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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生产蒸蒸日上时

他以优先保障设备运转为准
2013年，是钻井行业蓬勃发展的一年。这一年，黄河钻井四公司钻井进尺始终位居全胜利钻井

公司之首。“进尺战”成为当时职工讨论最多的话题，时任40431队司机长的杨德刚得到任务是最大
限度保证设备运转正常，为保障公司争上产势头助力。

当时，40431队在用设备都使用超过六年，老化严重，部分设备润滑系统经常出现各种问题，常
规的人力检查根本不能保证设备故障率的降低，特别是钻机等大件设备一旦因为润滑不足导致损
坏，就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为此，杨德刚提出研制一款油压低自动报警装置的想法，并得到机动部门
的大力支持。

之前，公司也曾实验过不少油压低自动报警装置，但这些装置都存在线路长、搬迁安装需要反
复拆卸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杨德刚提出无线控制的设想。然而，钻井井场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环
境，井场内的大量设备运转所产生的噪音和电磁波要求自动报警装置的无线控制器必须有一定的
抗干扰能力，为了寻找合适的无线控制器，杨德刚跑遍了东营大小商场，挑选了二十余种无线控制
开关进行试验。随后，杨德刚则面对着多个无线控制器内部电路集成连接的难题，对电子集成一窍
不通的他在机动部门的帮助下与一家电子厂商取得联系，开展对内部集成线路连接工艺的学习。不
久，杨德刚研制的油压低无线自动报警装置诞生了，轻便的设备取代了每天2个多小时的人工检查，
不仅降低了员工反复检查的劳动量，更为保障设备安全运转建立了预警机制。并且在短短的一个月
时间内，在全公司各基层队推广应用，深受各基层队干部员工的欢迎。从此，杨德刚更加专注于设备
革新。

钻井行业转型发展

他推动传统生产难题得解决
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开始下跌，钻井行业专业发展迫在眉睫，“保进尺”成为当时各家钻井

公司的口号，而“不能因为任何外界因素导致机械钻速下降”成为公司对每一位司机长的要求。
往年寒冬来临时，气路上冻几乎成为机房人员每天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常规的用蒸汽烘烤管

线，却只能应付一时不能有效制止，由此刚成为技师没多久的杨德刚主动接过了这一难题。
传统为了防止气路上冻的办法是向气路内注射一定量的油料，但是时间一长，油料会粘稠导致

气路堵塞，所以必须寻找合适替代品。杨德刚无意间从一个小小的液体电蚊香上得到启发，他决定
借鉴液体电蚊香的工作原理研制冬季气路防冻装置。首先必须选取冰点低、挥发性好的液体作为气
路防冻液，经过筛选，他选定了酒精，随后他将公司库房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找到一款具有通气性
好、吸水性高、挥发性小、抗气流性强等特点特制毛毡，并将它制成芯棒。完成主体结构后，考验着杨
德刚的真正难题来临了，如何根据气体流量大小自动释放酒精量成为革新的关键，为此，他反复试
验，查阅书籍，终于攻破这一难题。

历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杨德刚研制的冬季气路防冻装置投入使用，并在当月经受住零下20度
的考验，装置投入运行以来，气路上冻的现象从此消失了。当年，杨德刚研制的冬季气路防冻装置获
得胜利油田技师协会合理化建议三等奖，并在2015年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积极响应公司号召

他从工作细节挖潜增效
2015年，是公司抵御寒冬的一年，也是杨德刚取得累累硕果的一年。杨德刚相应公司的号召，不

断在挖潜增效上下功夫。
这一年，公司大量压减设备支出，很多柴油机都面临老化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柴油机的润滑系

统老化问题日益严重，一旦润滑系统突然失效就会导致柴油机必须回厂整修，最快也要一天时间才
能返回井场，不仅耽误工期，而且严重影响生产安全。为此，杨德刚提出设计一套柴油机润滑系统故
障应急装置，确保在润滑系统突然失效后，能在1个小时之内将柴油机恢复到开机状态。设计构思初
步成型后，杨德刚开始了2个月的研究。

2015年11月中旬，杨德刚正在机房上巡视时，突然接到了兄弟井队40560队的求助电话。原来，
40560队的一台柴油机机油泵突然损坏，恰巧他们的另一台柴油机正在维修，40560队被迫停止钻进，
改为起钻作业。得到消息后，杨德刚带着刚刚研制的柴油机润滑系统故障应急装置赶往40560队井
场，柴油机润滑系统故障应急装置第一次实战开始了。在杨德刚的指导下，润滑系统故障应急装置
很快组装完毕，原本趴窝的柴油机又再次轰鸣起来。事后，40560队的29岁司机长王东激动地握住杨
德刚的手表示感谢。

