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通讯员 田承帅 陈军光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一种，被认为是全球
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石油是经济发展的血液，
是全球用量最大的化石燃料之一。

一个是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一个是人
们依赖的宝贵能源，二者看似毫无关联，但在胜
利油田技术工作者眼中却变得密不可分。

胜利油田开发五十多年来，油藏开发已到达
中后期，含水率大幅上升，但仍有大规模常规水
驱开发难以动用的储量。二氧化碳独特的性能使
得原本弃之可惜的“鸡肋”变成“香饽饽”。

热采变冷采，低产变高产

一说起胜2-平104井，吕洪泉掩不住的欣
喜。可在几个月之前，情况可大不一样，自从他
担任鲁胜公司鲁源采油管理区胜2区采油站站长
以来，这口井就一直就是“心头病”。

这又是为何呢？由于胜2-平104井原油较
稠，粘度高达19096毫帕秒。开发初期，采用注
蒸汽吞吐投产，因注汽压力高，干度达不到，注
汽质量差，热采效果不佳，原油流动性差，呈现
明显的供液不足，产量较低，日产液2 . 0吨，日
产油仅0 . 9吨，含水57 . 3%。

不仅如此，由于蒸汽压力高影响周边井生
产，后期取消了传统的注汽技术，采用光杆电加

热技术。仅仅维护一项，就让吕洪泉和他的同事
们苦不堪言，每天都要专门安排加巡几遍井。
2016年，这口井一度因低产低效而停井。

可自从今年一月份之后，油井变了样。不仅
取消了光杆电加热，同时采用二氧化碳配合降粘
剂进行冷采降粘。

长时间闷井后，原油粘度大大降低，流动性
增强，实现了自喷生产，吕洪泉仍清晰地记得投
产当天罐车拉油的状况，“仅仅一下午，就拉了
三车油，像这样的情况，在整个管理区都很少
见。”

胜2-平104井初期日产液7 . 9吨，日产油3 . 6
吨，含水53%，目前日产液6 . 7吨，日产油3 . 1
吨，含水52 . 7%。正是用了二氧化碳降粘冷采，
使得胜2-平104井成功甩掉了低产低效这个“帽
子”。

配伍性实验，确保效果最优化

“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突如其来的惊喜让
鲁源采油管理区技术室主任李守朝也有些始料未
及，“二氧化碳不仅增加了原油的流动性，还扩
大了动用半径，提高了动用程度，采油量也就水
涨船高了。”

二氧化碳冷采降粘开发技术在胜利油田早有
先例，鲁源采油管理区也曾在三年前，对几口稠
油井探索应用这项技术。二氧化碳可大幅降低稠
油的粘度、密度，提高稠油渗流能力，且注入压

力受水敏、渗透率等因素影响较小。试验虽然成
功，却不像胜2一平104井增产这么明显。

“早在去年技术攻关时，技术人员提出采用二
氧化碳降粘的方法。”鲁源采油管理区经理韩宗
元介绍道，“恰恰是油溶性的降粘剂和地层原油
的性能相匹配，使得二氧化碳在注入时能够发挥
最大效果。”

前期，他们与勘探开发研究院稠油室密切合
作，进行了一系列配伍性模拟实验，并在前期经
验的基础上注重关键环节的精准设计，最终确定
了实施方案。

同时，在注入二氧化碳阶段，鲁源采油管理
区创新采取“间断式”注人方法，确保二氧化碳
效果最大化。在开井阶段，采油管理区技术人员
也做足了“文章”，根据压力数据及时延长闷井
周期，由平常的7天左右延长到25天。

韩宗元道出成功的真谛，“无论是哪种方
式，都是确保二氧化碳作用效果的最优化。”也
正是由于在细节上的把握，使得胜2-平104井效
益开发，最终促成了理想效果。按照日增油2
吨、有效期8个月计算，仅仅这口井就能创效
35 . 9万元。

