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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李慧 杨汝艳）5月26
日，天然气产销厂双庙清溪服务区职工焦
宾正忙着办理借聘手续——他刚刚以优
异的成绩通过了考核，准备奔赴普光。

“这次培训从2017年6月开始，到现
在刚刚结束。通过安全培训、理论知识
学习、实际操作三个阶段层层选拔，原
来参加培训的 152 人最终留下了 116
人。”中原油田人力资源处培训开发办
公室科长张居震介绍说。

近年来，人力资源处以实施人才强
企工程为抓手，紧盯油田内外部市场需
求开展针对性培训，为推动油田全面可
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018年年初以来，该处根据油田发

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市场开发情况，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着力在突出能
力素质提升的重点人才培训、服务“走出
去”发展的储备培训、服务油公司建设的
转岗培训等方面下功夫，加大人才储备
和培养力度，不断优化专业结构。

在以突出能力素质提升的重点人
才培训方面，该处以提升经营管理能
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解决生产
实际问题能力为重点，着力选拔培养出
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技能
人才。截至目前，该处今年已开展油田
内部培训项目35个，培训3205人；参加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油田举办的外部
培训项目41个，培训950人。

在服务“走出去”发展的储备培训
方面，该处紧盯国家天然气发展战略，
发挥天然气技术服务的龙头作用，着力
储备和培养采输气、天然气净化、LNG
（液化天然气）装置操作等方面的专业
人才，计划培养1000人。

参加培训的职工要经过为期1个月
的安全培训、为期3个月的理论知识学
习、为期8个月的实际操作，每个阶段都
要经历严格考核，只有通过层层选拔，
才能最终拿到合格证。同时，为了服务
全业务链市场开拓模式，该处还指导相
关单位进行电气焊、综合维修、仪表自
动化等小工种紧缺人才的培训，以便为
油气生产、天然气净化及配套业务提供

人才保障。此外，为进一步提升专业化
单位市场竞争能力，该处也在储备和培
养维修电工、水质化验等工种的人才。

在服务油公司建设的转岗培训方
面，该处从转岗一般非成建制进行、不同
转岗人员需求不同等特点出发，对转岗
人员的培训主要依托相关直属单位进
行，一般不以整建制形式培训。直属单
位对新转岗职工，主要采取师带徒、岗位
练兵、实操训练等形式进行入厂教育和
岗位适应性培训，以确保转岗职工快速
掌握岗位技能、上岗能胜任。油田层面
则会组织做好转岗职工的职业技能鉴定
前培训、安全资格取（换）证培训等工作，
以确保职工转岗能上岗。

科普时报讯（李翔）5月29日早晨，
遂宁市西宁乡樟树堰村，磨溪 022-X7
井正在进行三开快速钻进作业。井场
上一片繁忙，承钻该井的川西钻探公司
川庆70537队全体员工正在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而挥汗如雨——创造磨高区
块钻井日进尺最高纪录。

据了解，今年 4 月，四川油气田召
开了川渝地区重点区块钻完井工作现
场推进会，特别对磨高区块的提速工
作作出明确要求。川西钻探公司为确
保 实 现 区 块 整 体 提 速 ，选 定 磨 溪
022-X7 井作为第一批提速试点井，由
工程技术部牵头负责，各部室、项目
部及相关方共同协作，全力实现 6000
米井深灯影组水平井、大斜度井钻井
周期 120 天目标。

川庆 70537 队从搬迁到该井后，
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以及周边相关协调工作。队伍与公
司工程技术部、遂宁项目部一起对地

层及周边邻井钻井数据进行详细分
析，对钻头、钻井工具组合逐一选型，
最终确定了最优的技术方案和钻具组
合。在开钻前，队干部还集合全队员
工专门召开了安全提速动员大会，详
细分析了该井钻井过程中的提速重点
环节，将队伍制定的每一开的施工进
度计划向大家进行讲解。

5 月 28 日，在进行三开钻进这一
天，全队员工与安全携手同行，与时间
赛跑，将各项工序进行无缝衔接；队上
技术干部、大班一起，不断研究实时钻
井参数，将提速工作细化到每一分钟，
将困难预计到每一步，将预防措施预
制到每一道工序。

