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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涛 朱泽全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胜利油田鲁胜公司鲁庆采

油管理区有个怪现象：每每听到要去金9-4-斜
9井井口取样，职工们就“觉得头大”。这口
井属于水力喷射泵采油井，井口取样含水比较
高，取液量大，并且需要将油样放至取样桶进
行自然分离后，用工具将上面漂浮的原油舀出
来，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操作不当还会污染环
境。

不过，现在这种费时费力的取样工作变
得轻松多了。该管区的技术人员发明的“封
闭式油井取样器”的设备，彻底将职工从取
样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发明主创人员鲁高
敏介绍说，新的取样装置采用的油气水分离
原理，在油水混合液体进入分离器以后，分
别再通过上中下三个出口进行分离，其中最
上端的气口和最下端的污水口分离物质返回原
来的管线，中间出口的液体向外流出，也就是
油样了。这实际上是利用了气、油、水不同比

重的原理，通过在不同高度设计出口，较好地
解决了取样油含水高、等待时间长、容易发生
污染的痼疾。

无独有偶，更换盘根也是让职工很“头
痛”的一件事。鲁庆管理区的油井大部分是柱
塞泵，这种泵空间小不好操作，每次取盘根不
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容易造成柱塞损伤，同时
操作人员容易发生磕碰，存在不安全因素。

技术人员受“螃蟹爪”启发，希望能发明
一种“灵巧的爪子”把盘根抓出来。

经过再三修改、精巧设计，一种筒状“旋
转爪式盘根取出器”终于发明成功，它利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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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停机时间，而且有效避免了柱塞损
伤。由于工作原理像极了红酒开瓶器，因此这
种设置又被称作“开瓶器”。

管理区里的小发明，解了员工最头痛的老
大难问题。目前，这两项新型工具均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授权。

小发明巧解井口取样难题

□ 本报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本报通讯员 时维涛 陈军光

忽视智能设备异常报警，凭经验处置油井
故障，“我行我素”的作风让鲁升采油管理区
花大价钱买了个教训。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管理区经理王东等领导
层人员，并由此引发了全区“信息化技术究竟
能带来什么”的集体反思。

连锁反应带来的效果，超乎所有人想象。
从今年5月投产至今，信息化技术在胜利油田
鲁胜公司鲁升采油管理区大展拳脚，成为引领
油井精细管理的指明灯。

地下“千里眼”

王东俨然成了信息化技术应用的半个专
家。

年中召开的鲁胜公司经济活动分析会上，
鲁升采油管理区利用智能平台，精细管理油井
的做法，引起兄弟单位极大兴趣。王东说，信
息化给鲁升采油管理区安上了智慧的翅膀，降
本增效作用显著。

降本增效不是空谈，依托智能设备提供的
数据支持，鲁升采油管理区仅通过油井“间
开”就累计节电20余万元。该管理区管理着百
余口油水井，以往油井都是全天候连轴转。但
是排完地下液量可能仅用几小时，也就是说其
余时间抽油机是在干抽，白白浪费电量。

2014年，纯梁采油厂在胜利油田大规模实
施油井“间开”，即停井等待地下液面恢复再
开井。低油价以来，胜利油田大面积推广“间
开”，细化开井时间。今年年初，鲁升采油管
理区也针对低产井制定“间开”方案。

听别人讲得头头是道，自己做起来却没那
么顺手。王东表示，依照油井工图确定“间
开”时间是整项工作的难点。工图反应的是井
下工况，即井下液面究竟充分不充分。

2016中国两化融合大会上，胜利油田相关
人员汇报对信息化技术需求的紧迫性时说，油
田生产井的主要生产设施在地下几千米，生产
状况无法直观掌握，传统开采方式下靠人工采
集、分析数据。采集周期长、精度低，造成分
析不深入，措施针对性不强。

开采难度加大、成本上升，胜利油田必须
依托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手段，提高开采效
率和效益。2013年起，他们启动智能油田建
设，并对采油管理区升级改造，2016年，又启
动“互联网+”建设，推动生产从数字化向智
能化迈进，生产管控实现实时、自动化。

