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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于佳

宋帆) 去年这个时候，胜
利油田东胜河口采油管理
区沾14西注采管理站6号采
油岗格外忙碌，除了巡井、
计量等日常工作，该岗6名
员工还要对8口井进行换
季保养。不过今年，这种忙
碌的情景见不到了。

原来几天前站上来了
一支“专业保养队”，他们
对所有设备台台过滤，对每
个轴承、每条螺丝、每个运
转部件仔细检查，把油井全
部保养了一遍。“不仅减轻
繁重的工作量，还带来专业
的维护保养技术。”沾14西
注采管理站站长黄雷说。

众所周知，设备保养质
量的好坏不仅对生产有着
直接影响，无形中还关系
到成本损耗。面对每年固
定的春秋设备保养关键
期，今年河口管理区按照
区域成立沾14西、沾14东、
沾5三个保养小组，分别由
各注采管理站技术骨干组
成，有针对性的对设备进
行分类，按照先重后轻、先
易后难原则，制定更为科
学理的维护保养措施。

每到一处，保养小组
都对井口、设备、仪表、输
油管线及输气管线流程进

行检查，给抽油机等生产
设备实施清洁、除锈、紧
固、调整、更换、刷漆等保
养工作，对检查中发现又
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记录
汇总，过后制定解决办法，
杜绝生产设备带病运行。

在6号计量岗班长陈
丽果说，以前仅靠自己员
工有限的技术很难解决维
护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每
年保养结束后，物料也会
有剩余，消耗比较严重。

“原来任务下来，大家
各扫门前雪，管理上的好
经验得不到交流。保养小
组成员虽来自不同的站，
可是把这些经验放在一起
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沾
5块保养小组成员张魁觉
得，这样不仅提高设备的
保养质量，还能把管理上
的好办法普及大众。

“保养小组的成立就
是要做到物尽其用、术业
专攻。”管理区副经理鲁广
说，他们还利用价值积分
对小组进行专项考核，通
过提升技术水平，带动设
备换季保养的整体提高。

数据显示，今年秋季
该管理区设备保养耗时比
去年同期减少近一倍，保
养用料也较往年相同任务
情况下节约了一半。

东胜公司：

给抽油机配备“专业保姆”

近日，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采油首席技师程卫星先后来到采油一区、采油二区，
向操作人员询问他自主研发的“气动式抽油机保养工具”现场应用情况并详细记录
在册。“这个工具能使抽油机润滑保养耗时缩短近一个小时，因此成为今年的成果转
化推广项目。”孤岛采油厂技术监督专家苏敬宝说，2011年以来，孤岛厂已有50多项创
新成果得到全面推广，为低油价下更有质量、更有效益、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海鹰

从束之高阁到竞争“上岗”

近年来，孤岛厂QC、创新创
效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许多成果
经过申报、研制、发布后就被束之
高阁，并没有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发明易，推广难”成了醉心创新
的“发明家”们最头疼的问题。

“成果转化推广，目的就是把
实用性强、可靠性高、效益和效果
明显的技能创新成果筛选出来，
真正在生产现场发挥作用。”苏敬
宝说，2011年，孤岛厂启动“技能
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工作”后，每年
评选出的优秀成果多达50余项，
后经层层筛选竞争“上岗”。

每年年初，技能创新成果推
广工作小组组织技术骨干，根据
前一年获奖的油田及厂级QC成
果、合理化建议，从应用范围到安
全性、成本、推广效益等方面综合
评价，最终确定出10项左右具有
推广实用价值的成果。

“评选过程不搞平均主义，只
以实力说话。”苏敬宝说，每个拟
推广的创新成果均设立项目组，
成员由技师分会相关专业组成
员、创新成果主要完成人、成果推
广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项目
小组通过对项目工作量、实施周
期、所需资金、预计产生效益等方
面进行充分论证后，制定出技能
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计划。

据了解，每年孤岛厂都会拿
出成果推广转化专项资金，并通
过下达目标责任书、组织专家现
场指导、召开总结分析会等方式，
及时为基层解惑答疑，提供技术
支持。对年底通过验收的项目，采

取统一申报厂级科技奖项及优先
申报国家专利等激励措施。

从走出家门到大显身手

分离器内泥砂沉积不易清
理，堵塞量油通道，影响量油准确
性。油田采油技能大师唐守忠依
据高压锅安全阀的旋转原理，设
计分离器清砂专用工具，有效提
高冲砂效果、提高量油准确性、延
长分离器使用寿命。目前全厂37
个注采站所辖的计量站应用后，
每台分离器平均清砂周期延长6
倍，创造效益37 . 4万元。

“填料阀‘O’型盘根”取代常
规石棉绳作为填料闸板阀丝杠密
封填料的转化项目，在孤三区30
个计量站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现
场试验，不仅杜绝了计量房闸板
阀丝杠的滴漏，且至今未更换过
密封填料，极大降低工人劳动强
度和管理难度。

由制作雏形到推广使用，每
项成果都经历了反复研究、反复
修改的过程。采油高级技师陈洪
维研制的“棘轮式润滑脂注入器”
最初设计是单向注入，经过项目
组成员集体讨论后改为双向注
入，现场使用更加便捷。另一项成
果“管柱防顶装置”进入加工阶段
后，发明人白瑞义多次与厂家进
行沟通交流，历经四次修改完善
后的装置更具实用性和安全性。

