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曹萌萌 美编：杨珣

2016 . 3 . 30 星期三

A10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杨辉 洪波 马晓晴) 在昌68-斜7井

井场，一台160千伏安的变压器被一台80千
伏安的变压器所替代。原因是，与该井共
用一台变压器的其他两口井因无效已被
关停，从节能降耗角度来看，出现了“大马
拉小车”现象，很不划算。其实，在昌68-斜
17井，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替换办法。

鲁明昌邑采油管理区副经理岳耀怀
告诉记者，这个看似简单替换的背后，实
则是企业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一种考
量，是一线员工将挖潜增效、节支增效行
动落实到岗位的具体体现。

谈起原因，岳耀怀解释，在企业工业
用电中，电费是统称，它包括容量电费和
电度表电费，其中电度表电费是一定的，
而容量电费有两种缴纳方式，一种是按装
机容量收费，标准是每月28元/千伏安，另
一种是按单位上报的容量收费，标准是每
月38元/千伏安。

比如，装机容量为400千伏安，而实际
使用只需200千伏安，那么，按第一种方式
每月需缴纳电容费11200元，而按第二种方
式每月只需缴纳7600元。

“至于选择哪种缴费方式，企业可以
自主决定，这里面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

的。”岳耀怀说，对昌邑采油管理区而言，
将两台变压器由160千伏安替换为80千伏
安，则意味着减少160千伏安的容量，每月
可节约电费4480元。

其实，从年初开始，鲁明昌邑采油管理
区还对所有油水井展开摸排，并在“石油专
线”上动起了脑筋，算起了经济效益账。

该采油管理区生产指挥中心主任张
强介绍，在这条“石油专线”上，变压器装
机总容量为600千伏安，主要为一个泵站、
一个气站和10多口油井供电。但是，在以
往，该线实际使用容量为360千伏安，在低
油价形势下，他们又陆续关停了2口无效

井，于是，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精细测算后，
将上报容量降至260千伏安，这样一月少用
100千伏安，月节约容量费3800元。

“尽管不算多，但在低油价面前，我们
得像居家过日子一样，在不影响生产运行
的情况下，细算每一笔账，尽最大努力为
企业节支增效。”岳耀怀说，“初步预计，今
年可节约容量费10万余元。”

一旦形势好转，那些无效的井又开起
来，是否意味着容量又不够等问题，岳耀
怀称，“经过精细测算已经预留了一部分
空间，另外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用电量
也将明显降低。”

鲁明昌邑管理区把变压器容量与油井开工量配套

变压器一年“减出”10万元效益

滨南采油五区探索“大数据”下油井管理新模式

信息化“医”好油井转型“病”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许庆勇

当下，如何
搭乘信息化“快
车 ”，实 现 油 井
管 理 的 转 型 提
效？胜利油田滨
南 采 油 厂 以 采
油 管 理 五 区 为
试点，启动以标
准化设计、模块
化建设、标准化
采购、信息化提
升为内容的“四
化”建设。去年3
月建成后，油井
生产时率提升2 . 6
个百分点，百米
吨 液 耗 电 下 降
0 . 23 kWh/100m.t，
油井工况合格率
由 7 0 . 2 % 升 至
78 . 7%。

◆油井享受“特护”待遇

“自从采油厂成立以来，人工录取资料至少
需要半天时间，而且还得由10名女工跑到井上
录取，信息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传统管井模
式。”采油管理五区职工陈振林说。

从采油女工变成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岗人
员，陈振林对信息化带来的高效率有着切身体
会。坐在电脑前，轻点鼠标，30分钟就能完成165

口油井的“电子”巡检。这些井都安装了数据采
集系统，井口温度、压力、套压、电参数、示功图
等数据都定时自动回传到指挥中心。

“数据在线监测，不仅快捷而且准确”指挥

中心副主任马翔介绍，原来1天量两次油，平均
用时6分钟，短短几分钟的数据，用来推算一口
井24小时的液量，特别是间歇出油的井误差较
大。现在，功图计产每半小时一次，重点井还可
通过远程控制5分钟采集一次。

另外，该区还实现了5座注水站、20座计量
站数据的实时采集，104口水井数据的实时采集
及远程控制，油井工况数据日采集11 . 86万条以
上，为管理提供了强大数据支持。