降低碳排放，驱出效益油

为什么选择二氧化碳驱油？这是由于二氧化
碳有着独特的性能，易于达到超临界状态。处于
超临界状态时，其性质会发生变化，其密度近于

液体，粘度近于气体，扩散系数为液体的100
倍，具有较大的溶解能力。原油溶有二氧化碳
时，原油流动性、流变性及油藏性质会得到改
善。

近年来，受碳排放政策影响，全世界各地都
在努力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去年12月19日，中国
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减排承诺，正式启动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体系。
而对于胜利油田来说，二氧化碳驱是油田效益稳
产、提高采收率、增加SEC经济可采储量的重要
手段。

这就意味着，大规模采用二氧化碳驱油，降
低碳排放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环保效益，更为重
要的是，能够直接的带来经济效益。

仅胜2-平104井一口井，一个作业周期二氧
化碳注入量就要达到150吨。而在鲁源采油管理
区，胜2-平104井所在的区块有油井50口，其中
受油稠影响的停产井就有12口。

“接下来，还将有两口井按照胜2-平104井
模式进行上产”，鲁源管理区在二氧化碳驱上尝
到了“甜头”，韩宗元介绍道，“我们还将在现
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二氧化碳冷采降粘
的应用规律。”

目前，胜利油田二氧化碳驱油技术还处于先
导试验阶段，随着试验的不断深入，二氧化碳驱
油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潜力巨大的未动用储量和
采出程度较低的已开发储量领域，助力效益开
发。

□通讯员 杨 辉
田承帅 李洪宁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每天一上班，杨寿云和4位同
事就活跃在河口区六合乡，他们积极对方圆近
140平方公里内24个自然村的68块水表进行抄表
比对，然后对该乡有关部门提出合理的整改建议
和管理办法，减少了管线漏失，提升了客户满意
度。

杨寿云是供水分公司滨河销售营业部员工，
他们如今为六合乡的水务管理献计献策、贡献力

量，是供水分公司盘活人力资源创造效益的体
现，也是油田“1+2+2”考核体系执行落地的生
动实践。

杨寿云等5人走出去创效仅仅是供水分公司
今年盘活人力资源目标的千分之五。

供水分公司在去年已经盘活用工673人的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主业运营和外闯市场队伍结
构，强化人力资源经营，他们计划2018年“盘
活”850人，创效9000万元。

面对今年850人的人力资源优化目标，供水
分公司及时把握油田内各单位用工需求。社区物

业管理、电厂燃料运行、公共事业中心公积金业
务、中石化财务共享中心业务、运输总公司通勤
车管理等油田内部承揽业务有条不紊的开展，共
计输出人员231人。

同时公司上下又利用春节空档期，不断开拓
油田外部市场，向宝龙小区物业、盛世龙城物业
输出用工34人，从事门卫、保安、保洁工作。

在供水主业上，公司深化与华电集团、玉环
净化、山东水发、津膜科技等企业的合作，充分
把握地方市场主营衍生业务的人才缺口，与东营
港化工企业签署委派学习、驻厂跟班培训协议，

加大力度培养员工定向技术服务能力。
将人才技术消化重组后，推出整体运维项

目，与东营区胜园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污水处理运
行合同，输出用工6人，与东营市城市管理局签
订了泵站及管线运维合同，输出用工35人。在供
水分公司副经理牟善军看来，“加快推进供水专
业化发展，充分发挥水质检测、市政污水处理、
管网检漏、水利工程施工等传统专业技术优势，
是完成考核目标最主要的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3月中旬，供水分公司累计
盘活人力资源770余人。

□ 本报通讯员 崔舰亭 李福起 吴世海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魏 东

我省日前印发《山东省海洋牧场示范创建三
年计划》，到2020年，海洋牧场示范区总数量将
达70处。

正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大国重器》第五集
布局海洋，见到了“胜利红”的身影，胜利211
拖带国家首座海洋牧场进行施工精就位作业。