油井工图采集，转变的鲜活案例。以前，
工图都是一月采集一次，要想确定油井“间
开”时间怎么也得耗上个把月。忙活了近半
年，鲁升采油管理区只是“凭经验”对几口井

采取“间开”。
信息化技术把油井工图采集时间从一个月缩短
至半小时，就如同安装了地下“千里眼”，技
术人员“凭肉眼即可观测井下状况”，制定开
井时间。目前，鲁升采油管理区已优化“间
开”19口井。

信息化不是花架子

别看现在奉若珍宝，可运行初期，鲁升采
油管理区并不买信息化技术的账。

漠视，让他们付出了极大代价。至今，王
55-X12井仍被当作反面教材反复提及。

6月初，鲁升采油管理区信息化工程试运
行阶段。某晚，生产运行指挥中心内设备突然
报警：王55-X12井最大载荷达到110KN。

管理区生产运行指挥中心主任高振介绍，
油井运行载荷维持在90KN左右最为合理，超
过此标准应考虑卡泵等井筒故障造成抽油杆受
力过大，处理不及时极易造成抽油杆断裂等问
题。

指挥中心人员迅速将异常报警上报至值班
领导，问题就出在这一环，“值班领导没当回
事，其他人也没往心里去。”王东说，当天，
管理区所有在场领导听到报警消息时都不以为
意，“设备能比人好使？真有那么智能？”

晚上11点，王55-X12井工图严重扭曲变
形。技术人员分析判断油井杆断躺井，可惜为
时已晚。维修时，该井仅作业费就投入十余万
元。

“如果重视异常报警，或许就能省下十几
万元。”这件事，震动了鲁升采油管理区，干
部职工惊讶于信息化技术发现问题的时效性和

准确性。管理区专门召开反思会，扭转此前对
智能设备“高大上”的错误认识，讨论如何利
用好握在手中的精良武器。

痛定思痛后，老观念彻底转变。管理区技
术室主任侯淑斌介绍说，王55-X12井的教训给
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信息化技术将
问题解决从事后变为事前发现。”

鲁升采油管理区围绕信息化技术应用制定
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后来，当王55-X16井出现
载荷异常报警时，管理区人员迅速反应，第一
时间处理。截至今年9月，该管理区有效避免
躺井3井次，节约作业费用45万余元。

报警预警功能，只是胜利油田建成的生产
指挥平台的功能之一。据介绍，该平台集成了
生产监控、生产动态等六大功能模块于一体，
满足智能化开采管理需求。当油井发生生产异
常时，系统可根据问题诊断模型，自动分析诊
断生产异常信息，并实时推送辅助决策预案，
技术人员借助辅助预案可以实现高效精准决
策。

深受启发的经理

鲁胜公司经理张继国深受启发。
他万没想到，信息化技术刚刚投产，短时

间内便在鲁升采油管理区发挥功效。“不仅能
提高技术水平和综合效益能力，更实现了油井
精细管理。”张继国说。

去年，鲁胜公司15家单位和部门立下的军
令状 ,围绕生产、维修、办公用品等各方面 ,确
定48个大项、70余个小项,超过3000万元的挖潜
增效目标。今年，该公司继续确定4000万元的
大项目挖潜目标，通过抓大项目降低成本支

出。
鲁升采油管理区汇报，改变了张继国的挖

潜思路，“大项目得抓，小项目也不能忽
略。”张继国表示，传统生产方式发现问题存
在滞后性，挖潜增效只是就事论事，无法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精细管理、精准降本。

以作业维护为例，张继国解释说，作业频
次偏高是油井的“常见病”。以前缺乏数据支
持，即便想提前介入预防故障发生也是“心有
余而力不足”。而今在信息化技术预警功能的
提示下，将问题解决在事前成为现实，实现了
从节点入手精准降本增效。

“将挖潜增效工作前移，以各采油管理区
为主体，落实到油井生产的每个节点。”这是
张继国的新思路，通过分析油井生产的每个成
本点，重点监控数据，将故障消除在萌芽状
态。至今年年底，鲁胜公司88%的油井将实现
智能化管理，无疑有助于整体提高油井精细管
理水平。

