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刘宗辉 蒲创科
         田承帅 

　　从东营出发，一路向西南，行驶约80 公
里，淄博高青县城北部的一座小院，胜利油
田纯梁采油厂正理庄采油管理区就坐落
于此。
　　正理庄管理区油藏类型以断块、低渗透
为主，整体效益两年前在采油厂排名倒数第
一。然而仅用不到两年时间，这个管理区就
实现了逆袭：原油年产量从14 . 1 万吨增长到
15 . 5 万吨，再到今年配产18 . 4 万吨；人均绩
效从采油厂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
  正理庄管理区发生了什么？

从“缺水大户”到“注水大户”

　　“最难的时候，因为地层能量不足，管理区
甚至拿不出增油的进攻性措施。”4月10 日，再
次回忆起一年前刚调任正理庄管理区时，纯梁
采油厂基层党建专家、正理庄采油管理区党支
部书记焦俊杰感触颇深。那时候，他一门心思
扑到增储上产的措施钻研上。
  随着新型油公司体制建设的持续推进，
靠新井拉动产能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油藏经营
管理的需要。近年来，油田聚焦注水补能，
将“油水并重、以水为先”作为效益开发的
核心。“水无压力不出油”这个道理谁都明

白，可当时的正理庄管理区却走不出缺水
困境。
　　水从哪里来？注到哪里去？一系列问题
成为当时制约油藏经营管理的“拦路虎”。
　　焦俊杰深知，效益开发的主动权掌握在
水井，要想油井高产，必须先为油藏“解
渴”。
  2021 年 2 月到 10 月，正理庄管理区没有
摸排任何一口措施井，所有的成本和精力全
都扑在了水井上，他们一年时间花得比过去
三年成本的总和还要多。
  敞开“喝”了8个月的油藏有了起色。这
一年，管理区在老区实施压驱注水快速补
能，对应3口油井日增油6 . 4 吨。在新区高94
块未动用油藏实施分层压驱及超前压驱注水
增能，取得了自喷投产、平均单井日油能力
10吨以上的好效果。
  尝到了甜头的正理庄管理区持续加大了
工作力度。
  针对低渗透油藏的特性，他们积极推广
压驱注水快速补能技术，探索笼统压驱、分
层压驱，年压驱注水量达49 万立方米，接近
纯梁采油厂年压驱注水量的半数，同时想办
法解决局部区域缺水难题。
  经过两年治理，正理庄管理区水井从80
口增加到112 口，年注水量从50 万立方米上
升到140 万立方米。截至今年3 月1 日，纯梁
采油厂生产报表显示，原本水井欠注的正理
庄管理区日注水超计划运行，管理区完成了
从“缺水大户”到“注水大户”的转变。
  焦俊杰坦言，这都是逼出来的，减任务
不是长久之计。只有水补好了，才能开发
好、管理好、经营好油藏。

从“一双工鞋”到“无人机”

  智能卡口、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和智能
AI 巡检系统，是正理庄管理区打造“数智赋
能”的利器，通过这几套系统，这个管理区
初步实现了对管线、井口的智能巡检。
  作为一线站长，赵一霖感触颇深。 2022
年受疫情影响，井场周边村庄封控，又恰逢
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投
产在即，现场踏勘容不得耽搁，大车进不
去，小车蹬不动，全靠一双工鞋。
  当时的正理庄管理区，油井以单井拉油
为主，点多线长面广，管理难度大。与之对
应的，是职工年龄的日趋增大，人员也在逐
渐减少。数据显示，在岗人员从2021 年年初
的180人优化至2023年的126人。
  人少了，管辖职责在提升，产量要增
加，如何实现？“只有树立数字化思维、以
数智赋能提升管理区的运行水平。”安全生
产指挥中心经理齐建伟说。
  他们利用无人机巡检系统预警实现油区
全覆盖的高效巡检，利用智能AI 巡检系统摆
脱人工巡检，在15 个重点卡口配置视频联网
监控识别，将整个油区全覆盖，提高油区治
安水平。
  如今在正理庄管理区安全生产指挥中
心，视频监控岗员工陈文博只需要鼠标一
点，10 公里外的无人机随即起飞，便可自动
完成对27公里长的管线巡检。而智能AI巡检
系统与其相互配合，实时监控管理区油水井
的异常。

从“解疙瘩”到“翻身仗”

  两名油田劳模、五名油田文明建设先进
个人，这是正理庄管理区2022 年晒出的“英
雄谱”。而陈锦涛，也借着优异的表现，成
为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经理。