孤岛厂还建立完善技术标
准，与供应商交流，将创新成果与
产品加工联系在一起，目前已有
四项成果纳入采购技术要求。

以往，特车大队液体罐车每
次拉运污水过程中，需要上下罐
体10余次进行开关罐盖及液面监
视，既麻烦又存在高空坠落危险。
如今，“液体罐车自动罐盖”有效
解决了这一问题，操作人员只需

在驾驶室控制相应开关就可实现
罐盖的启闭和液位检测，既降低
劳动强度又杜绝安全隐患。

该项目首批推广完成后，孤
岛厂将此项技术纳入新购置罐车
的采购要求中，目前新购进的罐
车已全部按照新的技术要求配备
自动罐盖，实现从单一创新成果
到生产现场应用的“华丽转身”。

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

“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
唐守忠认为，要使创新成果推广
项目在基层真正发挥作用，发明
人必须身入基层，面对面去解决
问题。

今年“大师下基层”第一站选
择了最偏远的基层单位采油八区
806站。在生产现场，大师们将一
项项成果亮晒出来：“黄油加注
器”解决设备保养中装油难等问
题；“移动电机专用工具”解决更
换皮带用撬杠费时费力的问题。
唐守忠还利用科研经费为他们加
工了2000个“闸板阀O型密封胶
圈”，使密封填料更换时间从几天
延长到几年。

“有思路没途径”是基层创新
过程中最大的瓶颈，往往想法有
了，但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和技能，
无法开展创新攻关。因此“大师下
基层”针对基层创新需求大的实
际，也尽最大努力协助员工趟平
创新之路。

在准备大队开展“大师下基
层”活动时，针对井架立放工提出
的“部分井场电缆走向不明，影响
作业井架立放”的问题，油田技能
大师隋迎章利用管道泄漏检测器
原理设计“电缆精准定位仪”，经
试验方位误差小于10㎝，最大检
测深度3米。目前，这个装置已在
采油厂100多口井上推广应用。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六年来，孤岛厂先后推广创新成果50余项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尹永华
张鹏志) 近日，胜利油

田孤东井下作业大队(南
区 ) 通 过 技 术 会 诊 让
GD827P1井重焕生机。负
责施工的作业113队副队
长王立东说，以往从上修
到完井至少4 0天的工作
量，如今9天就能高质量完
工。三季度，他们已经高效
上交4口水平井大修任务，
工作量实现翻一番。

“安全、质量、速度、效
益，一个都不能少。水平井
打捞难度大，能早一天完
井就是减少作业成本，就
是增加作业效益。”王立东
说，每趟钻都要为下步施
工提供措施依据，因此要
千方百计让每趟钻的价值
充分体现。

为确保油水井大修安
全环保、井控平稳运行，他
们在每口井大修前，都要
组织4支大修队技术人员
联合技术分析，优选科学
合理方案。此外，他们还坚
持施工技术风险提示，对
关键工序大队领导要到现
场指导，处理解决现场可
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自9月26日作业113队
搬上孤东油田GD827P1井
后，就立即召集技术人员
集中研究方案，把凡是能

省时省力、安全高效的方
法全都用上，最终实现全
过程未跑一趟无效钻。

大修施工的高效平稳
运行，是技术创新方式与
制约生产症结的大比拼。

“大修施工的作业对象通
常都已身处顽疾，要想彻
底‘根治’，就必须练就过
硬的技术绝活。”井下作业
大队(南区)技术管理室副
主任李华彬说，每当开展
此类施工时，上修队技术
员和其他队干部都会经常
出现在维修队工具班的库
房区，目的就是通过在下
井工具拉力模拟操作台上
进行反复试验。

作业113队技术员赵
涛认为，先经过反复模拟，
工具下井后的打捞成功率
就能得到有效保证，大家
干起活来也底气十足。

李华彬说，今年以来，
为提升打捞工序质量，他
们不断完善设计下井工具
试验装置，对所有出库工
具都进行模拟，确保现场
工序的合格率；针对大修
井油层出砂严重等难点，
他们采取技术人员密切关
注套铣参数、技术干部“组
团”现场攻关等措施，并结
合群众性效益分析及技术
创新，加工特制引鞋等工
具，大大提高施工时效性。

孤东采油厂：

大修加速度，效益翻一番

近日，由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院提供钻头技术服务的高桥25-68井仅用时18 . 25天就顺利完钻，此举
创造了该区块3700米以上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据了解，高桥25-68井位于长庆油田靖南区块，由长庆钻
井总公司承钻，胜利钻井院提供全井钻头技术支撑。为提高钻井速度、降低钻井成本，钻井院技术人员针
对靖南区块地层特点开展科技攻关，并研发了适合该井不同层位的六刀翼和五刀翼两只针对性金刚石钻
头。第一只钻头自二开钻进至刘家沟组，进尺2271米；第二只钻头从刘家沟组钻进井深3733米完钻，进尺
925米。“两只钻头完美实现了二开两趟钻，极大地提高了长庆靖南地区钻井速度，并缩短钻井周期、节约
钻井成本，受到了甲方的一致好评。”钻井院金刚石钻头研发中心副主任于建宾说。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梁子波 陈曦 摄影报道

胜利钻井院刷新施工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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