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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检测中心：

两个项目通过鉴定验收

老油田获新生，年增油1 . 92万吨
孤南油田建立高效、长效的立体开发模式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超君 王明鹏) 7

月18日，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孤
南2-斜60井成功投产，日产油
10 . 2吨，标志着孤南油田本轮井
网调整方案全面完成。目前，孤
南油田已经构建全方位的立体
化开发井网，开井数从15口增加
到30口，井口日产量从47吨增加
至151吨，年增油量1 . 92万吨。

孤南油田属于典型的复杂
断块油藏，1976年投入开发以来
动用石油地质储量574万吨，受
矿化度高、开发时间长等因素影
响，造成套变井、停产井多。2020
年初，该油田48口油井中仅有15
口能维持生产，且包含小套管井
7口、带病生产井2口，井网控制
程度仅为58%。加之黄河三角洲
自然保护区不能打新井，地面管
网老化严重等因素，油藏开发后
期“病情”十分严重，长期处于低
速低效开发状态。

“没有动用不了的储量、没
有开发不好的油藏，只有解放不
了的思想。”孤岛采油厂副厂长

姚秀田认为，断块开发要升级技
术体系，突破地面壁垒，优化资
源组合，通过一次“脱胎换骨”的
大手术，全方位建立高效、长效
的立体开发模式。

围绕突破思想壁垒、升级技
术体系、低成本构建立体开发井
网，孤岛采油厂地质团队利用少
量征地打“大斜度多靶点”同台
井，敏感区外长停井向敏感区内
部实施拔套管侧钻，敏感区内部
实施定向大修等多种举措完善
井网，同时配套外输管网改造、
换层开采工艺等一体化治理措
施，大幅提高整体开发效益。

通过精细地质研究，地质人
员认为孤南2块北部有外扩空
间，沙三段和中生界有深层潜力，
便运用大斜度多靶点精准导向技
术，部署了4口同台滚动井，既节
约了土地成本，又为后期管理提
供了便利条件。令人惊喜的是，4
口井均钻遇多套油层，新增地质
储量110万吨，预计新建产能0 . 9
万吨，目前已投产2口，其中孤南2
-斜63井日产油达到19吨。

地质人员综合考虑潜力点
和地面条件实施侧钻，新老井组
合“井工厂”，大幅节约土地、工
农、钻井和地面配套等费用，实
现了“侧钻干浅钻的活，大修干
侧钻的活”。据统计，6口侧钻井
投产初期单井平均日产油超过
10吨，经过半年多的生产，单井
平均产量仍稳定在7 . 5吨，其中4
口井实施了拔套管侧钻，单井平
均节省133万元。孤南2-29井向
东大修定向67米后，取得日产油
25吨、7个月累计增油4230吨的
良好效果。

在做大增量的同时，孤岛采
油厂对5口老井实施措施优化，
针对多层系“油帽子”井实施换
层轮采4井次，产液结构调整3轮
次，立体开发井网更加完善，采
油速度和井网控制程度明显提
升。

通过实施一系列低成本油
藏开发调整策略，孤南油田井网
控制程度从58%提升至87%，采
油速度0 . 32%提升至0 . 97%，老
油田再次焕发了青春活力。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朱益飞
刘董宇) 近日，由胜利

油田技术检测中心承担完
成的中国石化两个科研项
目《体积管水标自控技术
研究》《联合站原油盘库计
量技术研究》顺利通过了
技术鉴定验收。

针对体积管水标过程
中手动控制换向和人工读
取液面数据产生误差等问
题，《体积管水标自控技术
研究》项目通过研制液位
控制与自动换向系统、计
量颈液位自动跟踪识别系
统，减少人为误差，提高体
积管检定的准确性和检定
效率；《联合站原油盘库计
量技术研究》项目通过对
现有油水界面检测技术的
对比分析，优选电磁波油

水界面检测技术，研发毫
米级的容性探头，形成了
油水混合层误差修正算
法，有效提高油水界面识
别精度。同时，他们开发了
原油自动盘库系统，实现
联合站原油盘库量、库存
油量等数据的精准计量，
提高了生产数据统计分析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据了解，上述科研项
目从技术研发和自动化提
升角度解决了油气技术生
产和计量检定工作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下一步，他们
将继续深入开展技术应用
研究，优化系统功能，形成
系列化产品，提高技术应
用的适用性，推进项目成
果转化应用落地，为油田
生产运行提供更加科学准
确的技术数据。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陈军光
高洪健) “有时候压力

特别大，但不知道如何缓
解，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
对情绪管理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聆听了胜利油田鲁
胜公司举办的《压力调节
情绪管理》心理健康疏导
活动后，经营管理部员工
瞿风倩深有感触地说。

鲁胜公司油区分布在
东营、滨州两市五县区，管
理的区块较为分散，基层
班站多，且地处偏远。尤其
是部分区块采取合作开发
模式，双方单位员工交织
在一起，思想较为多元化，
带来一定的管理难题。

聚焦员工队伍稳定课
题，鲁胜公司党委坚持以
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
做好“一人一事”思想政
治工作。他们成立公司员
工思想动态分析项目组，
深 入 班 站 开 展“ 心 福 班
站”服务活动，及时了解
和掌握员工思想动态，超
前做好研判，准确把握员
工思想“脉搏”，找准影响
员工队伍稳定的因素，有
针对性地破解员工思想