“这是值得期待的一天。海洋牧场平台即将
从这里驶向30海里外的海域，100组鱼礁同时到
达指定海域。再过几个月，这里的牧场将充满生
机，更加尊重生态、更加立体的人造海洋工程，
正让中国的蓝色空间焕发活力……”李彬说。

3月7日晚，在驾驶船舶完成平台物料供应，
停靠东营港码头后，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胜利
211船长李彬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
第二套正在播出《大国重器—布局海洋》，一个
熟悉的画面让他格外激动，那是胜利211拖带海
洋牧场平台的就位作业。李彬没有想到，自己的
这份日常工作，竟然被《大国重器》记录了下
来，这让他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胜利红启航

拖起国家首艘插桩式海洋牧场
时间还要追溯到2017年5月。
当时，李彬接到作业任务，国家第一艘插桩

式海洋牧场平台将在龙口港下水，他和船员们立
即驾驶胜利211船从东营赶往目的地。

作为主拖轮的船长，李彬感到责任重大。由
于是首艘海洋牧场平台，没有任何拖航经验可以
借鉴，即便已经完成过上百次的重大拖航任务，
李彬却一点也不敢大意。

所谓“海洋牧场”是指在一定海域内，采用
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
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
起来，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
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海洋牧场平台更多的像牧民及游客的一个
“家”。

海洋牧场多功能平台是创新的一种平台体
系，以海工平台的概念和主体为依托，以海洋牧
场及海上养殖基地为目标用户，打造海上牧场的
多功能中心平台，通过搭载水文水质监测设备和
水上水下监控设备，实现海洋环境监测，牧场看
护管理，同时亦可作为海上休闲垂钓观光、海洋
垃圾回收等综合服务平台。

此次拖航目的地是30海里外的蓬莱海域，第
一艘插桩式海洋牧场平台要在那里安家，李彬仔

细的查看着海图，发现拖航必经海域养殖区、来
往船只过多，如果遇到暗流及糟糕的海况，船舶
及平台会在风流的作用下驶入养殖区，后果将不
堪设想。就位的海域吃水较浅，对于船舶也将是
一种考验。多种因素结合，李彬跟甲方商量决定
放慢船速，随时做好紧急避让。

20多个小时后，胜利211顺利将平台拖至指
定位置，作为主拖轮，在中心拖航领导小组的指
挥下，李彬顺利完成国家首艘插桩式海洋牧场平
台移就位。

首拖获赞

再拖国家首艘半潜式海洋牧场
首次拖航获得信任之后，新的任务——— 国家

首艘半潜式海洋牧场平台下水交到了杨海滨、周
军、王聚利等人手中。只是这次的任务比上次要
艰难许多。

插桩式和半潜式平台的根本区别就是平台的
定位问题，插桩式平台抵达预定井位，靠平台液
压自升系统将平台升至海面，半潜式平台则靠定
位锚进行定位，如何在大海上将平台靠几根锚缆
定位，遇到大风而摇晃度小于3度，这靠的是精
就位的经验和技术。

“整个平台需要对八口锚进行固定，每口锚
重4吨，而且锚链要达到预定张力，悬垂角度及
方向更是有着要求严格。”此次拖航总指挥杨海
滨说。

此处海域水深30至40米，海区流速急，且流
向多变，起抛锚水下位置附近有100多个人工鱼
礁，使船舶操纵受到了很大限制，锚链缠绕鱼礁
堆积严重，增大了船舶作业难度。

前期，一家船舶公司对平台实施抛锚就位，
但就位后锚链张力不够，平台摇晃幅度过大，就
位失败，被甲方终止施工。有了前车之鉴，杨海
滨和他的团队筹备更加认真。他们经过多次商讨
后，制订出详细的就位方案和多套应急预案。施
工中，杨海滨带领拖航小组和“胜利261”紧密
配合，将平台锚链全部起到主甲板，利用大马力
拖轮优势，将几百米的锚缆拉紧，“胜利261”
船员全员动手，人拉肩扛，将锚头一点点放到预
定位置，第一口锚的起放只用了一天时间。