2015年，杨德刚设计的柴油机润滑系统故障应急装置被管理局评为胜利油田经营管理成果三
等奖。经过公司经营部门评价，该装置可节约设备维修误工时间20小时以上，节约钻机日费8万元，
共累计节约成本50多万元，而整套装置成本只有5000元。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
飞 杜占林) 供暖期间，水力平衡是保证用户
采暖的最佳途径，然而通过调节阀门促平衡的
传统办法意味着繁重的工作量。今冬供暖期
间，胜北热力通过自主研发流量孔板取代调节
阀门，达到调节水力平衡的目的。目前，经过8栋
楼的试验证明，此举既保障支线各端的供暖温
度，同时减轻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谈起水力平衡，不少市民都知道供暖常见
的冷热不均现象，离热源近的用户因水流阻力
小家中温度高，而离热源远的地方则因为水流
阻力大家中温度低。传统的解决方法就是调节
阀门促水力平衡，保证水流通畅的“行驶”在管
线中。

据胜北热力大队生产办主任樊静琳介绍，
为了让阀门调节有据可依，早在供暖季前便在
所辖16个小区供暖末端支线和末端单体楼的回
水管线上加装583块温度表。精确调节的方法促
进了供暖服务质量的提升，达到了节能降耗的
效果，但也带来了繁琐的工作量。

“一个片区要想达到水力平衡，就需要多
次调试各供暖主干线、支线、楼头、入户的各个
大小阀门。麻烦时一个阀门调节时间可达一小
时，一条支线调整时间则更长。如遇检修或更
换阀门后，又要通过多次调节才能找到最佳流
量控制点，对员工来说工作量可不小。”胜北安
泰热力队副队长董应国说，困难远远不止于
此，有时热力员工刚刚调好了阀门，随后就被
个别居民私自调动了。创新一种简捷、便利的
调节办法，成为胜北热力大队迫在眉睫的一项
工作。

在多次生产运行例会分析中，职工集思广
益想到了自制流量孔板的方法。职工找来不锈
钢板，制作出内径各异的孔板，并首先在安泰
小区两栋楼进行试验，将孔板安装至每栋楼头
进水阀门两个法兰之间，然后详细记录室内温
度数据。通过无数次试验与理论数值作对比，
从而反复验证孔板孔径的合理性。

随后，景苑热力队也在苑东小区挑选了6栋
室内温差较大的楼栋进行了安装试验。3月7日，
东营地区温度再一次浮动，胜北热力大队再一
次抓住了验证时间，试验表明居民家中温度均
达标，流量孔板经过一个供暖季的试验宣告成
功，自此8栋楼的水力平衡达到良好的效果，且
避免了私自调节的现象。

“在以后的供暖工作中，这项创新将会在
更大程度上减轻员工的工作量。”樊静琳说，在
低油价的形势下，胜北热力大队不仅要考虑优
质供暖，同时也要将人力资源合理优化，力争
为油田多创造更多效益。

随着今冬供暖工作即将接近尾
声，热电联供中心胜中热力大队组织
员工走进所辖30多个小区，对400余户
居民展开问卷调查。活动中，热力部门
工作人员不仅讲解停暖后家庭保养方
法以及注意事项，同时了解居民对于
对停暖检修工作的意见建议，以便在
非供暖期有针对地展开暖气保养、维
修，不断提升供暖质量。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郭建
华 摄影报道

听民声

促供暖

黄河钻井四公司40665队司机长杨德刚———

钻井队里的青年革新大师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德远 徐进文

2016年，对
胜利黄河钻井
四公司40665队
司机长杨德刚
而言，是喜获
成果的一年。
今年年初，经
过他在技术革
新领域的不断
努力，3 4岁的
他成为公司最
年轻的主任技
师。多年来，杨
德刚不断苦心
钻研，面对不
同生产经营形
势，一次次用
自己的勤劳的
双手为公司发
展创造奇迹。
统 计 数 据 显
示，在最近的
三年时间里，
他共成功申请
5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1 8
项创新成果和
合理化建议被
采纳，为石油
工程企业战寒
冬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胜北热力大队：

自主研发新工具

改善供暖冷热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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