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韩 超）大
庆油田第一采油厂仪表大队针对注
水站配电柜中温度联锁保护点没有
相应物理投运与解除开关，出现问
题只能关停电机进行检修，影响正
常生产，为此，他们专门研制了联锁
点的投运与解除按钮，目前已应用
在南一、中二十一、西一注水站测控
系统中，效果良好。

在日常生产工作中，注水站有
温度、低油、低水等电机联锁保护
点，但配电柜中只有对低油低水联
锁点的投运与解除的物理开关，温
度的联锁保护点并没有相应的物

理投运与解除开关，一但现场铂电
阻温度出现问题就只能关停电机
进行检修，导致无法注水，影响了
正常生产。这个大队的技术人员
通过在上下位软件中对每一联锁
点单独增加投运与解除相关程序
的方法，在人机界面中实现了对每
一个联锁点的单独投运与解除，相
当于一个物理开关，弥补了温度联
锁点没有物理投运与解除开关这
一短板，使电机无需停机便可对铂
电阻温度进行维修与维护，不仅给
维修人员带来了便捷，同时保障了
生产的平稳运行。

春日的油田，一片盎然之景，焕发
出勃勃生机。

在大庆油田采油一厂五矿12.6平
方公里大地上，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
一厂夺油攻坚战也在这片土地上拉开
了帷幕。

2018年，五矿人面临着巨大的产
量压力，原油生产任务异常繁重。

困难，就是挑战；压力，就是动
力。五矿人始终发扬“困难面前有我
们、我们手下无困难”的优良传统，直
面挑战，迎难而上。

精优水聚 强力保障54万吨

实现 54 万吨原油稳产是采油五
矿的责任担当。

在水驱上，该矿牢牢把握水驱的
支撑地位，进一步优化注采结构、完善
注采关系，保持地下压力系统的稳定
性。通过层段重组、堵水、细分与浅调
剖相结合等方法，制定水井方案调整7
口，日配注上升160方，坚持做到注够
水、注好水、有效注水，减少无效循环。

同时逐井分析，挖掘潜力，对具备
潜力单井制订上产措施，实施换大泵
3 口，压裂 3 口，上调参 25 口，积极做
好上产工作。

在聚驱上，对南一区中块实施增
产管理。

由于是试运行注聚阶段，站内设
备、井口取样装置不完善等问题多，给
化验工作增加很大的难度。

为了取全取准资料，确保来液浓
粘度合格率，化验员花费相当于平时
4 倍的工作量，对来液、注入泵后、静
态混合器、井口等四处取样点进行化
验分析。通过冲洗管线及加强聚南一
注 来 水 水 质 管 理 ，单 井 曲 线 浓 度
1057mg/L,粘度 35.5mPa.s；井口浓度
1057mg/L,粘度 26.9mPa.s，全区粘损
由 41.2% 下 降 到 23.6% ，下 降 了
17.6%。实现抓注入，治粘损，勤跟踪，
细调整，快运行，确保了注聚见效。

精细管理 蓄力支撑54万吨

让产量和效益形成良性循环，采

油五矿的策略是精细管理。
为尽快摸清产量底数，及时制定

上产措施，工艺队加强资料核查工作，
对全矿产油大于4吨150口高产井缩
短为 5 天一个量油周期。工艺队、采
油队技术干部对产量波动做到发现、
分析、处理三及时，重点检查油水井应
建资料建立情况、现场管理、制度执行
及影响资料全准的设备仪表等问题，
确保高效井高效稳产。同时加大节假
日现场检查力度，组织注水井现场检
查及压条300余井次，发现整改问题5
井次，全准率98.3%

除此之外，工艺队、测试队坚持从
精细测试向精准测试转变，努力把好

“三关”，保证为油田注够水、注好水。
技术员精细分析每一口井、每一个层
段，下发测试通知单时，对每一口井提
出个性化要求，测试班组精细调整每
一个层段的注水量，尽最大程度保证
实际注水量在配注范围之内；测试资
料要通过班长、资料员、技术员三审
核，水量未调整最佳，不能外报；工艺

队不定期、不定井进行抽查验证。

精诚所至 聚力助推54万吨

面对产量目标，五矿所有员工上
下联动，合拍共振。

为了进一步摸清地下开发情况，
动态组将生产动态分析由原来的月分
析改为日分析，每天的油水井基础数
据分析就高达 1000 多个。工艺队动
态组在产量分析过程中，坚持做到“四
不放过”，即：产量、含水、注水量和压
力发生变化不放过。在一次产量对比
过程中，工艺队动态组张颖发现南
1-32-234 井，含水上升了 3%个点。
为确保分析准确，她向组长肖微主动
请示，并和机采组同事配合，进行憋泵
和对功图资料核实，结果证实该井在
浅部断脱，经小队捞杆处理后，该井产
量恢复了正常水平，弥补了产量损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五矿
人将斩钉截铁地劈开阻碍稳产的“路
障”，向着 54 万吨的原油产量目标奋
勇前行。