  工作地点偏远、收入相比同学并不算
高、专业不对口，一系列的问题曾让“ 90
后”硕士研究生陈锦涛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
正确。
　　为了解决技术人员结构性缺员的问题，
管理区党支部曾操碎了心。焦俊杰深知，只
有解开员工的思想“疙瘩”，才能激活管理
区“血液”。要改变这一现状，最根本的是
把产量提上来，把队伍的心拢起来，把干劲
提起来。
  他们为新入职高校毕业生量身定制培养
培训指导方案，每个人指定两名导师熟悉现
场情况。同时“搭台子”，选拔任用干部向
一线班站倾斜，对成绩突出、群众信任的优
秀员工跟踪培养，对德才兼备的干部多压
担子。
  一年多时间，先后选拔5名副站长、副经
理担任党小组长，2名“三室一中心”业务员
到站上担任副站长，9名年轻优秀员工充实到
“三室一中心”。
  “有了舞台，大家公平竞争上岗，心
气一下子都激发出来。”齐建伟说。现
在，每天的生产晨会，都由安全生产指挥
中心业务人员轮班组织，在锻炼大家组织
协调能力的同时，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
够站得出来、顶得上去。
  去年，技术室提出的 9 个措施方案都获
得了成功，老区稳产基础越来越牢固。
2022 年，管理区连续 8 个月都拿到采油厂超
产 奖 励 ， 大 家 创 新 创 效 的 热 情 收 都 收
不住。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陈锦涛心无旁骛
运行着管理区信息化平台，每天与服务方共
同摸索信息化现场应用，逐渐建立起能够识
别各类情况的数据库，不断促进油区治安与
生产、安全融合推进。

　　□ 本报通讯员 于佳 王懿 陈杰

  获得10 万元奖金，被授予“海上安全环
保卫士”荣誉称号，今年以来，胜利油田海
洋采油厂的魏清江、陶庆喜、陈龙3名员工成
为了同事们学习的榜样。
　　获得奖金和荣誉，与去年五月份的一次
巡检有关。魏清江、陶庆喜在巡检时发现一
台设备进口管线连接处存在隐患。他们及时
上报，成功化解安全风险；无独有偶，陈龙
在巡检时，也发现生产设备有问题，并及时
化解了安全风险。
　　“因为隐患及时发现与处置，避免了事
故发生，他们都为单位挽回了不小的经济损
失。”海洋厂安全总监兼安全（QHSE ）管
理部经理王玉虎说。
　　海洋厂已经不是第一次重奖发现安全隐
患的员工。 3 年前，该厂以“学安全知识、强
安全技能、查事故隐患、传安全文化、保海
油安康”为目标，深入开展“全员安全诊
断”“查保促”“五个回归”溯源分析等活
动，形成了基层单位、采油厂上下联动的隐
患排查模式。
　　该厂安全（QHSE ）管理部和工会一起
搭建起全员安康素质提升平台，依托“安康
海油”APP 软件开发了名为“随手查”的模
块，鼓励全员找隐患、查问题。
　　员工用手机登录进入该模块，将随手拍
下的照片或视频上传到指定位置，简要说明
情况，指定部门和人员就能同步接收到这条
信息。审核通过后，再根据隐患情况判定识
别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厂党委认为，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鼓励员工找隐患、查问题。他们制定
物质奖励办法，只要员工发现隐患并拍照上
传并通过审核，就能在小程序里得到相应的
积分，兑换米、面、油等奖品。
　　他们从“随手查”中，每季度评选百条
隐患问题突出又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每年度
由基层单位推荐，再评选出2至3条隐患问题
突出又具有代表性的信息，由采油厂层面给

予重奖。
　　该厂还把“随手查”纳入日常安全考
核，对员工主动发现问题、整改问题的“只
奖不罚”，营造“人人都是安全员”的良好
氛围。
　　“就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和鼓励大家

都参与进来，只有全员安全意识高了，油田
海上生产才能更加安全。”王玉虎说。
　　“随手查”活动开展以来，员工查问
题、找隐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
全厂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 11941 项，表彰
优秀项目 460 条， 7 名员工获得“海上安全

环保卫士”称号，已经颁发奖励 30 万元。
　　通过全员排查整改，海洋厂发现问题
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获得奖励的魏清江
也变得更加严谨细心。在他看来，安全生
产不光是为了单位，更是为自己和家人
负责。

  □ 本报通讯员 蒋云龙 田茂亮 
           侯宇祥

  4 月 6 日 9 时，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
地，中石化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4
队顺北10 号带中段三维地震勘探项目工地，
项目经理崔晓滨和党支部书记郑继锋正查看
现场情况、商讨着施工方案。
  该项目位于西北油田顺北油气田区，施
工面积超过1600 平方公里，勘探潜力巨大。
自3 月份施工以来，2000 余名物探队员身着
红工衣，昼夜奋战在荒凉大漠深处。