5 月 29 日早上 8 点，随着钻机发
出的一声长笛，在全队员工共同努力
下，川庆 70537 队参与并见证了钻井
日进尺 866 米的最高纪录，为磨溪-高
石梯区块钻井提速工作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

中原钻井二公司50609队刷新两项纪录
科普时报讯（邱明哲 张杰）5月31日，从中原钻井二公司川

西项目部传来好消息，由该项目部50609队承钻的江沙323HF井
钻至井深4189米顺利完钻，一举刷新了高庙33-9HF井井深4021
米、垂深 2922.37 米纪录。创川西区块下沙溪庙组二开制水平井
井深最深、垂深最深的纪录，同时，完井周期较甲方设计提前了
5.52天，获得了甲方的高度赞扬。

该井在导管及一开井段发生多次漏失，在项目技术主管及技
术部驻井工程师指导下，结合实际积极制定本井施工方案，针对本
井施工过程中的井漏制定了专项的安全生产措施，导管期间发生
漏失采用边堵漏边钻进，快速穿漏层，极大地节约了生产周期。

一开井段采用不同比例、配方的堵漏材料，进行井眼处理，
有效地对漏失井段形成了封堵，快速恢复正常生产，在全体干部
职工的努力下，安全顺利打完了全井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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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的一天，在玉门炼化总厂的
储运车间中控室内，负责航空煤油质量
的客户代表正在对航空煤油生产现场
的情况和报表进行检查：“抽查结果很
满意。”

近年来，航空煤油市场需求旺盛起
来。作为有着60多年航空煤油生产的
老厂来说，把控好产品质量，是该厂开
拓市场的利器。

掺炼精调把控源头品质

在玉门炼化总厂常减压车间，作为产
品生产的“龙头”车间，这里的每一个生产
指标都直接影响着后续产品的质量。

“比如航空煤油的闪点，在我们车
间要控制到最高水平，就必须比标准低
几个点，这样才能确保后续生产装置的
生产指标达标”。玉门炼化总厂常减压
车间主任李小东说。

航空煤油生产的指标很严苛。这
其中包括了密度、闪点以及原油调和、
掺炼比例控制、原油品质等若干个指
标。而在常减压车间，原油品质和“常
一线”原料质量这两点显得十分重要。

由于原油品质直接影响着航空煤
油的稳定性，在生产航空煤油的过程
中首先要对各种性质的原油进行掺
炼，由于玉门原油的品质较好，掺炼过
程中，玉门原油要保证在一定比例，这

样才能保证“常一线”原料油密度和闪
点达到航空煤油的指标。

在常减压装置的中控室内，主操陈
亮目不转睛地盯着DCS监视器所显示
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在不大的电脑显
示屏上，一共汇集了19个生产界面，包
含了337个参数，每一项生产方案的调
整，都需要在这些参数上来回进行调
节，以达到生产控制的目标。

“我们在主操岗位上精心操作、精
细控制同时，与现场操作人员的配合
要默契。有时，一个阀位的操作调整
要精确到 0.001 个百分点。通过极其
细微的调整和精控，来保证生产的平
稳”。陈亮说。

为了提高航空煤油收率，要严格控
制装置的抽出温度，要求波动在1摄氏
度范围内。在常减压装置中，包含了80
多台换热器组成的换热系统、电脱盐系
统。每天要巡检768个巡检点，出口压
力、换热温度及机泵状态这些都需要一
一记录。

航空煤油只是常减压装置生产的
一项半成品，但其中的质量控制却涵盖
了整个生产流程。

为了保证航空煤油在后续生产中
的质量，常减压装置目前的平稳生产率
保持在 99.5%以上，产品质量合格率达
到了99.2%，仪表自控率99%。

加氢除杂让质量持续提升

在玉门炼厂的加氢车间，航空煤油
生产装置的两座分馏塔格外醒目，它们
正在对常减压装置“常一线”输来的航
空煤油原料进行再次加工。闪点、硫醇
含量、烯烃饱和度等参数是这里重要的
生产指标。加氢车间的整个航空煤油
生产装置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营养器
官”，为航空煤油原料添加所需营养，去
除杂质，将原料彻底升级为航空煤油。