打 响 夺 油 攻 坚 战
—— 中石油大庆油田采油一厂五矿推进“标杆采油矿”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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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石化科技创新工作贡献
很大，发挥了重要的基地性作用；扬
子石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走在
了前列，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炼化
企业的排头兵。”4 月 9 日，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
部主任谢在库调研扬子石化科技创
新工作后表示。

近年来，扬子石化持续完善科
技创新管理体系，全力抓好集团公
司重大科研中试和工业化示范项目
实施，承担了中石化“十条龙”攻关
项目 6 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 8 项，
特别是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取得了成
功，使得中国石化成为全球具有芳
烃成套技术的三家跨国公司之一。

2017 年，扬子石化紧紧围绕主
业发展，组织实施了“生物法制长链
二元酸”等 12 个重点科技开发项
目。

激发创新活力

扬子石化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管

理体系，激发创新活力。该公司按
照“多处成果、快出成果”的原则，加
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密切产销研
用紧密结合，提高科研开发效率。

扬子石化构建协同创新平台。
以科研项目为纽带，集成集团公司
直属研究院和地区科教资源优势力
量，合作开展技术攻关。该公司与
北京化工研究院、上海石油化工研
究院、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等科研
单位建立了交流合作机制，联合组
建了中国石化芳烃技术重点实验
室、中国石化烯烃聚合（非茂）及加
工重点实验室、中国石化—华东理
工大学气化技术研究中心，完成了
江苏省烯烃聚合与加工应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中国石化塑料技术中
心扬子分中心建设。与南京工业大
学组建了“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
造协同创新中心”，与常州大学组建
了“江苏省先进催化与绿色制造协
同创新中心”，及时掌握科技发展趋
势，努力打造协同创新优势。

改善科研条件

结合承担集团公司多项重大技
术攻关项目的契机，近年来，扬子石
化建成了多套工业示范、中试、模试、
侧线等试验装置，并结合科技创新需
求，每年投入千余万元用于科研仪器
装备升级，明显改善科研条件，有效
提高了科技创新水平。

在公司内部，扬子石化建立了一
个中心、三个平台的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了生产厂与专业部门改进创新
平台、与科研院所等社会结构联合研
发平台、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平台，进
一步激发了创新活力。

开展科技攻关

近年来，扬子石化承担了多项中
试试验、工业化示范任务，建立并完
善工作机制，保障了各项任务的顺利
完成。公司承担中石化“十条龙”攻
关项目6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8项，
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其中，扬子石化参与的高效环
保芳烃成套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
目，荣获 2015 年度国家进步特等
奖。扬子石化协同完成了中石化

“ 十 条 龙 ”攻 关 项 目 —“3 万 吨/年
PX 吸附分离工业示范装置成套技
术”的装置建设和工业试验工作，验
证了中国石化自主开发的吸附剂、
格栅、程控系统的先进性，为海南炼
化 60 万吨/年 PX 项目提供了有力
的技术支撑，使中石化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芳烃成套
技术的公司。

扬子石化还为煤化工技术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司协同完成中
石化“十条龙”攻关项目“单喷嘴冷壁
式粉煤加压气化（SE）成套技术”荣获
了上海市技术发明特等奖，实现了首
次工业化应用。协同完成了总部重
大科研项目“1000 吨/年合成气制乙
二醇中试研究”，在湖北化肥20万吨/
年合成气制乙二醇示范装置成功实
现工业放大。

在塑料新产品开发方面，扬子石
化研发了锂电池隔膜料等新产品，替
代了进口。该公司还推进塑料产品
结构调整，开发了“淤浆法聚乙烯多
釜串联”“聚丙烯共聚产品超细粉体

减粘”等工艺技术。每年工业化实施
5-8个新牌号产品开发，使公司在氯
化聚乙烯专用树脂、高等级HDPE管
材料、PPR管材料等方面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

科 普 时 报 讯（通 讯 员 张 道 宇）
“STT1-4-174未见效井，主力11层上下韵
律段渗透率级差2.03倍，经分析聚驱前缘
沿储层底部高渗条带到达油井，导致聚合
驱效果差。结合储层发育和剩余油认识，
建议对该井堵炮眼补孔沙二11后，就能恢
复产能”。4 月8 日上午，当笔者走进胜利
采油厂采油管理二区技术室时，该区副经
理崔永北告诉笔者。