数据实时采集，“体检”实时进行，油水井享
受上“特级护理”待遇。

◆早做工作治“未病”

油井“体检”结果更全、更准、更及时，让技
术管理室副主任刘艳华感觉管理更加得心应
手。示功图，可直接反映油井的运行工况，被称
为油井的“心电图”。

刘艳华说，以前一口油井平均一个月测一
次示功图，测起来还很费事，测试员工在井上待
一天，也只能测出10余个功图，数据量少不说，
质量还不高。现在，每半小时就自动生成一个示
功图。

“这就像大夫坐诊，看一张化验单，肯定不
如看多张化验单诊断得准”，刘艳华打开一口井
的功图监控页面，“这口井，看一两个示功图，显
示正常，但对比分析多个示功图，就能看出泵漏
趋势”。

以往，因泵漏、管漏等造成的躺井往往具有
一定潜伏期，短则几天，长则数月，产量、载荷、
压力等参数长时间的细微变化，靠人工录取难

以被及时发现，等到产量明显下降时再采取措
施，管理实效较差。

如今，在各项参数实时采集、变化曲线随时
调取的基础上，为了将零散的海量数据整合起
来，他们建立多参数组合预警模型，以泵漏井、
管漏井、结蜡井为重点，缜密分析近3年的躺井
资料，总结每口井的典型特征，据此进行组合预
警设置，并反复推演验证。当参数变化达到设置
条件时，系统就会自动报出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显示，SJSH142井有泵漏趋势，及
时采取大排量洗井措施，使该井恢复了正常，避
免了躺井。

目前，他们对165口井进行了组合预警设
置，合计495井次，通过预警及时处置18井次，预
警准确率100%，节约作业成本150余万元。

这让刘艳华颇有点成就感，“一定努力做好
治‘未病’的油井大夫”。

今年以来，海洋采油厂结合生产实际，严
格落实井控设备巡检保养制度，定期对井口
安全阀、液控管线及自动化打压柜进行检查，
对井下安全阀、排气阀进行自动监测和遥控
开关实验，确保井控设备设施灵活好用。同
时，该厂建立完善《海上井控应急预案》，不定
期组织开展应急演习，提高班站员工井控责
任意识和风险意识，全力确保春季井控安全。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张海光 摄
影报道

◆早诊早治医“小病”

报警显示，BN1-1X9井皮带断，检修指令立即下
达至注采站，很快得到了更换，减少了产量损失。

“皮带断后，3分钟内就能发现”，马翔介绍，“通过
历史数据分析，该井电机空转时电流范围在9 . 3A-
9 . 5A之间，据此设置的该井报警模型”。

像这口井一样，经过科学分析，他们对165口井进
行了压力、温度、液量、载荷、电参数等限值设置，一项
参数异常波动，即可实现报警，生产全程做到了数据
实时采集，状态实时监控，动态实时分析，远程电子调
控，大幅提高了运行效率。

“这就像在病初起之时用药，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造成大损害”。

日常重调理，油井“身板”好。以往，一个月测一次
油井功率平衡。现在，实现每半小时测一次平衡后，他
们依托足够数据，精心优选油井，采取对调法、组合分
析法，实现了平衡一次调整到位，不用再像以前摸索
着多次调整。截止目前，调整抽油机平衡126井次，功
率平衡率逐月提高，百米吨液耗电逐月降低。

在以往传统决策模式下，现场遇到问题，情况逐
级上报，管理层级多，反馈环节多，决策效率低。现在，
管理区将趋势预警、故障报警、视频监控等功能有机
结合，现场出现异常，自动传至指挥中心，中心直接将
指令下达到一线，处置生产故障平均用时由5小时缩
短为30分钟。

SJSH142-6井出现功图最大载荷报警，生产指挥
中心科学调度，相关工作同步进行。管控岗人员结合
电流曲线初步判断为杆断，通知人员现场落实并反馈
至技术管理室，确定为杆断后停井。

实施方案很快出炉，第二天搬上作业检泵，从出
现杆断到搬上作业仅用时19 . 5小时。

快速反应，“小病”早治，大大提升了油井管理
水平。

严格设备保养
确保井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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