在控制航空煤油闪点操作中，分馏
塔的温度和压力极其关键，特别是压力
的控制要求非常高，0.01兆帕的压力差
就会对航空煤油闪点产生影响，而硫醇
含量是控制航空煤油腐蚀性的重要指
标。在生产中，通过加氢装置将航空煤
油中硫醇反应为硫化氢，在降低硫醇含
量的同时，为航空煤油中的烯烃增加了
氢元素，不仅完成了航空煤油的脱硫，
更增加了航空煤油烯烃饱和度，改善了
航空煤油的稳定性。

“细节方面。我们要不定期对操作
的工艺卡片进行检查，就连盛放添加剂
的桶子都是专用的。”加氢车间主任张
超群说。

在加氢车间内，来自常减压装置“常
一线”的原料油，通过脱硫、脱酸、脱氨、
脱氮等一系列流程变得洁净，在加氢的

反应过程中，油品中的金属杂质被去除，
不饱和的烯烃被加氢变得更加稳定。

原本泛黄的航空煤油，经过加氢装
置的提质和清洁后，变得透明如水，更
象征着最佳品质。

调和装运把好每一道关

数十座整齐排列的圆形储罐，鹤管
构成的栈桥，玉门炼厂绝大部分的油品
都从这里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在储
运车间，航空煤油还要经过更加完美的
雕琢。

油品在流动、搅拌、沉降、摇晃、冲
刷、灌注等过程中都可能产生静电，可
能会引起油品火灾、爆炸。为了让航空
煤油变得更加安全，储运车间将对航空
煤油加入抗静电剂和抗磨剂，进行最后
的调和。

“与其他燃料不同，航空煤油不能
有一滴水。”储运车间副主任杨凯说。
玉门炼厂储运车间有一套由12台过滤
器组成的梯级过滤系统，将其中的杂
质、细菌、水份等一一去除。

一般罐车只要求普洗，而装航空煤
油的罐车不允许罐内有任何残留。航
空煤油在装车前要对罐车进行验车。
温度、压力、流量等流程，通过中控室内
主操指尖上的“舞蹈”，默契配合，航空
煤油被“雕琢”最佳品质。

航 空 煤 油“ 澈 ”如 水
——玉门炼化总厂严把产品质量关侧记

□□ 周 蕊 詹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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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石化碳纤维材料首次用于隧道加固
科普时报讯（田文寅 蔡莺莺 张红卫）近日，中石化上海石

化股份公司研制生产的CFRP(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拉挤片材首
次应用于重庆一特长隧道的加固修复，且预计耗用片材达 2000
余米，成为该企业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建筑加固领域又一新的拓
展应用。

此次用于加固的CFRP拉挤片材全部使用上海石化自行生产
的SCF35S碳纤维开发研制，其性能得到了施工方中建八局的充分
认可。利用该材料修复隧道裂缝时，只需将修补部位的混凝土表
面打磨平整，均匀涂上胶黏剂，再贴上CFRP片材即可，操作简便
易于施工，并具有加固强度高、工期短、耐腐蚀、自重轻、不增加结
构尺寸等诸多优点。

目前，该种碳纤维材料在国内隧道加固工程中的应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而上海石化是少数率先进入该领域的企业之一，且已在
其下合成纤维加工应用中心完成了CFRP拉挤片材的批量生产。

锦州石化开展全员挖掘创效活动
科普时报讯（张一峰 刘 帅）截至6月1日，锦州石化公司苯

乙烯车间通过开展全员挖掘创效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苯乙烯装置投入运行10年来，结合实际开展技术改造和优化

管理，该车间将先进技术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创效能
力。水洗塔一直采用新鲜水洗去干气中的脱硫剂胺液，车间研究
改造方案后，将水洗塔补充用水由新鲜水改为装置自产工艺水，使
新鲜水每天消耗量由100吨降至9吨，全年实现节约用水3万余吨。