与风沙竞速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渺无人烟。每年5至
8月份，是风沙最为频繁、最为肆虐的季节，
五六级以上的大风是“家常便饭”。
  “今年天气有些反常，风季比以往提前
了一个月。”崔晓滨介绍。
  推路是沙漠物探施工的第一步。只有道
路打通了，后续的测量、钻井、放线、采集
施工才能随之展开。大风刮起来，流动性的

沙漠会掩埋整个路面，甚至把埋在地下半米
深的采集设备吹出来。
  “4月4日的一场沙尘暴足足刮了36个小
时，风力超过了8 级，40 多台推土机忙活了
一个月推出来的道路，一场风就全被埋
了。”崔晓滨说道。
  这是一场与恶劣环境作艰苦斗争的较
量，面对步步“紧逼”的沙漠风季，他们凭
借坚强的意志、执着的精神，与自然抗争，
争分夺秒地完成勘探任务。
  项目组与地方气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掌握每日天气动态信息，摸索出大风出现的
规律，同时建立大风预警机制，制定应急处
置措施，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
  他们还研制出“一脚蹬”检波器专用埋
置器，加大设备埋置深度，提高设备抗风能
力。项目成立了120 人的突击小组，平日进行
采集设备质量检查和故障排除，一遇大风天
气即划分为24 个作业单元，待风力减小后第
一时间投入到采集设备恢复工作中，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

与时间赛跑

  项目位于西北油田顺北油气田区，周边
分布有多个井场、联合站和砂石料场，沿途
输气管线铺设、路基修理等工程也正处在紧
张施工期，每天来往的推土机、装载机、翻
斗车等大型运载车辆超过300 台次，给低噪音
采集带来影响。
  这个队与甲方达成“相互配合、分时段
施工”的共识，确定每日19 点至次日9 点为
施工时间，通过采取“井场道路”“施工区
域”并行运作、同步警戒的方式，在路南北
两端设置2 个固定警戒点，中段增设2车4 人
的机动小组，分段巡检，构筑起一条地震勘
探低噪采集的“绿色快车道”。
  他们还密切放线、钻井、激发等工序间
的有序衔接，现场每1小时上报生产炮数、干
扰情况、排列通断情况，便于及时掌握生产
动态，随时解决采集遇到的问题，推动生产
时效不断提升。
  “在每天有效生产时间中，我们坚持
‘每天挤出一小时、 10 天增效1000 炮’，确
保采集质量和效率。”郑继锋说。

与环境共生

  新疆轮台县向南，深入沙漠400 多公里，
四面被沙丘包围着的是一座200 余栋板房为主
体、能容纳千人的营地，宛如“沙漠绿
洲”。
  这里，淋浴室、洗衣房、标准化食堂、
净化水房、通信基站等基础设施样样俱全。
每栋板房都“穿”上防沙保温罩，房内空
调、衣柜、洗脸架等物品配备齐全，淋浴室
从早到晚提供热水，打开花洒就可以舒舒服
服洗个热水澡。洗衣房里，一排崭新的洗衣
机嗡嗡作响，沾满泥浆的工服30 分钟就能洗
完甩干。
  细心周到的炊事员身穿炊事服，头戴炊
事帽，不停地穿梭忙碌，为劳累一天的员工
们制作营养健康、美味可口的饭菜。 6 名保洁
员每天提供房间打扫整理服务。营地还安装
了两座通信基站，接入了光纤宽带，让员工
感受到打电话、上网和家人视频通话带来的
温暖。
  “沙漠环境这么恶劣，队上还能提供这
么好的条件，我们在这里住得好、吃得好，
干活也更有劲儿了。”彝族分包商员工阿尔
衣木说。

　　□通讯员 孙万芹 李崇辉 周大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前两个月，胜利油田低硫重质
船燃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7900 吨。从2020 年开始，
胜利油田调整炼油产品结构，低硫重质船燃产量连年
递增，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160万吨。
  高硫原油加工后产生的高硫渣油是优质的催化裂
化原料，可生产汽柴油；低硫原油加工后产生的渣
油，芳香烃含量高、不易裂解，硫含量低，是优质的
低硫重质船燃调和组分。随着低硫船燃产能逐步增
大，近年来胜利油田不断畅通产品“出路”，增设
20套重油装车鹤管，将3号轻油铁路装车台改造为船
燃装车台，满足船燃铁路装车外运要求，还加强对油
田原油化验、评价，找到生产光亮油、润滑油、军用
优质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等特种油品的基础油，为
“油转化、油转特”打牢原料基础。

