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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旧旧利利废废 降降本本增增效效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田真 )
因长停井巡查不及时，

扣罚200元。这是胜利油田
东辛采油厂依据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在9月份对边远
井管理区做出的罚款决
定，也是该厂五查工作的
日常标准。

今年以来，一场以“查
无标、查违标、查废标、查
短板、查瓶颈”为主的五查
工作在东辛采油厂拉开帷
幕，目的就是严查生产全
过程的质量标准、细找不
合标准的工序，目标是实
现高质量管控、高质量发
展。

标准化是过程，标准
则是导向，是各项工作的
硬杠杠。东辛厂把五查工
作的第一步迈向了“标准”
的标准化，紧密结合生产
全过程各环节，完善了三
层级标准体系，涵盖17个
专业、2355项标准。

“就拿油井加药、回注
水优化这样的常见工作来
说，采油厂在国标、行标和
企业标准三结合的同时，
还重点考虑了经济效益这
一环节。”QHSE管理科副
科长朱军说。

严查没有标准的工
序，细查违反标准的环节，
彻查已经过期的标准。今
年以来，他们组织生产运
行科、生产技术科、油气集

输科等11个部门共对四大
类、1190余个合同进行了
检查，组织地质研究所、工
艺研究所、采油管理区对
600多口措施井、205口新
井的地质设计等140余个
工艺设计方案进行了检
查，组织各职能部门对48
个重点岗位进行了检查，
并对部分问题在厂《技术
监督公报》通报及处罚。据
统计，今年以来，东辛采油
厂已处罚各类违标问题
182项。

“五查”工作不仅只针
对采油厂内部单位，凡是
在采油厂施工的外部施工
单位，也按照统一标准执
行。据了解，今年7月份，一
家外部供货商因产品合格
证上标准与厂家采用的标
准不符、缺少厂址和检验
依据，被采油厂一次性退
换，成功挽回经济损失40
余万元；另一钢制配电箱
供货商因缺少接线图等标
准要求，及时退换，挽回经
济损失6万元。

有标准，查问题，促整
改。该厂在严细各类标准
的同时，全面查找管理短
板、查清发展瓶颈，对症下
药全面提升。尤其，围绕城
中油田建设的需要，为输
油管道质量设立了施工
中、焊接后、损失点等三道
管控标准，最大限度保障
城中输油的安全平稳。

东辛厂质量“五查”

两次挽回46万元

低电阻油层预计年增油3000吨，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

探索非典型油藏效益开发路径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赵军

突破思维“禁区”
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受含水

高、供液差、套损等因素叠加影
响，济北采油管理区稳产难度越
来越大，勘探开发工作进入低谷
期。“为了科学解决济北面临的问
题，公司采取专家组进驻的方式，
由二级、三级单位科研力量集中
进行攻关。”段伟刚说。

今年年初的一天晚上，鲁明
公司油气开发首席专家姜忠新带
领科研人员在济北采油管理区，
同副经理赵洪涛、彭尚谦等人，围
绕曲15块的三口老井展开复勘。
正当大家因为激烈讨论一天感到
疲倦时，彭尚谦忽然提到，“曲15
块中的曲15-7井曾经在砂四下射
开过一个显示为1 . 8欧姆的低电
阻油藏，理论上的水层见油了，能
否可以重新考虑低电阻油藏的开
发工作？”

事实上，济北采油管理区此
前就曾探索过低电阻油藏的开
发。在产量“一马当先”的时期，曲
15-7井曾取得日产油19吨的好成
绩，更关键的是它转变了人们对
传统低电阻油藏的认知。

在油田开发中，通常将测井
图中电性显示为4欧姆以上的层
认识为油层，1 . 8欧姆则多为水
层，不具备开采的价值。而在曲堤
油田，1 . 8欧姆的低电阻层却采出
了油，这为后续开发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撑。

据了解，低电阻油藏具有分
布零散、规模小且勘探难度大等
特点，这也是在高油价时期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在效益优
先的当下，低电阻油藏的优势显
而易见：开发方式上只需要补孔
改层，成本较低，油品质较高，一
般多为稀油。

在济北采油管理区副经理彭
尚谦看来，虽然低电阻油藏分布
零散，但是储量很可观，一旦探索

出成熟的开发路径，就会成为老
区稳产的重点支撑点，这也是沉
寂多年后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的
重要原因。

培育稳产增长点
一段时期以来，低电阻油藏

成为鲁明科研人员热议的话题。
虽然它成藏深、储量大小不一，但
分布广泛、产能支撑稳定，如果能
充分盘活这类资源，将会成为新
的效益增长点。

上半年，科研人员围绕曲堤
油田低电阻油藏的开发价值开展
效益论证，并挑选了与曲15-7井
沉积条件相似、电性一致的曲15-
31井、曲15-32井，展开储层分布、
沙体河道展布、构造背景等研究
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这两
口井在滚动开发试采中，产量均
稳定在2吨左右。随后，他们又在
曲104-斜628井砂四下再次发现
低电阻油藏，并逐步拓宽了油藏
认识视野，为后续开发提供坚强
的数据支撑。

为最大程度挖掘低电阻油藏
潜力，济北采油管理区与鲁明公
司科研所充分结合，通过开展单
井层层梳理，对未试采低电阻油
层与邻近区块或层系进行对比分
析，认为曲104-斜6块、曲15块沙
三等区块的低电阻层有试采潜
力。随后，他们在曲104-611块的
曲104-斜628井钻遇了沙四下低
电阻油藏再次出油。

