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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12个月当中，桩西厂四化指标10个月全油田排名第一，两个月排名第二，包括四化指标在内的3
大部分11个系统的信息应用优质率指标有6个月在全油田排名第一。桩西厂重视信息化建设，他们精细指标
运行管理、健全基础保障、优化完善系统应用，进一步发挥四化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程秀坤 王丽华

指标管理细致入微
信息化指标的运行与管理是

个系统工程，几乎涉及采油厂所有
部门和单位。信息中心的曲丽丽刚
开始接触这项工作时，最让她头疼
的就是指标内容多、涉及部门多，
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时，
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对接。

曲丽丽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
倒，她充分发挥自己熟悉生产数
据的优势，对信息化所涉及所有
指标进行系统梳理，把数据采集、
系统应用、网络安全三部分的11
个应用系统指标分解为21个小
项，每项都明确责任单位、责任
人，并且把每项指标所对应的管
理局相关考核部门的联系人和联
系方式都进行了整理。使每一项
指标都有责任人，都能与上级部
门进行充分沟通，了解考核标准
和明细。

有相应责任人更要有考核指
标。为了让各项工作高标准完成，
曲丽丽根据管理运行的需要制定
了《采油厂信息化考核指标管理考
评办法》。考虑到有些考核内容多、
负责业务口多，一项工作要由多个
部门负责，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
解自己的责任和所分管的范围，曲
丽丽专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专
题培训。例如，“三抽报表上报要及
时这一项，油田要求5号之前上报，
这项工作涉及作业管理中心和生
产技术科两个部门，那我们就要求
作业管理中心3号之前必须将相关
内容报给生产技术科，生产技术科
汇总整理后，保证在5号之前报给
油田。”曲丽丽说。

细节决定成败。面对信息化
指标运行与管理这个系统工程，
桩西厂正是因为把各项工作做实
做细，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运行维护优质高效

目前，桩西厂“四化”建设实
现了全覆盖，“四化”的普及应用
解放了人力资源，但对运行维护
的质量和效率要求较高，这直接
影响到基础数据的录取和采集。

虽然采油厂有专业的“四化”
设备维修队伍，但专业化队伍的
时效性不能满足管理区对运维效
率的要求，这就需要管理区有自
己的运维力量。

为此，桩西厂每个管理区都
安排了2名专业人员从事“四化”
运维工作。

其中，采油管理三区岗位公
开竞聘选拔“四化”运维人才，赵
海庆在竞聘中脱颖而出。冬季，采
油管理三区桩139注采平台上部
分冲次低于0 . 5次的稠油井出现
了功图紊乱、不显示的问题，赵海
庆研究并制作了扫描感应装置，
达到正常采集功图的效果，此项
创新成果已获国家专利。

采油管理四区513计区域存
在网络不稳定、数据传输时断时
续的情况，该管理区运维人员高
海军优化调整513计区域和512计
区域中继设备接入油井数量，保
证了设备正常运行。

另外，对于简单的“四化”设
备维修，桩西厂充分发挥一线职
工的力量，组织了三期“四化”运
维培训班，全厂96人参加，提高了
整体运维技能。上半年，全厂自主
运维2339项，自主运维占比由
51 . 9%提升到71 . 1%，职工运维水
平的提升，提高了运行效率，节约
了运维成本。

聚焦生产优化系统
桩西厂聚焦油气主业，不断

优化系统应用，进一步发挥四化
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

王廉是采油管理二区的巡井
工，他的主要责任就是对50余口
油井进行巡检，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与以往不同的是，王廉手上多
了一个“手机”，这不是普通的手
机，而是安装了单兵指挥系统现
场巡检模块的终端设备。这个系
统具有巡检监控、故障处置跟踪
到工作量统计及分析的功能，方
便巡检人员执行巡检任务、故障
上报，提高处置效率。

对于故障预警，最重要的是
提高准确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采油管理一区生产指挥中心副主
任赵振浩介绍，为减少无效预警，
技术人员进行不断探索，根据季
节、天气等环境变化设置不同的
预警参数，对不同类型的油井设
置“个性化“的预警范围，实施一
井一参数。采油管理一区每天预
警次数由2000多次降为200次左
右。

预警准确率提高了，他们将
预警信息准确推送到各专业协同
处置，与接转站小时预警相互补
充，建立站内、室内、室外全方位
预警排查体系。将室外人工排查
转变为室内信息化排查，“撒网式
排查”转变为“精准指向排查”，预
警排查准确率达到85%以上。准
确预警、高效处置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采油管理一区注采站夜间
值守人员由10人优化为2人。

今年7月17日17点23分，采油
管理三区指挥中心桩64-7井回压
低预警，工作人员经过视频排查
发现该井单井管线破，及时远程
停井并安排维修人员现场补漏。
采油管理三区的桩121注水站和
桩104注水站实现了无人值守之
后，员工由原来的20人优化为5
人。员工只需把精力放到日常设
备维护、保养和达标工作上，现场
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目前采油厂所有的12座注水
泵站实现了无人值守。桩西厂7月
份的系统运行指标中生产动态巡
检率达100%，报警处置及时率、
处置符合率等指标均在油田排名
第一。

精细指标运行管理、健全基础保障、优化完善系统应用，桩西厂：

四化建设从实处发力以细节取胜

为小区“美颜”