针对瓦斯、电用量占装置耗能比重分别达50%、30%的情况，车
间聚焦节能，利用装置大修对热截体加热炉余热回收系统热管改
造，提高换热效果，入炉热风由80摄氏度提高到121摄氏度；对3台
不同作用的加热炉炉膛氧含量操作参数按下限控制，瓦斯单耗由
0.4吨下降到0.28吨。

中石油重大科技专项通过验收
科普时报讯 (崔玉永) 日前，中石油重大科技专项“塔里木油田

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二期)在北京通过专家组验收。这
项能够开采地下7000米油气的成熟技术为塔里木油田高效勘探、
低成本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塔里木油田被认为是世界油气勘探难度最大的油田之一。“塔
里木油田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针对油气田埋藏超过
7000米的世界级难题展开科技攻关。在最能体现这项勘探开发技
术的拜城克拉苏气田克深9—2开发井，自去年10月底开始钻探，
目前钻探井最深达到8000米。

这项技术通过验收和应用，意味着在未来3年，塔里木油田将
迎来快速增产期。塔里木油田库车油气开发部副经理兼总地质师
王洪峰说：“最深的钻探深度达到了8038米，通过我们每年打20到
30口的探井、评价井，每年发现的天然气地质储量在1500亿立方
米左右，三年的发现量应该在5000亿立方米的地质储量。”

直到“先锋号”托着 P67FPSO(浮式生产储
卸油装置)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海油工程巴西浮
式生产储卸油装置项目总经理陶付文悬了3年
的心才终于落下。

2015 年，P67 远涉重洋，从巴西来到中国。
此前，该项目在巴西建造，未能建造完工就半途

“搁浅”。随后，海油工程承揽下后续详细设计、
采办、部分模块建造、运输以及整船的集成、调
试、拖航、交付等工作。这是目前我国向国外交
付的工程量最大、施工最复杂、技术要求最高的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项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18年5月26日，青
岛胶州湾，崭新的P67静静停驻在港口，建造完
成的P67重达9万多吨，最大排水量达35万吨，
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目前世界最
大吨位级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现在，这个
海上“巨无霸”就要回家了。

承担这次运载任务的是全球最大的半潜式
重型运输船——“先锋号”。“先锋号”是彪悍的，
曾将重达6.4万吨的圆筒形浮式生产储卸油装
置从韩国运至挪威。但今天，它要运载的是世
界半潜船运输史上最重的货物。这是一项新的
世界纪录，也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海上浮装装船过程中，“先锋号”需要提
前下潜至比 P67 吃水还深的水下，以避免与其
发生碰撞。与此同时，作业人员要巧妙利用潮
汐、流向、流速等自然条件，使 P67 精准就位在

“先锋号”仅300毫米宽的垫木上，装船允许误差
仅150毫米。整个过程无异于“穿针引线”。

14:30，指挥部下达拖拉指令。P67 开始缓
缓“爬”上“先锋号”甲板，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

17:18，在20艘船舶的密切配合下，P67进船到位。从定位屏幕上
看，它和“先锋号”实现了完美合体。

整装待发！接下来它们还将进行45天左右的航行，在惊涛骇浪
中继续走完12000多海里的“回家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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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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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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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屈永志）5 月 29 日，
《准噶尔盆地南缘吐谷鲁背斜束线三维
地震资料采集》项目正式鸣炮采集地震
资料，标志该区新一轮油气勘探全面铺
开。该项目设计施工测线21条束线、资
料采集炮次8064炮，由中石油新疆油田
公司部署，东方物探公司西南分公司承
担。所属西北物探事业部山地一、二队
联队组织施工，相关测量、钻井、民爆、
排列等队种工序参加施工作业。

施工中采用小面元、高覆盖的施工
方法实现中组合高陡构造的高精度成
像和控藏断裂的精细刻画；通过采用长
排列、高精度检波器单点接收和小药量
激发来兼顾从浅到深的目的层和中组