“胜利261船”第二天顺利将3口锚抛至指定
地点，而且锚链张力达到甲方要求。经过4天连
续不间断作业，海洋牧场平台8口锚顺利完成。

看到原来在海上漂泊了半个多月也没到位的
平台短时间内顺利到位，跟船施工作业的甲方监
督王经理激动地说：“胜利船舶没有让我们失
望，你们的精就位技术不愧为国内一流。”

就位完成后的第三天，这座半潜式海洋牧场
平台便迎来了首批客人。风浪再大，平台也只是
略微晃动。

品牌铸就

自升式海洋牧场平台联合下水

两次成功合作，胜利海洋船舶中心的船舶技
术及服务得到了甲方认可。2018年3月7日，中集
来福士三座自升式海洋牧场平台联合下水，中心
拿出详细的作业方案，递交甲方，甲方决定请中
心成立拖航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三艘平台下水作
业。这也是中心只为甲方提供纯技术服务而不提
供作业船舶的一次尝试，被称为“人+技术”模
式。

中心船舶工程首席专家李大炜亲自指挥三艘
平台下水。在两艘拖轮及3条渔船的辅助配合
下，“泰瑞”半潜驳船载着三座海洋牧场平台，
抵达指定位置。平稳放水下潜、完成漂浮作业、
拖带出驳、几千条指挥口令从专家的口中发
出……终于，在8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后，三座海
洋牧场平台联合下水顺利完成。

看着三座海洋牧场平台平安出港，码头上中
集来福士船厂的工人致以长久的掌声。这是对他
们的肯定，更是对这次完美下水作业的肯定。

“我们在挑战中经受住了考验，也用独有的
拖航精就位技术优势占领了市场。”李大炜知
道，在胜利精神的指引下，胜利船舶品牌已经铸
就。

有了五个海洋牧场的合作基础，中集来福士
已有意向将2018年所有海洋牧场平台下水交给海
洋船舶中心施工作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随
着国家海洋实力不断壮大，会有更多的“大国重
器”进入海洋，而胜利船舶人也将因这份参与和
助力，名扬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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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救活低产低效井
——— 胜利油田鲁胜公司鲁源采油管理区二氧化碳驱油初见成效

“盘活”850人，创效9000万元

胜利船舶为海洋牧场插桩

□张胜刚
田 延 报道
3 月 9 日 ， 爱 森

（SNF）公司驻胜利油田
项目负责人向技术人员讲
解聚合物注聚设备的操作
流程和规范。

本次先导试验是胜利
油田和法国爱森公司联合
开展，系国内首次在高温
高盐的三类油藏应用该技
术。

□ 本报通讯员 田兆旭

回到工作岗位后，吴娟以实际行动不遗余力
地投入到宣传全国两会精神工作中去。

3月23日，胜利采油厂举办贯彻落实全国两
会精神宣讲会。吴娟作为主讲人，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自己的参会历程、全国两会的盛况以及和代
表们共商国是的情形。现场百余名厂机关政工干
部和三级单位党务负责人深受教育。能和全国人
大代表面对面，每个人都充满了崇敬之情。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胜利油田采油工技能大
师、胜利采油厂的一名高级技师，吴娟最难忘的
是参政议政期间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握手。

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参加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和与
会代表亲切握手。

和总书记握手时，吴娟激动地说：“习总书
记，您好。我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一名员工，我
代表胜利油田7万名一线职工向您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对吴娟说“好”。
审议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又和现场参加审议

的女代表亲切握手，祝大家节日快乐。吴娟再次
有幸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手握在一起，一天的时间
都处在幸福之中，成为久久的回忆。