基于前期成功的实践，技术
人员对潜力较大的曲15块和曲10
块、曲102-斜7块、夏371块开展综
合性分析，摸排出5口潜力井，并
按照潜力大小采取低成本的补孔
改层实施开发，其中曲10-斜11井
日增油3 . 5吨。据统计，这五口非
典型油藏试采井已增产1112吨，
创效130万元。

实践证明，低电阻油藏不仅
为济北采油管理区效益稳产提供
有力支撑，更揭示了非典型油藏
开发的潜力。彭尚谦表示，明年，
济北采油管理区将在总结经验的

基础上，申报科研立项进行攻关，
力争培育出新的上产阵地，“只由
坚持观念转变、科学预测、攻坚克
难，效益稳产的基础才会越来越
扎实。”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济北采油管理区低电阻油藏

开发取得的成效，离不开鲁明公
司一体化技术决策的强力支持，
技术力量“下沉”更是成为破解油
藏效益发展的金钥匙。

今年以来，鲁明公司紧跟油
田深化改革调整步伐，始终坚持
质量、效益至上的理念，在新型采
油管理区建设中，通过将科研人
员“下沉”到管理区等方式，让理
论和实践深度融合，切实提高油
藏经营管理水平。

“科研所理论知识丰富，管理
区现场实践经验丰富，二者合二
为一不仅提高了工作质量，也避
免因重复往返科研所与施工现场
带来的效率不高等问题。”作为鲁
明公司首批人事关系、绩效考核
全部转到管理区的科研人员，济
北采油管理区主任师张磊感触很
深。他说，管理区现场经验丰富，
有些好的想法因为科研力量薄弱
往往被搁浅，但现在就可以通过
深度融合来解决，低电阻油藏就
是现实的例子。

据了解，在决定探索低电阻
油藏开发时，下沉到管理区的科
研人员和管理区技术人员立即对
曲堤油田整体井史资料进行摸
排，很快就高质量完成低电阻油
藏储量摸排工作。

“一体化技术决策如同一个
辩论场，虽然‘辨’的是方向、角
度、观点，但‘论’的却始终是高质
量油藏经营。”赵洪涛认为，低电
阻油藏的成功探索，就是一体化
技术决策在执行过程中碰撞出的
最优点，真正实现了管理区由开
发油藏向经营油藏转变。下一步，
他们将充分发挥科研力量、技术
力量的深度融合优势，为高质量
发展培育更多的效益增长点。

资源是油气生产企业赖以生存的根基。今年以来，面对老区稳产难度
大带来的效益发展瓶颈，胜利油田鲁明济北采油管理区不断解放思想，深
挖资源潜力，特别是在探索低电阻油藏效益开发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目
前，在低电阻油层部署的9口油井试采成功，预计全年新增产量3000吨。“低
电阻油藏开发成本较低，新的资源增量阵地必将为济北整体效益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鲁明公司经理段伟刚说。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程秀

坤) 今年以来，面对改革
发展的新要求，胜利油田
桩西采油厂集输大队联合
站在探索实施生产岗位一
体化运行模式，将班组横
向管理调整为纵向管理的
同时，加快“一专多能”人
才培养，全面提升员工素
质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作为深化改革、谋求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桩西采油厂在新型采油管
理区建设过程中，同步对
联合站实施“四化”改造提
升。信息化发展带来的生
产组织运行模式变革，对
员工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
要求。

据了解，按照传统的
生产运行模式，联合站的
岗位设置严格按照工艺流
程节点分为计量岗、污水
处理岗、原油稳定岗等六
个岗位。岗位间各司其职，
互不牵扯，且操作差异大，
因此联合站长期实行“一
人一岗”的横向班组管理。

“新形势下，横向班组
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高

质高效生产的需要。”集输
大队联合站站长徐震说，
今年以来，桩西联合站打
破班组界限，将原来的六
个岗位合并为一个生产运
行岗，将零散的生产节点
串联起来，由带班干部组
织生产运行班组完成一体
化运行。

人员综合素质能力提
升是实现生产一体化运行
的基础和保障。去年下半
年，桩西联合站探索实施

“一专多能”人才培养模
式，并在各岗位开展交叉
学习、跟岗培训，目的就是
让每个员工熟悉掌握六个
岗位操作流程。同时，基层
干部带领员工坚持向价值
创造聚焦，并充分发挥绩
效考核作用，引导全员多
干效益活。

徐震说，经过此前半
年多的交叉学习，员工们
都已经熟练掌握了各个岗
位的操作流程，并且能够
实现独立顶岗，“新的生产
运行模式带来的效益红利
显而易见，下一步，我们将
在提高员工操作质量效率
上下功夫，全力推动全流
程高质高效。”

桩西厂集输联合站：

为高效运行提供人才支撑

近日，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准备大队员工在队长商晓亮的带领下对梁51-18井废旧抽油机进行拆除。今
年以来，纯梁厂牢固树立“节约就是创效”的理念，将修旧利废作为内部挖潜增效的重要措施，全力开展“我
是降本增效能手”活动。作为重要的降本点，该厂在全面启动抽油机修复工作中，通过建立旧件回收台账和
修复件“百宝箱”，使废旧零件重新“上岗”再利用。数据显示，今年1—9月份，这个厂共回收抽油机25台，累计
修复12型抽油机18台、智能机2台、皮带机10台，节约成本7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王蕊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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