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明华 佘祥锐) 近

年来，为提高绿色发展水平，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西南分公司从
制度、流程、技术保障等方面建
立了一整套措施和办法，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其中，2023年，碳
排放总量比考核指标降低13995
吨二氧化碳当量，降幅38%。

年初，西南分公司印发
《2024年固废减量化实施方案》，
在70569SL钻井队施工的官页
平1井首先实施，口井产生岩屑
1519 . 75方，较签订的口井环保
责任指标节约196.37方。

“以前我们用闭口罐回
收，今年改用敞口罐，在打快
钻时效果明显。”安全环保部
副经理张锐解释道，在敞口罐
内泥浆自然沉淀分离，分离出
的老浆继续回收利用，减少放
浆，实现干湿分离，不用二次
加水，不仅减少岩屑拉运量，
还降低岩屑治理压力。

“除了在回收岩屑时控制
固废产生量以外，提高钻井液
性能则从源头上减少固废。”胜
利石油工程公司钻井工程专家
何兴华说，为了从源头上控制
固废产出量，他们给胜利工区
的5支井队配备了离心机辅助

絮凝设备，通过加强固控设备
使用，全力清除劣质固相，抑制
地层造浆性，减少井壁虚泥饼，
从而减少岩屑。

据统计，与去年同区块、
同井型对比，今年前5个月，该
公司万米固废产生量减少
1895方，处置成本每米减少41
元，产生经济效益200多万元。

事实上，通过岩屑治理等
举措加快低碳减排水平，只是
该公司建设绿色井场的一个
缩影。他们还通过网电运行、
井场布局、井场降尘、办公耗
材等方面全方位、全链条践行
绿色低碳理念。

在钻机搬迁前，生产运行
部门与地方电力部门提前勘
探架设线路，让绿色网电第一
时间通到井场；为减少碳排
放，他们全面推行模块化搬迁
方案，生产运行部门提前筹
划、多轮推演，确保设备一次
就位，避免重复吊装。

与此同时，该公司多方筹
集资金，对非道路机械国Ⅰ排
放的9台发电机组进行更换，
持续推行泥浆不落地工艺，加
强泥浆不落地承包商管理，确
保每一滴泥浆都能得到绿色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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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实验搭“台” 科研追“新”
油田以实验室建设提升创新能力，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斗力

“抓取”岩心样本，精准而熟
练地放入一旁的岩心测试核磁
共振设备……在勘探开发研究
院页岩油可流动性评价实验室，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正
将页岩岩心依次放入设备进行

“核磁”扫描，分析页岩的孔隙度
和饱和度。

“十四五”以来，胜利油田不
断推进高能级实验平台建设，建
成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
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能源
页岩油研发中心，以及17个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在承
担重大项目、促进协同创新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顾松
通讯员 孙万芹

布局：

打造高能级科研支撑平台

加强科研装备设施建设，是
油田科技创新“十四五”发展规
划中的重要一环。“实验室建设
是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提升油田基础研究实力
的重要抓手。”胜利油田科技管
理部副经理马波说。

素有“地质大参谋”之称的
勘探开发研究院，围绕CCUS(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页岩油气、
提高采收率、深层—超深层四个
主要研究领域进行高端实验平
台布局，目前已建成1个全国重
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研发中心、
8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计划
建成国内行业一流的钻采工程
技术实验中心和提高采收率工
程技术实验中心，油田申请的
CCUS、智能油田两个国家能源
局研发技术中心进入国家创新
平台“赛道并跑”。

布局高能级实验平台建设
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为建而
建。早在2001年，油田就启动了
第一批油田级重点实验室建设。
依托重点实验室承担各类科研
课题、开展合作交流、推动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是油田推动
高能级实验平台建设的初心。

二十多年的布局耕耘，换来
了高能级实验平台建设水平、科
研水平的大幅跃升。油田依托重
点实验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室
内实验及矿场配套工艺攻关，有
力支撑了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
范区和国内首个百万吨级CCUS
全产业链示范基地的建设。

赋能：

依托高端平台集聚优势资源

除了与北京大学共同研发
岩心测试核磁共振设备，勘探开
发研究院先后与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中石化总院实验研究中
心、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等国内外
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组建了10个
联合实验室。近日，他们与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联合共建微流控
联合实验室，探索出了特高含水
后期水流路径可视化与定量化
表征方法。

“通过高能级实验平台‘牵
线搭桥’，实现‘国家队’和‘国家
队’之间协同攻关。”勘探开发研
究院地质实验首席专家李政说。

胜利油田涵盖世界上三分
之二的油藏类型，油藏类型复杂
导致勘探开发难度大，却也为科
研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地。
借助高端实验平台建设，搭建一
流的开放共享研究平台，成为集
聚资源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关
键一招。