和总书记的两次握手，温暖、激励着吴娟，
也感染、鼓舞着吴娟，让她永生难忘。

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神圣、使命光荣。从业20
多年来，吴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精湛的操作
技艺和持久的创新能力，从一名普通采油女工成
长为油田开发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技能人才。她先
后荣获中央企业技术能手、山东省技术能手、胜
利油田技术能手、“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称
号20余项，并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

对于未来的发展，吴娟充满信心。身处新时
代，要珍惜美好时光，立足岗位，开拓进取，撸
起袖子加油干，为祖国的强大贡献力量。“我坚
信，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宏伟的
蓝图一定会变成美好的现实。”吴娟说。

难忘和总书记的
两次握手

□通讯员 袁永丽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12日，在东营市中心城

LNG（液化天然气）储存应急供气站东二路
站，一车来自澳大利亚的19 . 76吨LNG顺利卸到
储罐里。这是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天津港
LNG的第一单，标志着该公司成为中石化第一
家采购销售天津港LNG的燃气企业，成功拿到
LNG一级批发商资质。

据悉，位于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的中石化
天津LNG项目，是国家“十三五”重点项目、
国家重点天然气保供工程。仅一期项目的液化天
然气接收规模就达到每年300万吨，可转化成为
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1000万户家庭一年
的天然气使用量。

3月6日，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与中石化华北
销售中心成功签订了LNG供液合同，拥有了直
接采购销售天津港LNG的一级批发商资质。

目前，公司形成油城燃气市场供给互补格
局，可有效缓解部分时间段气源紧张的情况。同
时，可以加强利润空间对外销售贸易，成为公司
外闯市场创效益的新增长点。

胜利天然气销售公司
拿到LNG一级
批发商资质

□通讯员 蒲创科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全年共签订合同额6175万元。

这是2017年油田科研板块——— 勘探开发研究院、
物探研究院和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外部市场交出
的成绩单。

成绩单的背后得益于三大研究院大力实施油
田“走出去”闯市场、创效益的战略部署，充分
发挥勘探开发及采油工艺研究等方面的尖端技术
品牌优势，加强与石油石化系统企业以及民企对
接合作的结果。

从市场份额占比来看，2017年三大研究院与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签订合同额4796万元，
占总合同额的78%；与民营企业及其他企业签订
合同额1379万元，占总合同额22%，科研板块市
场效益逐渐显现。

过去一年，油田聚焦价值引领和效益导向，
构建“1+2+2”经营绩效考核体系，完成目标保
基本薪酬、多创效益挣绩效工资，激发了各单位
内挖潜力、外闯市场、多创效益的热情和干劲。

作为油田勘探开发及采油工艺研究方面的龙
头，三大研究院主动适应油田对科研单位市场化
运营、效益化考核的政策，充分发挥尖端技术品
牌优势，将“以智慧闯市场、以科研创效益”作
为走出去的强力引擎，开创了“亮出技术品牌占
领高端市场”的新局面。

物探研究院充分发挥生产科研一体化、采集
处理解释一体化、数据决策一体化优势，在完成
科研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千方百计闯市场、创效
益，全年新签外部项目11个，合同额2500万元，
新签合同处理工作量达到3800平方千米。他们以
竞标剖面分数和唱标分数均第一的佳绩成功中标
中石化勘探分公司2017年度川东北通江地区三维
地震资料叠前时间偏移处理项目，签订合同额高
达724万元。

作为油田的地质参谋部，勘探开发研究院发
挥品牌效应技术优势，2017年先后与中海油、中
石油、中科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多家单
位共签订油田外部合同45项，金额约2158万元。

同时，勘探开发研究院凭借专业过硬的优良
作风，先后与胜利软件、德仕公司、科瑞油服等
单位密切合作，推动联合发展。其中，在与科瑞
油服合作厄瓜多尔区块投标快速评价项目中，3
名科研人员仅用20天就创效47万元，打响了与民
企共闯海外市场的“第一枪”。

“三大院”外部市场
合同额超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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