胜利油田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以来，西城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辛店居民事务协调部钻井北协调站员工
输出到东营区辛店街道办事处钻井北社区居委会工作。近日，为提高景苑东区、景苑北区等老旧小区的环境
质量，他们积极发动广大党员和志愿者组成志愿服务队，不仅全面清理小区垃圾死角，清除楼道、路灯、灯箱
上的“牛皮癣”，清洗小区宣传栏，还张贴各类公益宣传单30余张，为和谐美丽小区蓄力。此外，针对部分路面
受损的情况，钻井北协调站协调专业化公司及时填充，保障居民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张磊 摄影报道

今年以来，纯梁采油厂工艺所转变稠油开发理念和开
发方式，不仅为稠油绿色高效开发指明了方向，也为纯梁
油区1889万吨稠油储量的二次效益动用迎来了春天。

纯梁采油厂：

稠油冷采攻关之路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王蕊仙 郭正雅

低采收率的窘境
纯梁采油厂油藏类型

复杂，低渗、高渗、滩坝砂、
稠油油藏等交叉分布，其
中稠油油藏主要集中在高
青油田北坡和金家南斜
坡。受粘度高、密度大、地
层流动阻力大等因素影
响，稠油油藏开采时驱油
效率较低，产量仅占全厂
15%左右。

2006年，先后投产的
高424、高96、通38-10等9
个稠油区块，以蒸汽吞吐
开发方式为主，经历了试
验起步、快速上产、集成攻
关三个阶段。尤其是2013
年开始，他们创新形成的
压裂防砂+酸洗+热采的开
发模式，有效动用通38-10
块600多万吨低渗敏感性
稠油油藏储量，不断提高
热利用率、挖潜非主力层
潜力，稠油产量占到采油
厂总产量的20%，成为纯梁
厂原油生产主力区块。

随着开发时间的延
长，稠油井在进行多轮次
蒸汽吞吐开发中出现了周
期油汽比逐渐降低、汽窜、
油井含水上升、注汽成本
升高等问题。据了解，纯梁
稠油油藏特点是油层薄、
物性差、泥质含量高，又有
边底水，各类矛盾突出，加
之经历油价断崖式下跌、
燃料气价攀升，一口稠油
注汽井的成本由2015年的
40万增加到目前的60—80
万，这导致全厂184口稠油
井中有效益的转周井仅有
不到20口，许多稠油井因
热采吞吐后期无产量导致
自然停产。

面对着1889万吨的稠
油储量，纯梁厂副厂长于
法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深入研究明确方向
“既然开采一段时间

后热采达不到效果，可不
可以尝试冷采？”纯梁厂首
席专家乜冠祯向技术团队
提出转变思路。

由于蒸汽吞吐需要将
水加热为水蒸汽，利用高
温等作用将稠油变稀，使
之流出井筒，但工艺需要
经过水处理、加热、注入、
焖井、回采等过程，耗时
长、用水用电和燃料气消
耗高。然而，冷采吞吐只需
将降粘剂注入层内，焖井、
回采即可，与蒸汽吞吐相
比无需燃气加热水蒸汽和
二氧化碳注入，有效减少
碳排放，实现绿色环保开
发。2018年伊始，工艺所副
所长孟晓锋带领技术团队
转变开发思路，由蒸汽吞
吐转为冷采吞吐，多次尝

试水溶性降粘剂冷采吞吐
模式，但是地底的稠油仍
然无动于衷，开井后均低
液高含水不见油。

“纯梁的稠油储层条
件太差，根本就不适合降
粘冷采。”孟晓锋说，在其
它采油厂应用效果不错的
降粘剂到了纯梁厂却遭

“冷遇”,各种类型降粘剂冷
采毫无效果，这导致稠油
冷采一度陷入困境。

2019年，油田党委扩
大会在细化落实“两个三
年、两个十年”的战略部署
中指出，要大力实施稠油
冷采技术，这既是冲锋号，
也是集结号。

采油厂专家在带领工
艺技术人员大量分析前期
冷采施工资料、调研查阅
相关文献时发现，纯梁厂
稠油区块泥质含量高、敏
感性强，大剂量的水溶性
降粘剂溶液挤入地层后造
成粘土膨胀使渗透率降
低，造成二次水伤害，开井
后地层供液能力变差是导
致稠油冷采低效的主要原
因。

经过室内试验评价发
现，常规水溶性降粘剂易
溶于水而不易溶于油，这
导致降粘剂进入地层后只
能在水体中扩散，无法在
原油中自扩散，油水接触
面上的降粘剂浓度变低，
起不到降粘作用。

纯梁厂工艺所所长杨
广雷认为，上述论据意味
着，只有提高降粘剂的自
扩散性能和解决水敏问
题，才能确保冷采效果。

为稠油开采解“愁”
“既然水溶性降粘剂

实验已经山穷水尽，能不
能尝试油溶性降粘剂呢？”
孟晓锋和技术人员转变常
规稠油井冷采思路，经过
与工程院联合攻关、反复
论证后，提出了应用“酸洗
+自扩散油溶性降粘剂+二
氧化碳”吞吐模式实施降
粘冷采。

他们利用旋转水射
流充分解堵、油溶性降粘
剂在原油中扩散能力强
且不会导致水敏的特点
实 现 高 效 降 粘 吞 吐 。期
间，他们根据每口井原油
物性条件配置相应的油
溶性降粘剂，利用室内实
验评价降粘效果，陆续实
施稠油冷采井12口，预计
年累增油2900吨，当年创
效338万元。

实践证明，纯梁厂工
艺技术人员结合工作实
际，认识落实采油厂“转观
念、找差距、名措施、抓落
实”专项教育，为纯梁稠油
效益开发开启了一扇新的
大门，也为1889万吨稠油
储量的二次效益动用迎来
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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