“疙瘩”，确保每名员工心
顺气正上岗。

日常工作中，鲁胜公
司不断畅通沟通渠道，通
过不定期组织项目组成员
深入基层班站等方式，与
员工面对面交流，认真了
解员工所想、所需、所盼，
对热点问题进行征集、梳
理、落实和反馈，对出现的
个性化的矛盾问题和风险
倾向问题及时预警，把思
想动态分析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放到化解矛盾、解决
问题上，放到团结队伍、鼓
舞干劲上，最大限度提升
员工的信任度。今年以来，
员工思想动态分析项目组
先后深入9个基层单位的

16个班站，解决员工所急
所需问题34项。

面对雨季高温给生产
运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思
想动态分析项目组每周深
入到基层班站，在向员工
宣讲上级安全环保政策要
求的同时，和基层员工一
起识别风险、查找隐患、落
实整改、清零销项。在基层
帮扶中，他们创新推行“察
言观色”管理法，充分利用
调研的时机，“快速扫描”
员工情绪波动情况，发现
有异常时，主动了解员工
心情变化的原因，帮助员
工解决工作或家庭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卸掉

“包袱”轻装上阵，实现岗
位生产安全、人员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鲁源
采油管理区胜二注采站的
一名女工由于孩子停课自
己照顾不上家，产生心理
波动。正在班组座谈的项
目组成员了解到有关情况
后，立即上报到公司党委。

为此，鲁胜公司在开
展线上“疫情期间居家亲
子学习心理辅导活动”的
基础上，建立“14天居家亲
子伴学营”，进行线上社群
分享，做好员工陪学交流，
公司EAP讲师实时跟踪指
导，为员工科学看待和积
极应对疫情期间的亲子关
系，增进亲子沟通作出努
力。事后这名女工工作积
极主动，满意地说：“公司
非常重视员工思想动态，
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我特别
感动。”

员工思想动态分析项
目组成员张鹏说，今年以
来，鲁胜公司以暴露出的
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
地查找问题，并提出有针
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
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为领
导掌握队伍情况和科学决
策提供参考。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田承帅) 近日，胜利

油田印发《疫情防控条件下生产
运行优化工作机制指导意见(试
行)》《胜利油田外围独立油区优
化运行工作机制(试行)》，明确在
疫情条件下，生产系统以“1+6+6
+N”工作机制为支撑，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影响，保障油气生产平
稳运行。

所谓“1+6+6+N”工作机制，即
1张生产系统落实疫情防控职责
明白纸，值班倒班、生产运行管理
等6项机制，应急工作组人员清单
等6项工作清单以及N项油田分业
务工作方案和各直属单位工作方
案，按照“两管、三最、三早”原则，
全面落实生产运行优化措施。

生产运行管理中心是油田
疫情防控条件下统筹生产运行
优化的牵头部门，负责监管各生
产环节疫情防控，指导制订疫情
条件下的生产运行优化方案和
保障措施，并监督优化方案和保
障措施落实落地。

“‘两管’是管业务必须管防
疫，‘三最’是想到最坏、做到最
好、影响最小，‘三早’是早预判、
早分析、早采取措施。”生产运行
管理中心经理荆波介绍，疫情防
控条件下生产运行优化机制的重
点，是根据属地疫情防控的具体
要求，及时快速反应，构建“战时”
责任体系，针对人员留守情况、工
作强度和工作特点，按照机制及
时优化调整运行工作制度，一区
域一对策，分场景刻画，落实生产
保障人员梯队及各项生产、生活
保障措施并组织实施。

各直属单位作为油田疫情防
控条件下的生产运行优化和保障
责任主体，负责编制《疫情防控条
件下的生产运行优化工作方案》，
并针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封控管控
问题，超前谋划部署，优化资源配
置，在人员储备上完善二班制、三
班制倒班和重点岗位AB岗运行
模式；在物资储备上摸清供应商
分布区域、供货能力、配送渠道，
通过区域存储配送、“化整为零、

化零为整”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影响。

据了解，外围独立油区优化
运行机制，重点针对的是东营市
以外的临盘、滨南、纯梁油区和西
部新春油区。在特殊情况下，外围
独立油区运行要打破单位界限、
一体化统筹区域运行，做到特殊
时期“以特应特”。

临盘采油厂、滨南采油厂、
纯梁采油厂和新春公司分别是
外围独立油区牵头单位，按照

“区域统筹，资源优化、协同合
作”的原则，统筹区域范围内的
油公司和油田专业化单位等相
关单位间的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信访维稳等资源和工作。

荆波表示，面对当前复杂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生产系统将
深入贯彻油田和属地党委政府
要求，协调各类资源，争取各方
支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确保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安全平稳。

胜利油田按照“两管、三最、三早”原则

构建疫情形势下生产运行优化机制

近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管理五
区注采503站站长闫建鑫和员工正在
查看智能注水工作运行情况。据了
解，该站自2019年实施信息化智能注
水以来，注水泵站由原来5个合并成1
个，这不仅让注水更加精细、日节电
近千度，用工总量还从40人压减到5
人，年创效210万元。

目前，河口采油厂已经对渤南、
大王北油田的44座“低小危欠”注水
站实施了并站改造，注水站数量同比
减少34座；在邵家、陈家庄、罗家等4个
产注矛盾突出的油田，规模化开展

“三就地”分水回注回掺改造，注水系
统效率同比提高4 . 5%、单耗每方下降
1 . 1千瓦时、变压器减容11000千伏安、
日节电10400千瓦时，年创效810万元。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吴
木水 刘鑫梅 摄影报道

智能注水实现节能增效 鲁胜公司：

抓实抓好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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