张继国的新思路，暗合了智能油田的内
涵。鲁升采油管理区的变化，即是在国家推进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大形势下，胜利油
田正在上演的蜕变。胜利油田将传统石油工程
工艺技术与信息化技术深度融合，以数字化、
可视化建设为基础，以生产全过程、无缝隙、
超前化等为手段，提升油气开采水平。

在国家推进两化融合专项行动计划，组织
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的工作中，胜利油
田被确定为试点企业。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
胜利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孙焕泉表示，贯标为油
田两化融合确定了标准规范，指明了前进方
向，为凝聚全员智慧、开展创新创效、推动可
持续发展搭建了平台。

信息化技术与管理深度融合，油井管理打开新思路

精细管理的智慧变革

□ 王仁辉 报道
鲁升管理区的员工

用手工录取油井资料，
与智能化设备录取的资
料作对比后，甘拜下
风。

□记者 徐永国 高文亮
通讯员 包正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月21日，气象部门预报，将

有一股强冷空气影响油区，近海风力8-9级，阵
风10级，最大波高789厘米。当晚，飞雁滩油田
的员工便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0月22日，五中队两辆车载着前去飞雁滩油
田接班的近50名员工启程。原本30分钟的车程走
了50分钟，据五中队副指导员贾洪波介绍，当天
早上他们七点半左右出发时已是风雨交加。越靠
近飞雁滩油区，道路越难走。驾驶员齐先忠介
绍，等赶到员工所在的安全区时，部分道路已被
潮水淹没。

飞雁滩油田位于东营市河口区滩涂地带。相
关人员立即向河口采油厂采油管理一区反映情
况，建议员工撤离，安排少数党员干部留守关键
岗位。换班变成紧急撤离，接送班车成了抢险客
车。驾驶员齐先忠临危受命，驾驶车辆驶过涌上
路面的潮水，“深一脚浅一脚”中将所有员工安
全送达单位。

风暴潮警报解除后，河口采油厂注采103站
抢险人员和车辆迅速按照预定计划奔赴飞雁滩抢
险地点。针对部分井场因潮水路基损毁严重，车
辆无法进入的问题，抢险人员人拉肩扛，喊着号
子将控制柜抬到井场。

记者从胜利油田获悉，由于强冷空气持续时
间较长，桩西海堤多处受到冲蚀，孤东海堤北大
堤挡浪墙多处受损。本次恶劣天气共造成胜利油
田桩西采油厂、河口采油厂等部分井场车路被
淹，影响油井109口、产量415吨。

险情发生后，胜利油田生产运行管理中心及
时组织桩西、孤东、河口等单位，全力抢险、恢
复生产，共动用抢险车170余台次，抛石方3800
余方，及时处置海堤险情40处。截至目前，受影
响区域生产基本恢复正常。

安全撤离飞雁滩

□崔舰亭 姚长兴 高文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第21号台风“莎莉嘉”在南海

肆虐，10月18日，正在南海配合船舶施工的胜利
281船突然接到紧急通知，在锚地避风的胜利902
船有船员突发重病，请求胜利281船火速驰援。

时间就是生命！胜利281曾多次参与台风中
救援，船上人员立即备车起锚。受台风影响，海
面风力达9级，阵风10级，浪高3米，并出现强暴
雨，能见度仅为100米左右。胜利281发挥船舶自
身优势，船尾慢慢接近胜利902，利用风向、流
向相互配合，精准操纵船舶，中午十二时成功将
重病号接至船舶。经半个小时航行，重病号被送
至湛江交管指定的101泊位，早在等候的救护车
将重病号转移至附近医院，胜利281船顺利完成
救援任务。

台风中成功营救
重病号

□通讯员 于佳 宋帆
记 者 高文亮

本报东营讯 去年这个时候，胜利油田沾14
西注采管理站6号采油岗格外忙碌，除了日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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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站的油井全部保养了一遍。“不仅帮助我
们减轻繁重的工作量，还带来专业的维护保养技
术，提高设备维护保养质量。”沾14西注采管理
站站长黄雷感慨道。

今年东胜河口采油管理区按照区域划分成立
了三个保养小组。“原来换季保养，大家各扫门
前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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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今年秋季该管理区设备保养耗时比
去年同期减少近一倍时间，保养用料也较往年相
同任务情况下节约了一半。

抽油机有了

“专业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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