。

营12-更斜246井是东辛采油厂为了开发济阳坳陷东营凹陷中央断裂
背斜构造带营8断块布设的一口定向井。该井完钻井深2656米，175℃高温
MWD仪器自井深350米下入，1030米起出,井下试验共计38小时。整个试验
过程，仪器工作稳定可靠、测量数据准确，仪器的密封盒抗震性能满足
MWD定向需求。

175℃高温MWD仪器试验成功证明胜利钻井院有能力进行高温、
高压等井下恶劣环境的定向施工，能为高温、高压条件下的钻井工程施
工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对于降低钻井成本、保障钻井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育涛) 从过去的查漏补缺堵漏洞，转

变为现在的数据分析挣效益，已经成为胜
利发电厂的常态。据了解，今年供暖期间，
胜利发电厂采集了一期机组发电、供热期
间的运行参数，在发电供热效益抛物线
中，找到了机组发电量和供热量的最佳平
衡点，实现创造效益200多万元。

据了解，胜利发电厂一期机组属于企
业自备机组，与二期省网统调机组相比，
发电指标不受限。因此，一期每多发一度

电就能为胜利油田减少一度电的外购电
成本。每到供暖季，胜利发电厂实行的都
是“一期多发电、二期多供热”的生产组织
策略。

“这种做法，不但可以满足胜利油田
的用电供热需求，又可以降低发电成本，已
经沿用了很多年。”相关人士称，寒冬期中
胜利发电厂大力推行低成本发展理念，在
面对过去实行的生产策略里还有没有潜力
可挖的问题上，电厂技术人员利用信息一
体化管理平台，搜集了主汽温度、抽气量、

发电量等近千项数据，绘制了发电供热效
益抛物线。他们发现，一期机组供热期间，
并不是发电越多效益越好，少带一部分供
热，反而会大幅度降低供电成本。

按照能量守恒定律，火力发电厂燃煤
中的热量只有40%才能转化为电量。单纯
的多发电，虽然能创造发电效益，但却无
法大幅度降低发电煤耗。而在冬季供热期
间，从汽轮机中抽出的蒸汽可以全部用于
供热，热量损耗非常小，供热越多，供电煤
耗越低。

他们测算出了发电效益和降低煤耗
效益的平衡点，确定了一期2台机组供热
抽气量的最佳数值，让抽气量精确到吨。3

月1日，电厂一期机组抽气量139吨每小时，
二期机组400吨每小时。这条“红线”成为运
行人员监盘操作的“标杆”。为了长期“压
红线”，一期运行部在5个班组中开展小指
标竞赛，将发电量分解为主汽压力、主汽
温度等16项四级指标，每月开展竞赛评
比，与绩效考评挂钩。精准发力，给电厂带
来了200多万元的效益。

找准效益平衡点，巧挣200万
胜利发电厂数据分析创效益成常态

本报3月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王世涛) “虽然
每周清洗水表工作量大，但是通过定期清洗，平均下来一年就能节省
掺水水表3到4块，这样我们计量间的运行成本就会降低。现在我们都
能感受到低油价对生产方方面面的影响，生产用料的使用也不像以前
那么大手大脚的了，都要像挤牙膏一样挤着用。”班长李令团深有感触
地说。

像注采403站115#班组这样精细挖潜增效的做法在孤东采油管理
四区并不鲜见。面对油价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孤东采油管理四区在
经营运行中以抓好成本费用常态化管控为方向，持续对干部员工加强
成本挖潜意识的引导力度，在全区范围内强化树立“精算每分钱，挖潜
每滴油”的经营理念。

这个管理区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完善制定了成本控制方案，以适应
和指导新形势下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障成本在计划预算内运行。他们
把资金成本和内部劳务等全部23项大费用横向分解到成本项目责任
人，做到成本管理全覆盖，并根据不同系统的特点，纵向上把相关成本
分解到了基层单位，使注采站也承担分解项。

同时，根据成本特点和生产需要，将全部费用进行分月、分季度预
算，对风险进行预测，制定挖潜措施和化解风险的措施，并在考核办法
中实行单位和个人两个层面的月、季度考核，使成本考核实现常态化，
保障成本在预算控制内运行，实现成本不超的目标。

“往日无人关注的旧物料都成了宝贝，像这两个旧闸门是前期注
水间流程改造，因为注水压力高导致渗漏而淘汰下来的，我们只要把
它好好清理下，就可以用在油井井口上，现在站上实行单井成本管控
制度了，能省一分是一分，”注采404站管四班长高涛说。

为保障成本管理工作有效运行，这个区坚持定时召开月度、季度
成本运行分析会，通过分析讲评，督促各个成本负责人对所分管费用
的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剖析，并积极主动寻找增效突破点，推动全区经
营成本的高效运行。

注采404站站长魏海涛说：“自从油价低迷后，管理区不但把材料
费、作业维修费等成本都细划到基层站了，而且明确了成本负责人，这
促使我们基层站也要树立成本概念，正视成本管理工作，现在我们站
通过细化单井产油成本节点考核，将成本细分到单井，建立单井成本
记录台账，记录每口单井的月耗电、皮带、机油、黄油等消耗情况，通过
单井产油效益比的计算，挂钩员工奖金，调动每名员工的积极性，与站
上共同分担成本压力。”

近日，孤岛厂采油五区注采501站
干部员工利用改造油嘴套停井时间，对
GDX2-21等三部抽油机进行检查保养。
据了解，天气回暖，采油五区以基层班
站为单位，组织人员积极开展春季设备
保养整修活动。另外，该单位还对各站
废旧设备和物资进行整理，在保证安全
生产和设备稳定的基础上，对设备进行
维修和恢复，充分发挥废旧设备的可用
潜力，实现设备利用率的最大化。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超
君 摄影报道

检修设备，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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