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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胜利油田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维修站正在忙着为新井曲9-更斜604
井组机，这是从12月6日至今组的第七台抽油机，“我们自己动手，不需要花劳务
费，每一项工作都是在‘赚钱’。”副站长杨波说。仅这4天的时间里，他们就节约费
用126000元。今年以来，这个管理区从压缩成本、创新创效、修旧利废等多个方面
挖潜，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优秀的好“管家”，算好自己岗位的那本账。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赵军

干活先算效益账

既要干好活，又要算好账。
近年来，这个管理区养成了干活
先算账的习惯。就拿一年两次的
电检来说，往年都是集中在两三
天内集中电检，如此一来，按照
一天停电8小时的话，三天的检
修就能损失掉一天的产量。

今年的电检，生产指挥中
心和负责公司电管的冯永文事
先算了一笔精细账，他们把设
备保养、更换电机，以及信息化
改造工程全部算在电检工作量
中，并根据实际生产情况，把停
电时间化整为零，只对有需要
的油井进行有计划的停电，这
样一来，电检的时间拉长了，停
电的时间却减少了，而这样却
更体现出其中的优越性，一方
面工作做的更细更多，一方面
把不必要的损失降到最低。

同时，在电检过程中对264
口 油 水 井 的 井 口 进 行 四 化 改
造，避免了重复停井造成的损
失。“停电时间短、停井次数少，
干的工作量却比往年多很多。”
生产指挥中心主任毕磊说。

往年的电检，重点放在电
路检修和用电设备的维护，而
今年，他们将各项工作量都就
行了汇总优化，合理利用停电
时间，既对大线和用电设备进
行了全面检修，也将生产设备
维护作为了重点，仅四化井口
改造这一项，他们通过自行采
购、自行施工，就节约劳务费、
材料费42 . 6万元。

干活先算账早已经是大家
的规定动作，就拿今年管理区
自行组装的抽油机来说，维修
站就精打细算。“厂家组一口抽
油机的费用大概是1 . 8万元，我

们自己干，这项费用就全部节
省下来了。”杨波说。今年一年，
新井投产、作业维护、基础下沉
等组机总共72井次，这一方面，
省下来的费用就有129 . 6万元。

“每一分钱都花明白，每笔
帐都算清楚，从源头把好‘效益
关’。”管理区副经理林新立说。

以创新带动创效

截至1 2月中旬，安装在济
北联合站2 5台注水泵上，被高
级工程师陈建平改造过的密封
函已经使用了三个月，依然正
常使用，这让联合站的员工松
了一口气。

注水泵是油田生产必不可
少的设备,济北公司目前在用注
水泵25台。注水泵密封函维护 ,
是职工颇为头疼的问题。受摩擦
影响 ,密封函寿命较短 ,几乎每
周就得换一次。换个密封函的成
本为80元 ,看似不多 ,但济北公
司25台注水泵总共有75个密封
函,这样算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
投入。“换密封函的工作量也大,
两个人至少得忙活一天。”济北
联合站副站长关贤军说。

不仅如此，陈建平还对螺
杆泵驱动头的顶端承重轴承进
行了润滑改造，使该轴承的使
用寿命延长了二至三倍。这样
一 来 ，一 台 驱 动 头 就 能 省 下
9000元的费用，而这项革新已
经在该管理区的30多台螺杆泵
上使用，效果非常好。

“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创
效。”这是陈建平的一贯理念。
在今年年初，管理区多次在基
层员工中征集合理化建议，总
共征集到建议270多条，经过筛
选划分后，共有2 0多条生产建
议被管理区“创新创效”小组采
纳。他们便由机关部室牵头，与
基层单位成立了四个课题组，
在组长陈建平的带领下，一项

项攻关。
一年下来，“注水井免维护

密封函”、“低磨损曲柄销子”、
“稳压蓄能注水管网保护器”等
十多项创新创效成果在课题攻
关中诞生，一年的时间就为管
理区增效300余万元。

修旧利废挖潜增效

如今，在干完了分内的工
作，维修站所有员工都有自己
的“小九九”，那就是做好修旧
利废的工作。“这周我修好了两
台配电柜。”电工王瑞说。一台
配电柜1100元，他为自己又节
省出来2000余元感觉到自豪。

王瑞是9 0后青工，上班时
间不长，可是，在跟着师傅学电
路知识的同时，师傅也同时教
会了他如何维修损坏的电路设
备。所以，在工作的同时，对于
要更换的设备，他首先想到该
如何维修，才能让更换下来的
旧设备再次利用。

不仅是王瑞，站上的每一
名员工都是“节能”高手，在他
们眼里，每一台替换下来的设
备都是“宝贝”，只要有修复的
可能，他们都会积极的维修。即
使有些报废设备真的不能再次
利用，他们也会将上面有用的
部件拆下来再次利用。“一个螺
丝不值几个钱，可积少成多就
是不小的费用。”杨波说。

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共修
复螺杆泵驱动头1 5台次、注水
系统低压阀门1 0余个，制作配
电柜25个、大水套炉3台、水浴
锅7台、换电机轴承11台，共计
节约成本46 . 35万元。

把挖潜增效、创新创效等理
念融入到日常管理中，融入到每
一名员工的思想中，让每个人都
从自己的岗位做起，眼中有工
作、心中有效益，每个人都是管
理区争创效益的“好管家”。

