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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时维涛
朱泽全) 今年以来，面

对保效创效的巨大压力，
胜利油田鲁胜公司鲁庆采
油管理区通过发动技术骨
干带头搞技术创新，不断
化解生产运行中的“拦路
虎”，有效提升工作质量效
率和效益。

近日，鲁庆采油管理
区的员工听说要去金9-4-
斜9井取样就犯愁。原来，
这口水力喷射泵采油井因
含水高造成取样量多，并
且在油样分离处理时不仅
费时费力，一旦操作不当
还容易引发环境污染。

在听到基层员工反映
生产难题后，管理区技术
管理室主任鲁高敏带领技
术骨干经反复研究，利用
气、油、水不同比重的原
理，通过在不同高度设计
出口，有效化解取样油含
水高、时间长、容易发生污
染的难题，并将新设备命
名 为“ 封 闭 式 油 井 取 样
器”。

如今，油水混合物在
进入分离器后，气体与污
水经最上端与最下端两个
出口得以分离，油样从中
间出口可以取得，该设备
不仅节约等待时间一个半

小时，也大大减轻了一线
员工劳动强度。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更换盘根也是让员工很头
疼的事。”鲁高敏说，由于
鲁庆采油管理区油井大部
分是柱塞泵，这种泵空间
小不好操作，每次取盘根
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造
成柱塞损伤，同时员工在
操作时也极易发生磕碰现
状，影响安全运行。

针对上述难题，技术
骨干受“螃蟹爪”启发，经
过一番精巧设计，最终创
新制作了一种筒状“旋转
爪式盘根取出器”。这个装
置利用三个“刀片式”爪
子，通过旋转的力量嵌入
盘根，再将旋转爪和盘根
一并拔出不仅省时省力，
还减少停机时间、有效避
免柱塞损伤。由于工作原
理像极红酒开瓶器，因此
该设置又被员工称作“开
瓶器”。

目前，这两项新型工
具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
明专利授权。鲁高敏坦言，
在成果开展多项技术革新
后，鲁庆采油管理区在提
质增效方面取得一定成
果，“无论技术骨干还是普
通员工，现在创新创效的
热情都很高。”

鲁胜鲁庆管理区：

技术革新解油井“老大难”

有地质大观园之称的胜利油田滨南采油厂，在历经48年的勘探开发后进入特高
含水期，自然递减加快、后备资源接替不足和稳产难度大成为制约油田企业在低油
价下实现效益开发的难题。对此，滨南厂坚持把效益作为勘探开发的“标尺”，大力推
进转方式、调结构、挖潜力、提效益，力促提质增效升级，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数据
显示，今年1-9月份，滨南采油厂单位完全成本比计划降低10 . 97元/吨，减亏1265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许庆勇

找最有效益的油

为落实滨南油田滨6块沙三
段的产能，对100万吨储量进一步
滚动建产，滨南采油厂地质所地
质勘探室副主任陈雷在滚动井滨
6-斜6现场住了两天，密切关注目
的层油气显示，最终该井获得日
油15吨的高产。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今年
以来，滨南厂以增加更多经济可
动储量为核心，大力实施资源优
先战略。为加快寻找“优质粮”速
度，探索滚动勘探项目组管理，设
立勘探专题奖项，积极牵手科研
院所加强勘探基础研究，提升勘
探成功率。

他们着力抓好探井、滚动井
论证和全过程监控，落实风险勘
探竞争性平行论证机制，细化钻
井、录井、测井全过程各环节质量
监控，严控储量发现成本，着力提
升勘探质量和效益。去年以来，完
钻探井7口、成功率85%，滚动井18
口、成功率100%。

按照“规模拉动、示范引领、
突出质量、转型发展”的思路，去
年以来，他们积极开展层系空白
带、区块结合部的井位复查工作，
重点围绕滨南油田滨三区目标区
域，扩大优质资源储备，完钻滚动
勘探井7口，落实商业开发储量470
余万吨，为持续发展提供优质后
备阵地。

投最有效益的钱

为拿出最有效益的注采完善
方案，地质所开发二室主任霍爱

民和同事加班加点，对钻、测、录、
动态监测资料及每口井的历史生
产数据、研究成果等海量数据反
复细算投入产出账。

低油价下，滨南厂围绕“投资
下得来、效益最大化”目标，积极
转变产能建设思路，一体运行，统
筹优化，千方百计降低平衡油价，
确保增量优质高效。

优化老区产能建设模式，由
靠投资拉动调整向控开发成本的
注采完善转变。今年，该厂重点上
报实施9个“规模小而美、投入少
却肥”的注采完善方案，新钻井27
口，新增产能2 . 69万吨，增加经济
可采储量34 . 4万吨。经过方案优
化，平均单井投资节约70万元，百
万吨产能投资减少5 . 1亿元，开发
成本由13 .5美元/桶降至10 .7美元
/桶，在油价40美元/桶评价下，内
部收益率均达到12%以上。

为提升新井效益，他们实施
单井系统工程，新井由过去“流水
线”模式变为“环式”、“节点式”运
行模式。今年以来，已投产新井27
口，开井25口，平均单井日油5 . 6
吨，产能建设达标率达到103 .4%。