合、下组合的同时探索，精准布控油气目
标，是这个项目的突出特点。

由于受技术装备、施工方法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上个世纪以来，该区的多
轮勘探取得一定进展。但构造高点落
实不准、构造建模存在多解性，圈闭形
态与断裂位置难以可靠落实等制约了
测区深化勘探。油气大发展，物探是先
行。随着物探技术及装备的快速提升，
特别是思维观念的转变，进一步提高测
区地震资料信噪比及成像质量，建立合
理的构造样式、精准布控油气目标已成
为可能。10×20 米的小面元，384 次的
覆盖次数，每平方公里127.84万道的高
炮道密度，这在该区前期几十年的勘探

中还是首次。
面对地下地质情况复杂，资料采集

信噪比低、有效提高单炮资料品质质量
难，资料成像难；地面高速公路、国道、
铁路、村庄场镇、庄稼地、工厂、输气管
线等障碍物以及干扰源广泛分布，施工
协调难度大，采集施工时干扰难以控制
等多项施工难题，担负项目施工的东方
物探西南分公司西北事业部拟定了相
对应的技术和施工措施。

在施工组织上，精心布局，科学安
排。先期组织精干力量，分两批次对项
目工区进行地毯式的踏勘，精细掌握测
区的各种障碍，为项目设计提供详实的
基础资料；技术人员围绕实现项目地质

目标精选技术参数，优化施工方案；统
一调集 GPS 卫星定位仪，大功率车载
钻、履带钻，山地多功能钻、428 XL 数
字地震仪及配套运输车辆等精良装备
用于施工。

在队伍组织上，安排在北疆征战近
30个春秋屡建奇功的山地一队、二队组
成联队，组织测量、钻井、民爆、排列、资
料采集等工序，以及为项目施工提供运
输保障的数十台各型运行车辆的千余作
业人员，从今年3月下旬开赴工区，在跨
越玛纳斯县与呼图壁县130多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拉开了施工作业序幕。

目前，测量、钻井施工已接近尾声，
资料采集作业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川庆70537队创磨高区块钻井日进尺纪录

“一小”“两高”精准布控油气目标

吐 谷 鲁 背 斜 新 一 轮 地 震 勘 探 全 面 铺 开

而随着油田开发时间的延长，地下
形势日趋复杂，每年都有部分油水井因
套管错断、变形或破裂等原因而报废，
由此导致井网不完善、注采不平衡、压
力不均衡等多种矛盾影响了油田的开
发效果。今年，大庆油田采油七厂全力
推进侧斜运行工作，力争报废井早修
复，多出油。

运用侧斜技术恢复的报废井通常
都是经过优选有着良好产能潜力的高
产井或区块关键井。因此，侧斜运行的

速度将直接决定着修复油水井的产能
贡献程度。今年这个厂在侧斜井运行
工作上抢先抓早，从年初开始提前组织
相关单位和部门积极做好侧斜运行的
前期准备工作。

“今年，侧斜井现场施工较往年提
前5个月，这样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非
常有限。我们通过待施工井的优选与
地面勘查同步，方案编制与地面协调同
步，地面整改与连通水井的科学降压同
步，以此加速侧斜井的施工运行进度，

确保了侧斜工作在四月初如期开工。”
采油七厂工程技术大队现场质量监督
室李宪鹏介绍说。

侧斜修井技术是报废井修复最为
经济的施工手段，具有直接利用原井场
施工、不新增占地面积、不需要重新铺
设地面管线、不影响原井网部署和开发
方案的优点。但同时，由于侧斜井是利
用原井位施工，使得修复后再次套损的
风险也成倍增加，对套损防护措施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侧斜井原井都是套损严重井，因
此，在工艺设计上，根据原井套损情况，
我们通过优化侧斜开窗方向，提升对应
套损位置的套管钢级，采用超细超强水
泥的方式，三管齐下提升完井质量，保
证侧斜后油水井长期平稳生产。”李宪
鹏补充说。

据了解，这个厂今年计划实施侧斜
施工21井次，已完成方案编制21井次，
施工完成4口井，预计平均单井日产油
可达2.2吨。（徐立志 文海波）

中 原 油 田 开 展 全 方 位 培 训 储 备 人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