截至到4月8日，该区技术人员累计摸
出“效益措施”井26井次，措施作业实施后，

可累计日增产能20余吨。
采油管理二区技术管理室是该区的技

术“龙头”，素有“技术超市”这一美誉。凡
是生产过程中的各类工艺难题、上产和增
油措施，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

为多产效益油，油藏地质组牢固树立
“工作岗位在现场，工作对象在地下”这一
观念，不分昼夜，始终奋战在岗位上坚持多
创效益措施，进一步加强了韵律层的挖潜
和再认识，提高措施有效率和生产时率；注
水组注重抓好注水井的有效管理，不断完

善注采井网，夯实稳产基础，提高注水、注
聚有效性以及一性资料的录取、分析与论
证工作；作业组随时深入施工现场，协调作
业施工并坚持做“上修一口，监督一口，完
井一口，增效一口”。

ST1-1-411 井因套变实施作业，作业
组有关人员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作业
队选择合理的井下工具，落实套变位置及
缩径大小；工程组积极协调工艺配套，现场
组织工艺施工，并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确保地面工程建设顺利进展。与此同时，

他们还坚持技术问题处理“不过夜”，及时
为上产会战提供最佳技术服务。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根据“四查四找”
单井潜力分析及群挖上产活动要求，开展

“五抓五评”即抓好设计运行、一性资料录
取与监测、油水井日常维护管理措施落实、
群挖调参、水井洗井测调及动态跟踪调整，
开展最佳措施挖潜井、注采井区分析、群挖
调参井活动、工艺配套井活动和最佳自扶
停产井评比活动，大大激发了全站人员的
工作热情和参与上产的积极性。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谭 晔
任杰 何 锐）4月19日记者从中石
油东方物探综合物化探处获悉，东
方物探承担的首个航空物探项目
——南苏丹B3区块航空重磁项目
日前圆满完成，这标志着东方物探
进入航空物探服务领域，向“海陆
空”三位一体全面发展迈出新步
伐。

航空物探是运用飞机（或其他
飞行器）装载物探仪器在飞行中进
行地球物理勘探，速度快，不受地
面条件限制，可在地形条件比较困
难的地区作业。

中国航空物探开始于 1953
年，随着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技术
的发展，提高了航空物探观测数据
的计算、整理速度及解释推断水
平，有力地促进了航空物探的发
展。

近年来，东方物探坚持自主创
新，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参与国家
深地、深海科技创新项目，在拓展
陆上市场的同时，大力开发深海、
浅滩海市场。期间，陆续打造了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勘探技术
利器，陆上、海上市场竞争能力大
幅提升。东方物探充分发挥非地
震技术优势，将市场开发的触角向
航空物探领域延伸发展，实施自我
发展、自我完善的新战略。

2017年，尼日利亚ORANTO
石油公司与南苏丹政府签订了
EPSA 协议，计划在 B3 区块投入 5
亿美元进行勘探开发，涵盖航空重
磁、地震、综合地质研究及钻井等
业务。东方物探抢抓机遇，发挥一
体化优势，南苏丹项目组在了解到
ORANTO 有航空重磁勘探需求
后，迅速联系综合物化探处海外项
目部，进行作业方案设计，最终签
订了B3区块航空重磁项目合同。

该项目工区位于南苏丹B3区
块，作业面积 5000 平方千米，设计飞行测线 7536 千
米。这是东方物探首个航空物探合同，对于提升中石
油“海陆空”三位一体勘探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目前，该项目实现优
质高效运作，得到南苏丹
政府和甲方的高度认可，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杨祖国
路以文）“十三五”以来，西北油田
在塔河 4 区、6 区、7 区和 8 区建立示
范区，开展缝洞型油藏改善水驱配
套技术攻关与应用，通过采用“储集
体展布定井网形式、缝洞结构定注
采关系、剩余油分布定注水方式”的
注采空间结构井网构建三定原则，
有效指导立体井网构建。TH12402
单 元 井 网 完 善 程 度 从 49% 提 高 到

87%，新增水驱控制储量320 万吨。
针对单元注水窜进、波及效率

低的难题，西北油田提出调流道改
善水驱技术，探索形成三种调流模
式，研发“四个可控”的调流药剂系
列。对 6-7 区、8 区开展流道调整改
善水驱试验，已评价 5 个井组。3 个
井组增油显著、1 个井组明显水驱转
向，累计增油 1.4 万吨，调流道效果
初显，实现深部次级水驱通道的剩