　 □通讯员 陈天婧 陈萍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胜利油田正在建设海陆两用风电创
新实验验证基地项目，目前已完成20 兆瓦风机基础
施工工程，计划今年第三季度实现并网试验。该项目
一期包括4个风电试验验证机位，容量共30兆瓦，计
划接入油田桩东35 千伏变电站，是胜利油田首个接
入油网的风电项目。
  胜利油田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勘探开发全过程，
聚焦高端化、市场化、规模化，统筹土地、油网等资
源和用能消纳优势，地热、余热、太阳能、风能等新
能源产业，跟踪推进氢能、储能等前端领域，加快构
建多元互补、洁净高效新型能源体系。目前，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达285 兆瓦，年发用绿电能力3 . 4 亿千瓦
时，新能源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通讯员 李世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 月26 日，2023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
会在青岛开幕，东营市胜利923 沉浸式文化创意工厂
项目成功签约。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2 亿元，是东营
市第一个文旅深度融合的大项目，也是本次全省旅发
大会签约的唯一一个沉浸式工业旅游综合体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还原胜利油田创业初期的生产场
景，通过生产生活场景再现、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种
新文旅创新手段，展现胜利油田老中青三代石油人的
奋斗精神。

  □通讯员 贾玉涛 代俭科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 月 3 日，胜利油田首台核磁共振
自动进样采集一体化机器人正式投入运行，岩心样品
测试由过去的每天6块次增加至每天64块次。该机器
人由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自主设计，填补了国内
同行业实验设备的空白。
　　随着岩心样品分析数量的急剧攀升，单纯依赖人
工进行测试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为解决这一难题，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技术人员打破常规，积极探
索新型研究范式，最终运用AI(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核
磁共振采集一体自动化的方案来提高测试效率。通过
机器人与核磁共振设备之间的两机交互，可实现样品
连续多种模式的不间歇测试。同时也可对前一天测试
的数据及时进行运算处理，极大优化人力资源，加快
分析测试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石油人

原油产量连年增长，人均绩效从采油厂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

解码正理庄逆袭之道

海洋厂全员“找茬”，合力守好安全关

□徐永国 于佳 报道
  4 月14日，胜利油田冯新永工作室外的练兵场上，胜利采油厂员工赵先瑞（左）正在紧张操练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的正确“打开方式”。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是发生硫化氢泄漏时必须佩戴的急救设备，30多个操作步骤，要求必须5分钟内完成。

胜利油田扩大
低硫重质船燃产量规模

油田建设海陆两用
风电创新实验验证基地

胜利油田打造
文化创意工厂

胜利油田首台
实验用机器人投产

  □通讯员 张玉 夏广强 报道
  本报东营讯 4 月 5 日，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西南分公司70682 钻井队施工的国家页岩油示范
项目丰页1-6HF 井顺利完钻，完钻井深7025 米，水
平段最长3055 米，创出中国石化非常规页岩油水平
井井深最深、水平段最长两项新纪录。
  丰页1-6HF井位于济阳页岩油示范区的丰洼陷2
号井台，是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和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一
体化运行的第一口水平段超过 3 千米的页岩油重点
井。由于胜利页岩油埋藏深、井底温度高，导致钻井
施工难度增大，常规仪器无法正常使用。施工过程
中，胜利石油工程公司配备了先进的高端钻井装备和
地面降温装置，同时强化技术攻关，使用耐高温工具
和专用清砂工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设备性能，还确
保钻井施工顺利实施。

济阳页岩油示范区
又一深井完钻

　　□通讯员 代俭科 赵方剑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孤东油田七区西非均相复合
驱油先导试验区的第18 口油井见效，区块日产油比
实施之前增加了52 吨。截至目前，该技术已在油田
动用地质储量过亿吨，增加可采储量超千万吨，累计
产油186万吨。
　　为解决特高含水老油田大幅度提高采收率难题，
油田化学驱团队创建了“非均相复合驱油技术”。
2010 年，该技术在孤岛中一区Ng3聚驱后油藏开展先
导试验，取得良好成效，采收率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
高8 . 5 个百分点，达到63 . 6%，解决了I类聚驱后油藏
大幅度提高采收率的世界级难题。
　　2019 年，科研人员瞄准温度超过80℃的高温高
盐油藏开展攻关，研发了耐温超过85℃、抗盐超过
30000 毫克/升的黏弹性颗粒驱油剂，形成从驱油剂研
发到动态跟踪的全过程开发配套技术，引领了大幅度
提高采收率技术新方向。
　　目前，非均相复合驱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推广应
用21个单元，覆盖地质储量11068 万吨，累计增油67万
吨，提高采收率11个百分点，增加可采储量1263万吨。

非均相复合驱油技术
动用地质储量过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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