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全员挖潜创效益

“好管家”立足岗位算好效益账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傅深洋
王蕊仙) 晚11时，随着

油井开启提示音，“休息”
17个小时的梁61-20井准
时进入工作状态。连续7个
小时生产后，这口井自动
进入暂时“休眠”。这整套
流程的顺利实施，要归功
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开发
的“智能间歇采油系统”。

纯梁工艺所机采室工
程师魏绍龙说，日常运行
中，该系统在充分激发生
产潜力的基础上，有效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和
磨损，为打造科学间开模
式，实现间开井效益最大
化，搭建“大数据”分析控
制平台。

“油井间开并非简单
启停抽油机，要实现间开
不减产，需要大量数据的
科学论证和分析优化。”魏
绍龙说，以往员工到井口
录取各项资料后，由技术
人员经过分析凭经验来制
定间开周期，这样的模式
一两个月不会再调整。

今年以来，为实现统
一管理和科学运行，纯梁
厂优选井位并对单井功图
等指标比对后，率先在梁
北采油管理区梁61-20井
进行“智能间歇采油系统”
现场试验。数据显示，该井

平均日开井减少1小时，产
量仍保持稳定。

在单井试验成功的基
础上，技术人员结合液面
数据和区块油藏数据对间
开井地层渗流、供液理论
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了间
开井流体在井筒垂向分布
状态模型，提高间开井工
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此外，该系统还针对
不同油井的特点，通过实
施计算模型控制法和示功
图控制法科学制定间开。
所谓计算模型控制法，就
是通过对连续生产的单井
进行液面测试，记录不同
液面下的泵效，再通过动
液面恢复情况科学计算该
井的产能参数。

针对部分间开井无法
测液面等情况，则根据功
图变化情况来制定油井工
作制度。他们利用功图远
传系统，确定间开井有效
冲程数值和关井时间点，
并根据电价把每天的晚11
时作为开井时间，这样既
能激发油井生产潜力，还
大幅降低能耗和员工劳动
强度，提高油井间开时率。

目前，纯梁已有6口井
按“智能间歇采油系统”实
行间开，启停成功率100%，
在产量稳定的基础上平均
日节电137 . 9千瓦时。

纯梁采油厂：

打造智能油井间开模式

近日，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采油管理一区注采105站技术员何畅在管理区技术室的帮助下，集中3天时
间就完成该站95口井的措施摸排工作。对于刚顶岗5个多月的何畅来说，“技术多帮一”不仅让她学会查找
油井潜力的思路，更对所管辖的油水井有了深层次的了解。“集中全管理区的智慧，逐一为每个注采站制定
挖潜措施，这样既能促进原油上产，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基层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管理区油藏工程师杜
树礼说，进入四季度以来，采油管理一区针对各注采站地质技术力量薄弱问题，由管理区技术室组织技术
力量帮助每个站系统分析油水井资料，并制定科学挖潜措施，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创效水平。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尹永华 李海静 摄影报道

技技术术多多帮帮一一 增增效效又又提提““智智””

鲁明滨海采油管理区：

科学延长油井免修期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耿立芹
赵兴国) 今年以来，胜

利油田鲁明滨海采油管理
区基于信息化生产指挥平
台的数据监控管理功能，构
建以“控、优、跟、实”为主的
长寿井培育和躺井预警机
制，全力延长油井免修周
期。数据显示，今年1—11月
份，该管理区长寿井由年初
的40口上升到58口。

随着开发时间的推移，
桩23—10—6井渐渐开始出
现供液低、高含蜡等情况。
作业频次多、检泵周期短，
成为制约该井生产成本居
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自桩23开展‘四化’
建设以来，管理区依托生
产指挥平台实时收集桩
23—10—6井的各项生产
参数，并科学制定优化方
案。”滨海采油管理区经理
刘锦说，今年以来，管理区
根据示功图信息，在不影响
产量的前提下，将桩23—
10—6井冲次由2 . 8次/分钟
调至1 . 4次/分钟，此举大大
降低油井的耗电量，同时还
减少油井管杆偏磨损耗。同
时，他们还建立结蜡预警系
统，通过科学制定洗井方
案，确保洗井效果最优化。
目前，桩23—10—6井未动
管柱天数由500多天延长至
近900天，并顺利跻身长寿

井之列。
不仅如此，在依托信

息化生产指挥平台的同
时，滨海采油管理区还通
过加强人工辅助巡检力
度，完善每口井的“组合预
警”设置与管理功能，设置
人力与信息平台相结合的

“管控”网络，不断降低躺
井事故发生；在生产过程
中，以合理的泵效、较高液
量水平为基础，高效调整

“优化”参数管理建设，加
强“清蜡周期”管理措施制
定，强化作业井“三级杆
柱”设计实施，保证油井最
佳生产状态；在落实作业
监督跟班制度过程中，建
立单井长寿井档案，按时
总结长寿井管理经验和不
足，并不断优化设计方案
和管理；在差异化管理方
面，严格落实“一井一策”
分析管理制度，确保措施
执行到位，逐步形成共性
的管理方案，让指标与效
果实现双提升。

刘锦表示，在滨海采油
管理区，经过科学管井、优
化治理，今年未动管柱天数
超过两年以上的长寿井达
到了58口，此举意味着管理
区“控、优、跟、实”长寿井培
养管理机制已经形成，“下
一步，我们将通过深入开展
精细工况管理，持续提升油
井生产质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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