余油动用，有效提高单元水驱波及
体积。

以缝洞单元流线模拟为基础，
形成了“点面结合、控强扶弱、调堵
结合”的流势调整思路，在主体区
S67、S74 等 5 个单元现场流势调整先
导试验获得成功。目前推广至 13 个
井组，其中 10 个井组均取得较好效
果，增油2.2万吨。

综合利用压降指示曲线、能量

指示曲线、注水指示曲线，开展单井
单元井周二套储集体挖潜，提高单
井动用程度，在示范区实施 28 井次
挖潜，累计增油 3.8 万吨，提高采收
率1.35个百分点。

目前，该技术课题成果应用结
果显示，塔河示范区新增水驱控制
储量 1591 万吨，示范区单元注水提
高采收率 0.53%，示范区改善水驱
试验有效率 72%。

“幸福大讲堂，送课到基层”，4月11日上午，大庆油田储运销售分公司工会结合各单位员工体检状
况，邀请专家进行了题为《听体检说：健康都去哪了》的讲座，来自各基层单位的50多名员工认真听取了
课程。 杜新东 摄

扬子石化：争做炼化企业科技创新排头兵
□□ 陶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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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采二区：“技术超市”为上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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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产 新 型 钻 铤 成 功 应 用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高川 张

译）4月15日，中海油深圳分公司深
水工程技术中心在西江 30-2 油田
B16井大修作业中成功应用国产新
型特殊扣小尺寸钻铤。该种新型钻
铤是专为小尺寸钻具打捞而创新研
制的，本次作业是“国产新型抗扭小
钻铤接头”这一科研成果转化的首
次成功应用。

在修井作业中进行小尺寸钻具
打捞作业时，由于钻具尺寸较小，抗
拉、抗扭强度不足，打捞工具的选择
余地较少，打捞方法常常受限，主要

采用震击倒扣打捞。但这种方法可
承受倒扣扭矩较小，成功率低下。

这项新技术直接从小尺寸钻具
最薄弱的部分——钻具之间连接的
丝扣入手，巧妙地采用花键轴和丝
扣组合的方式完成钻具之间的连
接，由外形像齿轮的花键代替常规
钻具的丝扣部位承受扭矩，既满足
作业时钻具可正转也可反转的要
求，也保证了在钻具抗拉能力的前
提下，抗扭能力较同尺寸普通钻具
增加了3倍，补上了钻具组合中的最
后一块短板。

“深井卤水资源评价方法”获发明专利授权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石建芬

黄华）日前，由中石化江汉油田研
究院申报的发明专利“深井卤水资
源评价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

近年来，该院通过开展国家
863 课题《深井卤水资源勘探与评
价》攻关研究，形成了地下深层卤
水层的测井储层识别、地质综合分
析、卤水储量计算、卤水资源综合
评价等系列新技术，其中多项技术
填补了国内在深层卤水勘探开发
领域中的空白，对地下深层卤水勘
探评价及综合利用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在科技创新攻关过程中，该院
申报了一批关于“卤水勘探与资源
评价”方面的发明专利和软件版
权。截至目前，发明专利已授权 3
项，软件版权登记2项。本次授权的

“深井卤水资源评价方法”专利，创
新研发了一种从地质、品位和经济
三个角度进行定量评价深层卤水资
源的方法，改变了以往借用现代盐
湖及盐类矿产资源评价指标来开展
地下深层卤水资源定性评价的现
状，同时建立了数学模型，为优选富
矿区带开展卤水资源开发奠定了基
础，为类似盆地地下深层卤水勘探
评价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

华北油田应用“电代油”修井机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苑承波）4

月23日笔者获悉，由中石油渤海装
备与华北油田共同研发的60吨电动
储能内绷绳修井机，先后在位于雄
安的华北油田采油二厂4口油井进
行现场试验。实测结果显示，该机
型的工作性能、施工效率、节能环保
指标达到预期效果。

为响应国家绿色环保倡议，落
实集团公司清洁生产要求，华北油
田不断推进石油装备转型升级，与
渤海装备公司合作，进行了一系列
新技术设备研发工作。60吨电动储

能内绷绳修井机是这项研发工作的
最新产品。

项目负责人渤海装备中成装备
公司副总工程师史永庆介绍，60 吨
电动储能内绷绳修井机利用井场网
电作为动力，通过超级电容储能控
制系统，在修井机工作间歇储存电
能。施工一口泵挂为1700米至2000
米的油井，耗电量仅 300 千瓦时左
右，与柴油修井机相比节约能耗
70%。另外，该机型取消了外置绷
绳，减少了占地面积，提高了井场适
应能力。

大庆采一：小按钮解决大问题

西北油田单元注水技术提高采收率0.53%

大庆油田储运销售分公司关爱员工送健康大庆油田储运销售分公司关爱员工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