此外，滨南厂还创新推行“井
工厂”产能建设模式，去年以来共
建成丛式井组28个、油水井130口。
其中43口油水井同台生产的白鹭
湖“井工厂”，是目前东部陆上最
大产能阵地，与单井相比仅该块
节省钻井投资2606万元，节省井场
及道路征地142亩，缩短钻井周期
157天，且在后续管理中还能降低
维护费用、降低管理难度、提高劳
动生产率。

干最有效益的活

采油管理九区的技术人员
没想到，“防砂”变为“排砂”，不

仅有效解决了郑41X2块因细粉
砂运移造成近井地带堵塞严重
的问题，实现了稠油低效井变高
效井，竟然还“救活”了王庄油田
两口套损井。

惊喜来自于该厂做实“三线
四区”经济运行模型，探索应用水
力排砂工艺技术，一年来这项措
施已实现经济效益1210万元。为
干最有效益的活儿，他们还应用

“三线四区”对全厂区块、油井进
行经济评价，制定实施“调结构、
优措施、强基础”系列提效举措。

与此同时，他们重点强化稠
油低成本技术集成应用，提升稠
油开发效果。集成五项蒸汽流场
调整技术，各类蒸汽流场调整58
井次，同比阶段累计增油8410
吨，综合油汽比提高0 . 03。此外，
应用氮气泡沫调剖、复合氮气控
水、“ANFS”等技术，也都见到
显著经济效益。

该厂大力强化基础管理，进
一步把效益化管理与单元目标
管理平台结合，完善三级动态分
析管理体系，促进效益化管理有
效落实，全厂63个区块稳升率达
到87 . 3%。开展以“三率”指标为
主抓手的夯基固本工作，去年以
来，注采对应率、分注率、注水井
层段合格率分别提高4 . 8、3 . 8和
0 . 2个百分点。同时，强化注汽全
过程精细管理，今年以来平均注
汽干度由70 . 6%提高到71 . 4%，
注汽锅炉热效率由84 . 7%提高
到85 . 25%。

在此基础上，他们强化群众
性群管群挖工作，今年以来，以调
参方式治理沉没度大于500米油
井53口、日增油57 . 3吨，抽油机调
平衡183口、日节电3300千瓦时，
实施腐蚀油井加药165口、安装腐
蚀挂片器129套，成效明显。

树立油藏经营理念，紧盯高效勘探开发

滨南厂效益标尺量出效益油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任文盼
杜雯) 当前，深入开展

挖潜增效仍然是油田企业
战寒冬的重要举措。数据
显示，9月份以来，胜利油
田石油开发中心通过调整
105台电费较高、容量较大
的变压器，预计月可节约
电费41 . 44万元。

9月初，义34—100井
井场，一台100千伏安的变
压器被一台50千伏安的变
压器取代。究其原因，与该
井共用一台变压器的其他
三口井因无效被关停，继
续沿用原变压器等于浪费
电力资源，调整后该井每
月节省电费1400元。

在胜发采油管理区电
力工程师江朝忠看来，义
34专线的装机容量是3800
千伏安，实际只需2065千
伏安，额外的1735千伏安
就是浪费，这好比大马拉
小车，有劲没处使。

通常，一个区块使用
的变压器大小，需要结合
该区块的开发规模和设备
功率决定。电费的缴纳包
括两个部分，一是电度电
费，用多少电量交多少钱；
二是基本电费，通俗说就
是变压器容量费。胜发采
油管理区义34专线属于油
田线路，其基本电费是根

据变压器的容量收取，石
油开发中心类似专线几乎
遍布所有采油管理区。

明确挖潜增效方向
后，石油开发中心生产科
室及各管理区电力工程师
进行细致摸查，发现胜科、
胜龙、胜发、青东4个管理
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容空
间。经过分析，最终制定了
全公司变压器减容的最优
运行模式。

胜发采油管理区副经
理于坤龙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里，他所在的管理区调整
了31台变压器，每月仅电
容费就节约4 . 8万元。此
外，替换下来的20多个变
压器还可以作为备用资产
待调剂，效益显而易见。

据了解，在加大科学
减容的基础上，石油开发
中心还采取“削峰填谷”等
措施，通过优化间开制度、
重拳治理私接乱挂降低用
电量，让经济效益最大化。

截至目前，石油开发
中心已先后对105台较大
容量变压器进行调整，实
现减容1 . 48万KVA，月可
节约容量费41 . 44万元。替
换后尚有40余台变压器，
作为后期机动待调剂备用
资产使用，此举还能节约
50余万元设备购置费。

石油开发中心：

调整变压器，月降本41万

10月17日，由胜利黄河钻井总公司承揽的天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测绘项目正式启动，这是该公
司首度面向社会市场拓展劳务输出业务，成为第一家走出胜利进入东营劳务市场的公司。按合同要求，天
元测绘项目将容纳100名员工，首批26人将奔赴天津、秦皇岛、大庆、浙江四个地区从事管网测绘作业服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随着去落后产能、压扁管理层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黄河钻井大批富余人员进一
步显现。为盘活人力资源，引导富余人员转型求生，在新的岗位上实现价值再造，黄河钻井大力推进劳务
输出，走出油田、走向东营开辟新市场，努力搭建创业平台，增加创收渠道。截至目前，黄河钻井总公司对
外劳务输出项目已达13个，意向项目5个，输出人员810余名，占员工总数10%，预计全年创收将超过2900万
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闫业军 薛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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