去年以来，依托高端实验平
台，油田先后主办或承办了全国
页岩油勘探技术交流会、全国石
油地质实验技术学术会议、全国
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等高层
次技术论坛与交流会议。

“高端平台的搭建开拓了更
广阔的空间，依托平台我们可以
孵化出更多研究成果，同时也能
培养更多人才。”勘探开发研究
院开发试验研究首席专家孙志
刚说。

今年，油田建设的山东省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重点实验室和
中国石化油气藏地球物理重点
实验室又获批。“省部级以上的
高端实验平台共19个，这对一家
企业来说很难得，油田实验平台
建设结构正由过去的‘金字塔’
逐步向‘梯形’发展。”马波说。

落地：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0 . 5克白色粉末，缓慢加入
100毫升油藏模拟水中。随着磁
力搅拌器的旋转，液体变得越发
黏稠，勘探开发研究院专家姜祖

明正在配制的是非均相复合驱
体系的核心主剂。

这是油田大幅度提高采收
率主导技术之一，动用储量1 . 1
亿吨，提高采收率8 . 5个百分点，
累计产油239万吨，形成了实验
室研发—工厂生产—矿场应用
的全链条模式。

马波认为，实验室不是单纯
地开展分析实验等基础性工作，
而是科研创新工作的重要支撑
平台，必须具备研发能力。

油田的实验室建设讲究“应
用”，每个实验室都承担科研课
题。“实验是基石，勘探开发进程
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实验手段研
究破题再走进矿场应用。”勘探
开发研究院副院长王东晔说。

纵观近年来油田每一项科
技突破都离不开实验平台建设
的支撑。

胜利页岩油突破——— 页岩
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全国
重 点 实 验 室 ；C C U S 技 术 突
破——— 中国石化碳补集、利用与
封存重点实验室；

化学驱技术连连突破应用
边界——— 中国石化化学驱提高
石油采收率重点实验室……

除了省部级以上实验平台
建设，油田还建设了16个油田级
重点实验室和15个东营市级重
点实验室，成立以中国石化高层
次专家挂帅的学术委员会，指导
实验室科研方向。

去年油田首次举办了实验
室管理创新培训班，组织前往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中国散裂中子
源实验室、重质油全国重点实验
室和深层油气全国重点实验室
参观，学习体制机制建设、成果
转化等先进经验，提升实验室管
理和建设能力。

以实验室建设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再转化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的战斗力，油田打造新质生
产力的步伐不断加快。

西南分公司：

节能减碳，逐绿而行

济北采油管理区：

增压注水确保老区稳产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顾松

通讯员 李焕) 截至5月底，
胜利油田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
理区曲104-103井增压注水260
余天，日注水能力增加80立方
米。对应油井曲104-429井日增
油2 . 7吨，累计增油696吨，目前
仍有效。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增
压注水补能技术的应用。

面对高效勘探开发的老油
田，济北采油管理区转变开发思
路，将短期提效转变成长期提
质，做好中长期规划，根据油藏
特点，开展微压驱+增压注水，结
合油藏开发需求，进一步优化增
压注入方式，改善开发效果，助
力老区稳产。

过去，他们通常针对单井
问题制定措施，由于地层能量得
不到有效补充，措施井见效快，
稳产难度大。

近两年，他们采用先补能
再增产解决“注不进、采不出”难
题，根据不同油藏类型、开发阶
段、压力水平等分类评价，针对

常规降压增注措施费用高、有效
期短等难题，对物性差、地层能
量不足的曲15、曲104、曲9沙河
街等低渗、高泥质单元开展增压
注水，让地层“喝饱水”。

曲104-103水井常压注入困
难，解堵有效期短，长期欠注，井
组能量不足，对应油井日产液仅
1.2吨，亟需增注补充能量。技术
人员借鉴同类型微压驱经验，对
水井开展增压注水，同时分阶段
优化注入量，第一阶段日注80立
方米，先大排量快速注入补充地
层能量，第二阶段待能量充足、
建立注采响应关系后降低注入
量，防止水线推进含水上升，以
此保持稳产。

今年，济北采油管理区选
取了20个井组，制定增压注水
运行计划，目前已实施13个井
组增压注水。近两年，管理区已
累计实施增压注水32个井组，
累计增油5499 . 3吨，目前仍处
于有效期，老区开发态势持续
向好。

科研人员开展地热资源课题攻关，为油田地热生产项目提供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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